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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robot control and practical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tudies the methods of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course construction through classroom teaching, 1+X certificates, vocational positions, 
and online course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a reasonable assessment method is established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and 
to achieve the same direc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ow to deeply expl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ptimize teaching carriers and curriculum design, cultivate students’ 
patriotism, enhance national pride, establish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obot 
control and practice courses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achieving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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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促使机器人控制与实践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实现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论文全面研究了通过课堂教学、1+X
证书、职业岗位及在线课程建设等途径，将课程思政元素有效融入课程建设全过程的方法，同时建立了合理的考核方法，
评价课程思政实施效果。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的思想修养和职业素养的目的，实现专业教学和思政育人的同向同行。如何在
机器人控制与实践课程建设中深入挖掘思政资源，融入思政元素，优化教学载体与课程设计，培养学生树立家国情怀、增
强民族自豪、建立文化自信、培养工匠精神，是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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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制造 2025”规划的提出对中国产业布局，尤其

是对装备制造业带来了重大变革。工业机器人技术作为装备

制造业中重要的技术手段，在智能制造、工业生产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近几年开设相关专业的高职院校已有

近 500 所，且专业招生人数连年增长。机器人控制与实践课

程作为工业机器人技术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在大的社会环境影响下，高职院校学生的意识

形态和心理发展不可避免受到冲击。而纵观同类课程建设过

程，专业教师在线上线下课程开发过程中，关注更多的是课

程授课内容，诸如课程设置的专业性、授课形式的多样性和

课程录制的视频效果，通过视觉传递更多的知识及技能，而

对课程的“育人元素”部分，挖掘深度不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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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建设历程

机器人控制与实践是工业机器人技术的专业核心课程，

2016 年第一阶段从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开始，主要以线下课

程为主，没有线上课程平台；2020 年开始校内精品在线课

程建设，第二阶段课程资源以电子教案、PPT、题库、微课

为主，利用超星学习建立课程平台；第三阶段为市图书馆慕

课建设阶段，课程资源主要包括电子教材、1+X 考证题库、

课程思政案例库、PPT、授课视频、动画、虚拟仿真、测验

和作业等。目前，针对校内专业学生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模

式开展教学，非专业学生采用线上选修的方式开展教学。

3 课程建设内容

3.1 确定育人目标，设计课程思政内容
课程紧贴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前沿，对照国家专业教

学标准，现场工程师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人培方案中岗位要

求与学情分析，结合“1+X 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中级）”

