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专业代码：260101 

二、入学要求 

一般为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基本修业年限 4年，最长修业年限 7年。 

四、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代码）A 装备制造大类 26 

所属专业类（代码）B 机械设计制造类 2601 

对应行业（代码）C 通用设备制造业 C34 

主要职业类别（代码）D 机械设计制造方面的技术型人才 1-37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领

域举例 E 

面向机械设计工程技术人员、机械制造工程技术人

员、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质量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

职业，产品设计、制造加工工艺、工艺装备设计、生产

技术组织、数字化设计与制造、质量管理等岗位群；机

械设计制造领域的工艺设计、过程控制、设备调试、维

护、管理和服务等一线技术技能岗位 

职业类证书举例 F 

数控车铣加工（中级）、机械工程制图（中级）、机械

产品三维模型设计、机械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机器

人操作与运维、数控设备维护与维修、电工证（中级）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

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先进

的机械设计、工艺与工装、生产设备编程及维护、制造生产与质量管理等知识及

相关法律法规，具备按要求设计产品，工艺编制与工装设计、数控设备操作与编



制程序、组织生产、质量管理的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产品

数字化设计、生产工艺编制、工装设计与制造、生产技术组织、质量管理、智能

生产设备维护与维修、数控机床加工编程等工作满足地方区域经济发展要求的高

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学生应在系统学习本专业知识并完成有关实习实训基础上，全面提升

素质、知识、能力，掌握并实际运用岗位（群）需要的专业核心技术技能，总体

上须达到以下要求。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能够熟练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掌

握绿色生产、环境保护、安全防护、质量管理等相关知识与技能，了解相关产业

文化，遵守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3）掌握机械工程制图、机械基础、电工电子技术等方面的专业基础理论

知识，具有产品及零部件设计、流体传动与控制系统设计、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产品性能测试等能力； 

（4）具有仿真与分析产品生产过程、制订工艺规划、编制工艺文件、集成

设计和生产流程信息等能力； 

（5）具有依据加工要求合理选择工艺装备、设计常规和智能工艺装备的能

力； 

（6）具有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操作、编程，并能应用智能制造装备和生产

线进行智能加工的能力； 

（7）具有编制实施质量管理规划、质量检验评价、控制与改进、统计分析、

信息管理等能力； 

（8）具有使用创新方法、现代工具，制订解决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方案、

解决现场综合问题的实践能力； 

（9）具有适应先进制造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专业信息技术能力和基本数

字技能； 



（10）具有机械领域绿色生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法规意识，创新思维

和综合开展产品技术研发的能力； 

（1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12）具有从事制造技术领域中高端产品制造（或提供中高端服务）的能力，

具有完成设计制造、科技开发、运行管理等岗位工作任务（或专业设备的复杂操

作）的能力，具有从事工艺设计/方案设计、过程监控、解决现场技术问题和现

场创新的能力，具有解决岗位现场较复杂问题的能力，具有实施现场管理的能力。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必须校企共同研究） 

（一）公共基础课程 

1.必修课程 

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大学体育、大学英语、大

学计算机基础、军事理论、大学生就业指导、大学生职业发展规划、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创新创业基础、红色文化、高等数学、工程数学、大学物理。 

2.选修课程：文史素养课程、科学素养课程、美育素养课程、劳动素养课程

（包括劳动教育）（其中文史素养、科学素养各 1个学分、劳动素养、美育素养

各 2个学分，共计 6学分）。 

（二）专业课程 

1.专业基础课程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I、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Ⅱ（含测绘 16 学时）、电

工与电子技术、数字化设计基础（含数字化设计实训）、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机械设计（含机械设计实训）、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工程材料与热成型技术（含

金工实习）、控制工程基础（含控制技术实训）。 

  



