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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机器人工程专业作为新兴领域，在电力工业、医疗、农业、家庭服务等多

个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市场前景。本文将从新工科背景出发，结合学校办学特色探索机器人工程

专业建设路径并进行实践。总结第一届毕业生四年教学运行情况，提出相应改进措施，以期为专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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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Robot Engineering as an emerging

field，it has shown great application potential and market prospect in many fields，such as electric

power industry，medical treatment，agriculture，family service and so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robot engineering major combined with school-running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has been explored and practiced in this paper. The four-year teaching operation

of the first graduates has been summarized，an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have been

put forward，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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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工科是以新经济、新产业为背景，旨在推动工程教育

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一种教育理念。它强调工程实践能力

强、创新能力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

要求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紧跟产业发展趋势，注重学科交叉

融合和跨界整合。在新工科背景下，机器人工程专业应运而

生，成为培养未来机器人技术人才的摇篮。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和全球范围内

开始兴起的自动化生产的浪潮，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对机

器人的需求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始设立机器人

工程专业，将其作为重点发展领域之一。这些高校依托自身

优势，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机器人工程教学体系，包括基础理

论课程、实践训练以及实习实训等。通过课程体系的科学设置，

旨在培养学生的机器人技术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但远不能满

足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对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

我校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重点建设

高校，学校坚持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与创新为己任，主动适应国家电力工业和吉林省的经济建

设需求，形成了以电力特色为主，多学科交叉融合，较为完

整的学科体系。

在此背景下，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对机器人工程专业建

设进行探索和实践。建立了“以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和社会对

人才的需求为导向，主要面向能源电力领域，突出培养机器

人工程的控制技术和软硬件实践能力，解决电力机器人开发、

设计和应用中的复杂工程问题”的机器人工程专业，设置了

具有电力特色的课程体系，2020 年开始招生，2024 年第一届

学生毕业。

二、机器人工程专业建设探索

2.1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家、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具有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具备扎实电子、控制、

计算机、机械等机器人专业领域的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

能在与机器人工程有关的领域从事系统设计与开发、技术集

成、安装调试、运行维护、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

用型专门人才。

2.2 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在“新工科”背景下，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实

基础、重实践、强能力、突特色”的课程体系，突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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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1）建立融机械、

计算机、控制、信息等多学科知识交叉的课程体系，体现新

工科专业的交融性和跨界性；（2）加强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融入“两性一度”课程内容，体现新工科专业的创新性、引

领性和发展性；（3）提供良好的实践教学环境，保证课程体

系中各类实验、实践环节的培训质量，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依托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拓展课外科技活动，引

领学生自觉进行科学研究，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增强

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体现新工科专业的交融性和创新性；（4）

融入课程思政，潜移默化中使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价值观，培养学生在走上社会后能更快、更好地适应市场竞

争环境的能力，体现新工科专业的跨界性；5）立足学校定位，

突出“能源电力”特色。

主干课程和主要实践环节具体如图 1所示：

表 1 主干课程和主要实践环节

主要环节 课程名称

主干课程
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数字电子、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自动控制原理、机器人基础原理、机器人

机械基础、机器人传感与感知、计算机控制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动力学控制、移动机器人定位与导航

主要实践环节
金工实习、电子技术应用设计、机器人技术基础课程设计、微机原理课程设计、计算机控制系统课程设计、

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课程设计、机器人创意设计和移动机器人控制设计、毕业设计

课程群对应课程如表 2所示。

表 2 课程群课程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学科基础必修课
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数字电子、机器人基础原理、自动控制理论、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机器人机械基础、创新创业教育

学科基础选修课 机器人操作系统、电力电子技术、电机与拖动、计算机网络技术、最优化理论、发电系统概论

专业必修课
人工智能、计算机控制系统、机器人动力学控制、移动机器人定位与导航、机器人传感与感知、机

器学习、专业英语

专业选修课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信号分析与处理、模式识别、计算机图形学基础、人机交互与人机接口技术、

DSP 原理及应用、机器人三维建模与仿真、虚拟仪器、项目管理与法律法规、过程控制、可编程控制器、

电力机器人、Python 编程、数字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集散控制系统、脑与认知科学、运动控制

能源电力特色课程 发电系统概论、过程控制、电力机器人

2.3 推进校企协同育人模式

在“新工科”背景下，推进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实现人

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有效衔接。（1）搭建高校与企业的联系

桥梁，通过建立校外实习、实践基地等方式，加强与企业的

合作和联系，让企业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来指

导学生。一方面使学生能更好地了解本专业的相关岗位和需

求，另一方面企业也能通过实践活动，提前发现优秀人才并

进行重点培养，实现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共赢。（2）通过产教

融合来培养更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充分利用企业的行业经

验，认真调查企业对人才知识结构体系的需求，让企业参与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4 建立了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1）结合教师的学术背景，以团队