证书要求和专业人才培养（悉尼协议认证）目标，同时融入

工业机器人技能竞赛考核点，以快速培养学生工程应用能力

为目的。“岗课赛证”四位一体，选取合适的项目，编写教

学题材，设计由简入繁，难度递增的工作任务。将教学内容

细化为五个学习项目，总 68 课时。围绕课程为每个学习项

目设置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如表 1 所示，从不同维度逐步达

成总的德育目标。

3.2 教学内容重构
基于企业岗位真实任务，重构教学内容，将课程实训

内容分为 12 个任务。认识工业机器人阶段以职业情怀为主

线，树立学生的自信心；工业机器人基本操作阶段将规范意

识、责任担当融入过程，提升学生的职业心；编程应用阶段

实践强化让学生在实战中形成工匠心；生产应用及岗位锻炼

阶段中强化学生的爱国心。聚焦培养有工业机器人全面技

术、有过硬技能、有自主学习创新意识、有敬业精神责任担

当新时代“四有”新人的目标。

表 1 课程思政内容设计

学习项目 知识内容的思政元素设计 育人目标

项目 1：认识工业机器人

介绍两弹元勋钱学森先生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及科研环境，远

渡重洋，报效祖国，鼓励学生学好科学，立志祖国，增强爱国

情怀

爱国情、自信心；

案例引入形成大国自信，培养学生

具有爱祖国情怀

项目 2：工业机器人基本操作

讲解工作现场的安全隐患，以及碰到相关问题如何处理，让学

生时刻在工作现场时刻保持安全意识

强国志、职业心；

在教学中形成职业规范；培养学生

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

以挑战“大国工匠”竺士杰为主题，讲授手动控制为机器人系

统设置工具坐标和工件坐标，鼓励学生，反复试错，不断尝试，

坚持不懈，寻求操作技巧，提高机器控制的准确度，发扬精益

求精的精神

强国志、工匠心；

在实操中强化工匠素养；培养学生

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项目 3：设计工业机器人 RAPID
程序

1. 在车间式实境课堂中，学生以准员工身份、教师以车间师傅

角色，按照工作实境安排训教过程，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职

业精神；

2. 将任务分解成若干个项目，通过分组的形式进行项目的训练，

激发学生间的团队协作精神；

3. 课程学习与校内技能竞赛相结合，促使学生们学会工业机器

人专业在工作过程中的职业规范，增强学生爱岗敬业精神

报国行、爱国心；

形成为国智造的家国情怀；培养学

生拥有踏实肯干、认真负责的职业

精神

项目 4：ABB 机器人联机与编程

爱国情、自信心；

案例引入形成大国自信；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

项目 5：系统维护与故障处理
带领学生参与实训室清洁、维护保养活动，树立同学们劳动光荣，

美好的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思想

树立劳动光荣，懒惰可耻；培养学

生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的精神

其实施过程关注课前（线上）、立足课堂（线下）、

延伸课后（线上），具体授课过程中以工单的形式发布给学

生。按照发布工单→导入任务→合作探究→虚实演练→成果

展示→任务评价→巩固拓展的七步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以

典型思政案例为路径，融入融企业标准、融工匠精神、融劳

动教育等思政元素。以学生为本，激发自主学习兴趣，在完

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

后辅助信息化平台进行工作任务考核评价，实现教学目标实

施，达到课程全方位、全面育人目标。

4 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4.1 以名师为榜样强化使命担当
课程思政建设全面推进的关键环节是教师，依托国家

技能大师工作室和校级“工匠之家”名班主任工作室，带领

专业教师提升专业技能和思政素养，积极参加各类思政案例

和思政微课比赛，构建工匠精神课程思政平台，营造工匠文

化环境的良好教学氛围，帮助团队成员提升课程思政素材挖

掘和教学设计能力。通过国家技能大师进课堂，多维度培育

工匠精神，实现“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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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高水平教材建设服务课程思政改革
根据 1+X 证书及工业机器人岗位培养特点，优化机器

人控制与实践课程原有教材、教学设计，将教材从知识转化

为项目。在各项目全流程中贯穿课程思政元素，同时配套数

字化资源。配套教材《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获评省高

职院校“十四五”首批重点教材建设项目。还配套了《机器

人控制与实践思政补充讲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政融入其中，体现爱国情、自信心；强国志、职业心、

工匠心；报国行、爱国心。

4.3 借课证融通改革助“工匠心”培养
通过“课证融通”课程改革等途径，依据 1 +X 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制度，结合专业教学和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实现

课程融通。在单元教学中设计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映射关

系，科学、有序地将任务的知识点、技能点和思政点融合在

一起。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培养学

生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3]。

4.4 借现代学徒制助“职业心”培养
机器人控制与实践的课程设置主要面向工业机器人操

作员、系统运维人员、电气工程师等。在教学中以企业项目

研发流程作为教学载体，引入企业产品开发实战案例，项目

化教学，真题真做。教学实践过程围绕企业真实任务，优化

车间实境训练，现有工业机器人实训室经过改造优化为“车

间式实境课堂”，同时在设备摆放、标语宣传等氛围布置上

形成强烈的“企业文化”冲击力，整体环境真实吻合生产实

际，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职业精神。学生以准员工身份、

教师以车间师傅角色按照工作实境安排训、教过程，全过程

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

4.5 借信息化手段赋能课程思政
课程围绕重难点设计微视频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将

不同运动控制命令控制效果制作成动画视频，形象帮助学生

理解和掌握。设置虚拟仿真项目视频和任务，为学生提供一

种身临其境的实验学习环境，以增强学习效果和实践能力。

每个章节对应每个知识点设置 10 左右个习题，供学生自学

过程中检验测试。课程平台根据学生视频学习时长、作业和

测试完成质量、互动频率等信息给出每一位学生的在线课程

成绩。

课程还借助在线课程平台、虚实结合实训环境，遵循“硬

件软件、虚实结合”的课程改革新趋势，利用虚拟仿真实践

等信息化手段丰富课程教学活动，形成课程思政在线精品建

设示范案例。引入新的虚拟仿真软件与现有工业机器人设备

实现深度融合，以工业机器人轮毂打磨流程项目为例，学生

利用线上学习场景和虚拟仿真软件，在 RobotArt 离线编程

软件中生成一条轨迹并在真实机器人中调试运行，达到虚拟

实验与实体实验相互印证、互相支持的目的。改革提高了平

均实训时长，提升教学实训水平，达到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和协作能力的育人目标。

4.6 借技能比赛助创新意识培养
机器人控制与实践课程借力“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开展学科竞赛，教学理论实践内容与校内技能竞赛相结合 [4]。

将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中汽车轮毂

打磨工作站项目引入课程实训，以“以赛促学”，课程考核

参考技能竞赛成绩。通过技能竞赛激发学生对工业机器人探

索欲，寓创新意识、竞争意识于竞赛中，培养团结协作的精

神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5 结语

论文以机器人控制与实践在线课程为例，研究课程思

政元素内涵，结合专业课程、1+X 资格证书、职业岗位、

信息化资源等方面提炼课程思政融入点，从教师队伍、教材

建设、课程改革等方面，探索并实践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的

多种途径和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今后的建设中，

我们将更新课程思政素材库，完善课程思政建设模式，深化

教学方法改革，优化课程思政评价方式，加强课程改革成果

推广应用 [5]。培养学生为国智造的家国情怀，使更多的学生

受益，真正起到了课程思政示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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