2.专业核心课程 

机械系统设计、金属切削加工及机床、机械制造工艺与装备、数控加工技术

及工艺编程、数字化制造技术（含数字化制造实训）、液压与气压传动、电气控

制与 PLC 应用、智能传感与检测技术。 

3.专业拓展课程 

方向一：工业视觉应用技术、C语言程序设计、C#语言程序设计、产业化

工程出图、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现代生产管理等。 

方向二：工业视觉应用技术、C#语言程序设计、AI视觉检查、机器人应用

技术、现代生产管理、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方向三：计算机程序设计（C语言）、物流传输自动化项目设计、自动装

配项目设计、产业化出图实训、自动检测项目设计、现代制程自动站项目设

计。 

方向四：计算机程序设计（C语言）、产业化出图实训、机器人应用实

训、AI 视觉检查、智能制造生产管理与控制、人工智能工程技术（项目制）。 

4.集中实践环节 

数字化设计实训、机械设计实训、产品质量检测实训、控制技术实训、数控

化制造技术实训、智能产线综合实训、机械设计综合实训、机械装配工艺实训（方

向一二实训）、控制技术综合实训（方向三四实训）、金工实训、军事训练、认

识实习、岗位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四）学分与学时 

1.毕业学分和总学时 

本专业总学分 179学分，总学时 3256学时。 

2.考核事项 

（1）每学期考试科目不超过 4门； 

（2）考核方式：考试或考查。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表 2：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表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学期学时分配 考
核
方
式 

备
注 

 
总
计 

理
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21130001 形势与政策Ⅰ 
0.
5 

8 8 0 0.5        2  

21130002 形势与政策Ⅱ 
0.
5 

8 8 0  0.5       2  

21130003 形势与政策Ⅲ 
0.
5 

8 8 0   0.5      2  

21130004 形势与政策Ⅳ 
0.
5 

8 8 0    0.5     2  

21130005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32 16 3        2  

2113000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32 16  3       2  

211300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8 0   3      2  

2113000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3 48 40 8    3     2  

2113000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0 8     3    
2 

 

21124001 大学英语Ⅰ 3 48 40 8 3        1  

21124002 大学英语Ⅱ 3 48 40 8  3       1  

21124003 大学英语Ⅲ 3 48 40 8   3      1  

21124004 大学英语Ⅳ 3 48 40 8    3     1  

21127001 大学体育Ⅰ 2 32 4 28 2        2  

21127002 大学体育Ⅱ 2 32 4 28  2       2  

21127003 大学体育Ⅲ 2 32 4 28   2      2 
 

21127004 大学体育Ⅳ 2 32 4 28    2     2 

21122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2 32 16 16 2        2  

21130013 军事理论与技能 4 144 32 112 2        2  

21130011 红色文化 1 16 10 6 1        2  

21129002 大学生职业发展规划 
0.
5 

8 8 0  0.5       2  

21129001 大学生就业指导 
0.
5 

8 8 0      0.5   2  

21130009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4 8 2        2  

21129003 创新创业基础 2 32 32 0    2     2  

21134001 安全教育 1 16 16 0   1      2  

22121009 高等数学Ⅰ 3 48 48 0 3        1  

22121010 高等数学Ⅱ 4 64 64 0  4       1  

22121012 大学物理 3 48 42 6  3       1  

22121005 工程数学 3 48 48 0   3      1  

 小计 63 1088 748 340 19 16 12.5 
10.
5 

4 0.5 0 0   

选
修 

 文史素养课程 1 16 16   1       2  

 科学素养课程 1 16 16   1       2  

 美育素养课程 2 32 32     2     2  

 劳育素养课程 2 32 16 16      2   2  

小计 6 96 80 16 0 2 0 2 0 2 0 0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学期学时分配 考
核
方
式 

备
注 

 
总
计 

理
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课 

22121006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

图Ⅰ 
4 64 60 4 4        1  

22121007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

图Ⅱ 
2 32 8 24   2      2  

22121008 数字化设计基础 3 48 32 16    3     2  

22121003 电工与电子技术 3 48 48 0   3      1  

22221004 工程力学 3 48 46 2  3       1  

22121022 
工程材料与热成型技

术 
2 32 16 16    2     2  

22121020 机械设计 4 64 48 16   4      1  

22221006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 2 32 30 2  2       2  