的形式积极探索学术前沿，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更好地支

撑专业建设；（2）注重与产业结合，注意打造“双师型”师

资队伍。在教师招聘时优先考虑具有企业工作背景和项目实

践经验的老师，同时积极选派青年教师到企业交流，鼓励老

师与企业工程师一起做科研项目或产品开发，使老师能更好

地适应“新工科”背景下知识结构体系的更新与发展；（3）

注重人才梯队的培养，在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形

成梯队。机器人工程专业教师 25 人，其中教授 9人，副教授

5人，高级实验师 1 人，博士 20人，在读博士 5人，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人、省级人才称号 5人。专业拥有一支

老中青搭配、职称结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合理并可持续

性发展的优良师资队伍。

2.5 建立多方参与的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

专业重视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建设，先后制定了包括

培养方案、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教材建设与选用、实验实

践教学、成绩考核、教改项目管理等各环节的规范性文件，

明确了教学各个环节的质量标准和规范。专业实行校-院两级

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校级设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中心和其

聘任的督导组、校级教学指导委员会、校级学生信息员。院

级设教学指导委员会、院督导组、院级学生信息员。各级管

理组织各司其职，规范、有序、高效地开展教学质量的监控

和持续改进，运行情况良好。

图 1 院级监控体系图

为了科学的监测和评估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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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完善质量监控与评估体系、加强教育

教学质量改进、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本专业建立学生、教师、企业、行业专家等多方参与的质量

评价体系。

专业面向毕业生发放问卷，调查毕业生在就业单位的工

作情况、收集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成效、存在问题和改革建议，

并根据反馈信息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结构，改进教

学模式，使本专业毕业生充分适应社会需求变化。

为获得本专业毕业生质量及社会评价信息，专业通过与

用人单位沟通、专业教师带领学生现场实习、参与各类科研

项目、校友聚会、到用人单位调研、新闻和网络平台等方式

收集信息，对专业培养方案进行进一步优化，形成可持续改

进的跟踪反馈机制和社会评价机制。

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四年的运行过程中，通过学生、教师、企业等调查反馈，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3.1 教学资源匮乏

由于机器人工程专业是新兴专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教

学资源匮乏。一方面，现有的教材大多不能满足机器人工程

专业的需求，内容陈旧且缺乏实际应用案例；另一方面，实

验设备价格高昂，实验设备投入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学生在

实验课程中缺乏实践机会，影响教学效果。

3.2 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仍存在问题。一方面，

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未能有效衔接，导致学生难以将理论知

识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个别课程的开课先后顺序有误，

课程内容冗余或对后续课程的基础作用不明显，一些课程的

内容过于浅显，未能涵盖机器人工程领域的核心知识和技能。

3.3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实践教学是机器人工程专业的重要环节之一，然而当前

在实践教学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1）实验内容多以验证性

实验为主，缺乏创新性和综合性；（2）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

实习基地建设不足，仅能满足基本的教学需求；（3）课程设

计题目设置过于简单，指导教师经验不足，限制了学生在实

践过程中的能力提升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3.4 缺乏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与交流

机器人工程专业需要紧密与行业接轨，加强与企业的合

作与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前专业在与企业合作方面存

在不足。（1）受实习经费限制，周边与专业密切相关的企业

数量少，合作的企业数量不多；（2）企业缺乏积极性，参与

度低；（3）专业与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导致

双方信息不对称且难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这限制了

学生在实习实训过程中接触最新技术和市场需求的机会。

四、持续改进计划

4.1 加强教学资源建设

针对教学资源匮乏的问题，加大投入力度，加强教学资

源建设。一方面，积极引进国内外优质教材和教学资源，鼓

励自编教材；另一方面，加大实验设备投入力度，更新升级实

验设备以满足教学需求。鼓励教师自主开发实验项目和创新性

实验内容，将科研成果融入教学过程，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

4.2 优化课程体系设置

针对课程设置不合理的问题，优化课程体系设置。一方

面，加强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衔接力度，确保学生能够将

理论知识有效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理顺课程开课前后顺

序，优化课程内容，加强课程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以涵盖机器

人工程领域的核心知识和技能。

4.3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针对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的问题，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的建

设。（1）丰富实验内容形式以增强创新性和综合性；（2）加

强实习基地建设并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提供充足的实

践机会和指导力量；（3）加强教师与同行的交流，提升教师

的教学能力；（4）鼓励学生参与各类科技竞赛和创新项目以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4.深化校企合作与交流

针对缺乏与企业的合作与交流的问题，深化校企合作与

交流机制建设。（1）挖掘周边与专业密切相关的企业；（2）

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和联系以了解最新技术和市场需求信息；

（3）与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设立研究中心以共同推动机

器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4）鼓励学生参与企业的实习实训

项目以积累实践经验和提升就业竞争力。

五、结语

在新工科背景下，机器人工程专业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展

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然而当前该专业在建设过

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如教学资源匮乏、课程设置不合

理、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以及缺乏与企业的合作与交流等。针

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本文提出了加强教学资源建设、优化课程

设置、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以及深化校企合作与交流等解决方

案和实施方案以期为该专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人工程

专业将迎来更多机遇和挑战。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不断探索

和实践机器人工程专业将成为未来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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