22121023 控制工程基础 3 48 32 16     3    1  

小计 26 416 320 96 4 5 9 5 3 0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22221032 金属切削加工及机床 2 32 30 2    2     2  

22221031 机械系统设计 2 32 24 8     2    2  

22221033 机械制造工艺与装备 3 48 40 8     3    1  

22221034 
数控加工技术及工艺

编程 
3 48 40 8      3   2  

22221035 数字化制造技术 2 32 16 16    2     2  

22221036 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 3 48 40 8     3    2  

22221037 智能传感与检测技术 3 48 32 16     3    1  

22221017 液压与气压传动 2 32 30 2    2     1  

小计 20 320 252 68 0 0 0 6 11 3 0 0   

专
业
拓
展
课 

方
向
一 

22321028 工业视觉应用技术 3 48 40 8      3   2  

22122001 C语言程序设计 4 64 16 48   4      2  

22321029 C#语言程序设计 4 64 16 48     4    2  

22321030 产业化工程出图 4 64 16 48      4   2  

22421026 智能制造技术 2 32 16 16      2   2  

22421023 现代生产管理 2 32 16 16      2   2  

方
向
二 

22321028 工业视觉应用技术 3 48 40 8      3   2  

22321029 C#语言程序设计 4 64 16 48     2 2   2  

22321031 AI视觉检查 4 64 16 48      4   2  

22321032 机器人应用技术 4 64 16 48      4   2  

22421023 现代生产管理 2 32 16 16      2   2  

22421006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2 32 16 16      2   2  

方
向
三 

22321033 计算机程序设计 4 64 16 48   4      2  

22321034 
物流传输自动化项

目设计 
3 48 16 32      3   2  

22321035 自动装配项目设计 3 48 16 32     3    2  

22321036 产业化出图实训 3 48 0 48      3   2  

22321037 自动检测项目设计 3 48 16 32      3   2  

22321038 
现代制程自动站项

目设计 
3 48 16 32      3   2  

方
向
四 

22321033 计算机程序设计 4 64 16 48   4      2  

22321036 产业化出图实训 3 48 0 48      3   2  

22321039 机器人应用 3 48 16 32     3    2  

22321031 AI视觉检查 3 48 16 32      3   2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学期学时分配 考
核
方
式 

备
注 

 
总
计 

理
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2321040 
智能制造生产管理

与控制 
3 48 16 32      3   2  

22321041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 3 48 16 32      3   2  

小计 19 304 120 184 0 0 4 0 4 11 0 0   

集
中
实
践
环
节 

22521001 机械设计综合实训 2 2周 0 32     2    2  

22521002 机械装配工艺实训 2 2周 0 32      2   2  

22521003 控制技术综合实训 2 2周 0 32      2   2  

22521004 
第二课堂（社会实

践） 
2 32 0 32         2  

22321009 认识实习 1 1周 0 24 1        2  

22321011 岗位实习 26 
26
周 

0 624       20 6 2  

22321012 毕业设计（论文） 12 
12
周 

0 288        12 2  

小计 45 
103
2 

0 
103
2 

1 0 0 0 2 2 20 18   

总计 179 3256 1520 1736 23.5 
24.
5 

25.5 23.5 24 18 20 18   

备注：标注“1”为考试科目，标注“2”为考查科目。 

表 3：选修课程表（见附件）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院 

文史素养课程 
     

     

美育素养课程 
     

     

科学素养课程 
     

     

劳动素养课程 
     

     

  



表 4：课程结构及学时/学分分布 

课程分类 学时数 学时占比（%） 学分 学分占比（%） 

公共

基础 

必修 1088 
1184 36.36% 69 38.55% 

选修 96 

专业

课程 

基础 416 

2072 63.64% 110 61.45% 
核心 320 

选修 304 

集中实践环节 1032 

选修 400 400 12.29% 25 13.97% 

合计     3256 100% 179 100.00% 

备注 
理论学时： 1520 1520 占比： 46.68%     

实践学时： 1736 1736 占比： 53.32%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按照“四有好老师”“四个相统一”“四个引路人”的要求建设专业教师队伍，

将师德师风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标准。 

1.队伍结构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不高于 18:1，“双师型”教师占比不低于 50%，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的比例不低于 30%，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的比例不低于

50%，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15%，专任教师队伍要

考虑职称、年龄，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 

能够整合校内外优质人才资源，选聘企业高级技术人员担任产业导师，组建

校企合作、专兼结合的教师团队，建立定期开展专业（学科）教研机制。 

2.专业带头人 

杨元模，教授，从事高等教育工作 23 年。主要研究方向是机械工程。主持

并完成国家级科技项目 1项，主持完成江西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4项，主持完成

其他省级科研和教研项目 8 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中文核心以上论文 21 篇。能

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制造行业、专业发展，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

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主持专业建设、教学改革，教科研工作和社会服务能

力强。 

党新宪，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机电技术、智能制造。参与完成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国家航空预研项目 3 项，主持省级课题 2 项，专利 1 项。



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 

张大林，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机电技术、智能制造。主持省级课题 2项，

专利 6项。 

唐建林，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机械加工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完成

省级课题 1项，企业课题 2项，编写教材 2 部，专利 3项。 

3.专任教师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具有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等相关

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能够落实课

程思政要求，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和资源；能够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混

合式教学等教法改革；能够跟踪新经济、新技术发展前沿，开展技术研发与社会

服务；专业教师每年至少 1个月在企业或实训基地实训，每 5年累计不少于 6个

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表 5：专任教师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是否 

“双师

型”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毕

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1 杨元模 男 
1961 年 3

月 

机械原理、机

械设计 
教授 是 江西工学院 内燃机 学士 机械工程 专职 

2 赖志刚 男 
1961 年 3

月 

机械原理、机

械设计 
教授 是 江西工学院 

机械制造工

艺设备及自

动化 

工学士 机械工程 专职 

3 党新宪 男 
1974 年 9

月 

工程力学、传

感器与检测技

术 

副教授 否 
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 
航空工程 博士 机械工程 专职 

4 沈亚红 女 
1963 年 3

月 
机械制图 副教授 是 

哈尔滨工业

大学 

精密机械设

计 
学士 机械设计 专职 

5 高宗华 男 
1958 年 5

月 
机械制图 副教授 是 南昌大学 

电气工程及

自动化 
学士 机械制造 专职 

6 黄志刚 男 
1966 年 3

月 
机械制造基础 副教授 是 

武汉理工大

学 
机械设计 学士 机械制造 专职 

7 张大林 男 
1981 年

11月 

三维数字化设

计 
副教授 是 

华东交通大

学 
工程管理 硕士 

机械电子

工程 
专职 

8 唐建林 男 
1982 年

10月 
机械设计 副教授 是 

哈尔滨工业

大学 

机械制造及

其自动化 
硕士 机械工程 专职 

9 张越 女 
1966 年 7

月 
机械设计 

高级工

程师 
否 吉林大学 工业工程 学士 机械制造 专职 

10 杨杉 男 
1959 年 8

月 
机械制图 

高级工

程师 
是 江西工学院 

机械制造工

艺及设备 
工学士 机械工程 专职 

11 沈先江 男 
1963 年 1

月 
机械制造工艺 

高级工

程师 
是 江西工学院 机械制造 学士 机械工程 专职 

12 罗声涌 男 
1961 年 8

月 

机械设计，机

械制造工艺 

高级工

程师 
是 

南京林业大

学 
机械加工 学士 

机械设计

与产品加

工工艺 

专职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是否 

“双师

型”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毕

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13 宋彩山 男 
1965 年 7

月 
机床电气控制 

高级工

程师 
否 

太原机械学

院 
汽车 学士 数控加工 专职 

14 王宝凤 女 
1990 年 5

月 

机械工程控制

基础 
工程师 否 

南昌航空大

学 
材料工程 硕士 材料工程 专职 

15 刘杰 男 
1988 年 9

月 
工程力学 工程师 否 南昌大学 

材料加工工

程 
硕士 材料加工 专职 

16 王丽丽 女 
1981 年 3

月 

AutoCAD,机械

制图 

高级技

师，高

校讲师 

是 南昌大学 
机电一体化

工程 
学士 机械工程 专职 

17 刘炳承 男 
1984 年

11月 

数控编程与加

工、先进制造

技术 

高级技

师，高

校讲师 

是 
湖北工业大

学 
工商管理 硕士 机械制造 专职 

18 符天养 男 
1989 年

10月 
机械制造工艺 

高校讲

师 
否 南昌大学 

机械电子工

程 
硕士 工业制造 专职 

19 彭娟 女 
1988 年

11月 

高等数学，线

性代数 

高校讲

师 
是 中山大学 

流行病与卫

生统计学 
硕士 高等数学 专职 

20 邓平 男 
1964 年

10月 
机械制造基础 

高级工

程师 
是 

华南理工大

学 
机械制造 学士 机械制造 专职 

21 汪超 男 
1995 年 3

月 
机械优化设计 讲师 否 宁波大学 机械工程 硕士 机械工程 专职 

22 朱小丽 女 
1989年 4

月 

电工与电子技

术 
讲师 是 南昌大学 工业工程 硕士 材料工程 专职 

23 乐彩霞 女 
1995 年 2

月 

液压与气压传

动 
讲师 否 南昌大学 力学 硕士 工程力学 专职 

24 陈智方 男 
1995 年 2

月 

互换性与技术

测量 
讲师 否 

华东交通大

学 

交通运输工

程 
硕士 机械工程 专职 

25 喻思丹 女 
1994 年

10月 
大学物理 讲师 否 

江西师范大

学 
物理学 硕士 机械设计 专职 

26 刘平安 男 
1962 年

12月 

机械原理，机

械设计 
教授 否 

北京交通大

学 

机械设计及

理论 
博士 

机械设计

及理论 

专职 

27 王官明 男         
专职 

28 徐小良 男 1963.2.2 

Solidworks、

锻造工艺及模

具设计 

高级工

程师 
否 江西工学院 机制 学士 机械工程 

专职 

29 涂永华 男 
1965 年

10月 

液压与气压传

动，机械制造

工艺学 

高级工

程师 
是 江西工学院 锻压 学士 机械工程 

专职 

30 张利华 男 
1963 年 3

月 

液压与气压传

动，机械设计

基础 

高级工

程师 
否 江西工学院 机制 学士 机械工程 

专职 

31 高莉 女 1983.9 数控加工实训 无 否 深圳大学 
材料科学与

工程 
硕士 

材料科学

与工程 
专职 

32 柳玉军 男 1976.09 

数控编程与加

工技术，机械

制造基础 

工程师 否 
南昌航空大

学 
机械工程 硕士 机械工程 专职 

33 罗泽宇 男 
1993 年

11月 

C语言程序设

计 

二级建

造师 
否 

江西理工大

学 

材料科学与

工程 
硕士 

材料科学

与工程 
专职 

34 王文鹏 男 
1994 年 9

月 

C语言程序设

计 
无 否 

华东交通大

学 

建筑与土木

工程 
硕士 机械工程 专职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是否 

“双师

型”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毕

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35 华成玉 男 
1988 年 9

月 

工程力学、先

进制造技术 

助理工

程师 
否 东南大学 机械工程 硕士 机械工程 专职 

4.兼任教师 

主要从本专业相关行业企业的高技术技能人才中聘任，具有坚实的专业知识

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高级相关专业技术职称，了解教育教学规律，能承

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实质性教学任务。本

专业所有兼职教师所承担的本专业教学任务授课课时一般不少于专业课总课时

的 20%。应建立专门针对兼职教师聘任与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 

表 6（1）：兼任教师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拟授课程 

专业

技术

职务 

是

否

双

师

型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

历毕业

专业 

最后

学历

毕业

学位 

研究 

领域 

专

职/

兼

职 

1 单强 男 1966.4 职业素养 教授 是 
苏州大学/

北京大学 

教育经

济与管

理 

博士 
职业教育

学 

兼

职 

2 王应海 男 1963.2 机械装配 教授 是 江苏大学 

农业电

气化与

自动化 

博士 
电气自动

化 

兼

职 

3 李熙 男 1981.9 机械装配 讲师 是 
华中科技

大学 

工商管

理 
硕士 工商管理 

兼

职 

4 刘振声 男 
1978.1

1 

工业视觉

系统运维 

高级

工程

师、

讲师 

否 

解放军信

息工程大

学 

信息工

程 
硕士 

信息工程

技术 

兼

职 

5 陈勇 男 1988.8 
工业视觉

应用 

中级

工程

师 

是 
西南交通

大学 

机电一

体化 
大专 

工业视觉

应用 

兼

职 

6 陈刘 男 1983.3 
工业视觉

系统运维 

副教

授 
是  

机械制

造与自

动化 

硕士 
工业视觉

系统运维 

兼

职 

7 崔延 女  
工业视觉

系统运维 

副教

授 
是  

电子通

信工程 
硕士 

工业视觉

系统运维 

兼

职 

8 冯澄澄 女 
1989.0

5 
机械设计 

中级

工程

师 

是 

青岛理工

大学琴岛

学院 

机械设

计制造

及自动

化 

本科 机械设计 

兼

职 

9 沈圣 男 1990.5 
工业视觉

编程软件 

中级

工程

师 

是 
淮阴工学

院 

电气工

程及其

自动化 

本科 
工业视觉

编程软件 

兼

职 

10 沈建军 男 1994.8 
工业视觉

高级 

中级

工程

师 

是 
芜湖职业

技术学院 

机电一

体化 
专科 

工业视觉

高级 

兼

职 

11 卢晓丽 女 1988.9 
EPlan制

图 

中级

工程

师 

是 
北京外国

语大学 

电气自

动化 
本科 

机械设计

及制图 

兼

职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拟授课程 

专业

技术

职务 

是

否

双

师

型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

历毕业

专业 

最后

学历

毕业

学位 

研究 

领域 

专

职/

兼

职 

12 陈宙 男 
1997.1

0 

工业视觉

中级 

中级

工程

师 

否 
山西职业

技术学院 

物联网

应用技

术 

专科 
工业视觉

中级 

兼

职 

13 冯杰 男 1987.8 
工业视觉

硬件 

中级

工程

师 

是 

苏州工业

职业技术

学院 

模具设

计与制

造 

专科 
工业视觉

硬件 

兼

职 

14 常硕 男 1998.1 
工业视觉

调试 

中级

工程

师 

是 

吉林科技

职业技术

学院 

焊接技

术与自

动化 

专科 
工业视觉

调试 

兼

职 

15 全扣高 男 1993.8 
工业视觉

运维 

中级

工程

师 

是 

南京理工

大学紫金

学院 

机械工

程与自

动化 

本科 
工业视觉

运维 

兼

职 

16 单天佑 男 
1996.1

0 

工业机器

人 

中级

工程

师 

是 
常熟理工

学院 

汽车服

务工程 
本科 

工业人机

器人 

兼

职 

17 杨亮亮 男 
1987.0

1 

机械设计

兼机械装

配工艺 

中级

工程

师 

是 
江苏城市

职业学院 

机电一

体化 
专科 

机械设计

兼机械装

配工艺 

兼

职 

表 6（2）：兼任教师 

序号 姓名 职务 学历 所在企业 从事专业 

1 施正华 智能制造产业联盟会长 硕士   

2 陈中辉 副主任 硕士 工信部五所 信息与通信 

3 顾星 高级技师 本科 通锦股份  

4 程先锋 总经理 本科 通锦股份  

5 胡锟 总经理 硕士 中鲲自动化 机械设计及自动化 

6 罗漫 工程师 本科 中鲲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 

7 刘悦 设计经理 本科 中鲲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 

8 陈龙飞 工程师 本科 中鲲自动化 机械设计与自动化 

9 张国庆 工程师 本科 中鲲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 

10 陈蒙蒙 技术支持经理 本科 中鲲自动化 电气自动化 

11 孙敏 电气工程师 本科 博川智能制造 机电一体化 

12 杨宇 工程师 本科 博川智能制造 机电一体化 

13 仇志成 工程师 本科 博川智能制造 机电一体化 

14 王胜洋 工程师 本科 博川智能制造 机电一体化 

15 吴博 工程师 本科 博川智能制造 机电一体化 

16 陈龙 工程师 本科 博川智能制造 机电一体化 

17 代海伦 总经理 本科 嘉孚朗机器人 电气工程 

18 郭灯塔 技术中心主任 硕士 嘉孚朗机器人 电气工程 



序号 姓名 职务 学历 所在企业 从事专业 

19 李春林 电机部部长 本科 嘉孚朗机器人 电气工程 

20 杨国伟 主任工程师 硕士 嘉孚朗机器人 电气自动化 

21 朱广辉 技术中心副主任 硕士 江松科技 机电一体化 

22 张文峰 工程师 本科 江松科技 机电一体化 

23 吴大勇 总经理 
理学硕士 

MBA 
苏州贝吉伦电子  

24 李余江 总经理 本科 精益工作室  

25 杨文学 运营副总 本科 中美合资  

26 叶兵 副总经理 本科 模塑科技企业 模具设计与制造 

（二）教学设施 

表 7：校内实验实训实习基地 

序号 名称 面积 功能 地址 备注 

1 机械加工 800 

金工实习 

工程综合实训楼一楼  

2 钳工实训室 201  工程楼  

3 焊接实训室 201 工程楼  

4 铸造实训室 90 工程楼  

5 机械基础实验室 90 
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

制造基础实践教学 
工程楼  

6 数控加工中心 1200 数控加工实训 数控实训中心  

7 电工基础实验室 360 

电工电子技术实践教学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和工

程楼 
 

8 电子基础实验室 360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和工

程楼 
 

9 金相热处理实验室 90 

机械制造基础实践教学 

工程楼  

10 材料拉升力学实验室 90 工程综合实训楼  

11 3D打印实验室 90 
solidworks 三维建模实践

教学 
工程综合实训楼  

12 PLC实训室 180 
机电传动控制、机床电气控

制实践教学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  

13 
现代电气安装调试实

训室 
180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  

14 单片机实训室 180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践教学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  

15 电子制作实训室 90 电工电子技术实践教学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  

16 电气控制实验室 90 机床电气控制实践教学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  

17 传感器实验室 90 机电传动控制实践教学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  

18 电力电子技术实验室 90 电工电子技术实践教学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  



序号 名称 面积 功能 地址 备注 

19 
电机拖动及自控计控

实验室 
90 机电传动控制实践教学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  

20 

自动化生产线综合实

训装置（机电一体实

训） 

100 机电传动控制实践教学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  

21 电气装配实验室 100 机床电气控制实践教学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  

22 电工技术实验室 90 电工电子技术实践教学 汽车实训中心三楼  

23 物理 240 大学物理实践教学 汽车实训中心二楼  

24 气动和液压实验室 180 液压与气动传动实践教学 工程楼  

25 机械仿真实训室 240 三维数字化设计实践教学 数控实训楼  

表 8：校外实验实训实习基地 

序号 名称 容纳学生数 功能 地址 备注 

1 江西东成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30 岗位实习 
南昌市高新开发区东元路

169号 
 

2 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岗位实习 
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家

湖路 1588号 
 

3 苏州富纳艾尔科技有限公司 30 岗位实习 苏州工业园区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1）选用教材必须以质量为标准。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特点，优先选用教育

部“面向 21世纪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国家级和省部级职业规划教材、

教育主管部门或教学指导委员会推介的教材、鼓励校内教师自主开发或与校企

合作共同开发教材等。 

（2）优先选用近三年出版的新版教材或修订版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教学实训室配备了校内自购的先进教学软件，并和企业合作引入最新的文

献资源及校内图书馆也配备丰富的图书文献供学生免费查阅。 

3.数字资源配备 

校园组建了数字化图书馆，配备了丰富的数字资源能充分满足教学需要。 

（四）教学方法 

教学中应采取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演示教学、网络教学、模拟训练、参

观调查等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既动脑又动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学方法的运用要有利于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要重视对

学生学法的研究，指导学生学会学习；并提倡学生自主学习，注重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和自学的能力，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 

（五）学习评价 

本专业采用以学校、企业、第三方评价组织为主体的“三位一体”学习评

价体系来考核本专业学生的在校学习与校外实习的成果。在校学习的评价主要

以课程考核为主，主要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第三方评价组织的考核

主要体现在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情况（含 1+X证书）。校外实习的考核主

要以实习企业为主，客观公正地考核学生岗位实习的成果。 

（六）质量管理 

1.教学管理队伍 

为了保证实施专业培养方案，达到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建立了一支精通教育

教学业务、善于组织教学管理工作、热爱教育教学工作、工作认真负责的教学管

理队伍。教研室主任是从事多年教育教学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工作经验，由专

业教学骨干教师担任，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能够组织本教研室的教师有

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使课程教学达到培养目标要求提供了基本保障。系教务管

理人员和系行政领导人员都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经验，对教育教学过程的

管理规章制度非常熟悉，对人才培养方案的各个环节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非常了解，

系级教学管理是专业培养方案的载体。以上所述教学管理队伍为实现培养目标要

求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教务处是教学工作的专门管理机构，教务处的管理人员和

行政领导人员都是长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懂业务，工作认真责任，原则性强，

在他们的管理、指导下，能够从宏观上保证职业本科达到教学质量要求。 

2.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教学质量监管体系主要包括课程教学的监控、实训教学的监控和毕业设计

过程的监控等。 

1）课程教学的监控。课程教学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基本环节，为了使课程教

学达到培养目标要求，对课程教学过程进行全过程监督、检查、评价。一是开

课前教师必须制定授课计划、编写教案；二是教学中每天查课、随机听课；三

是制定严格的课程考试度和较为全面的学生成绩评定方法；四是教研室组织的

听课和评课活动；五是学生对课程教学的评价制度。 



2）严格管理实训课程的教学。实训课程的教学是保证培养学生技能的重要

教学环节，为了使实训课程教学达到培养目标要求，系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务处

管理人员对实训课程教学过程进行全面监督、考核。一是开课前教师必须制定

实训计划、编写实训指导书；二是每天查课、随机听课；三是实训后学生必须

提交相关实训的资料；四是由系、教务处对实训学生实训效果进行抽查、评

价；五是学生对实训课程教学的评价制度。 

3）严格管理学生的毕业设计（或论文）。学生的毕业设计（或论文）是检

验学生四年学习的知识和应用能力的重要依据，为了使教学达到培养目标要

求，系和教务处对毕业设计（或论文）过程进行全过程管理、考核。一是毕业

设计（或论文）的题目进行审查，鼓厉学生去企业完成毕业设计（或论文）；

二是开题报告必须经批准才能继续开展毕业设计（或论文）；三是毕业设计

（或论文）进度由系和教务处进行抽查，保证毕业设计（或论文）能如期完

成；四是毕业设计答辩过程进行检查；五是对毕业设计（或论文）资料的规范

性逐个审查，从而保证毕业设计的质量。 

3.教学质量保障措施 

1）不断改进教学条件。改造教室的多媒体设备，鼓励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

提高教学效果；增加图书资料，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为教师提供更

多的教学资料。 

2）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在教学中鼓励采用国级优秀教材，鼓励教师编写适

合于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的教材；完善课程设置，有利于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与

企业合作编写实训教材，使实训的内容和培养的技能更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为保证教学

质量，需要有合格的教师队伍。采用现有教师在岗培养和人才引进相结合的方式，

使本专业教师队伍满足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4）与企业合作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主要是

满足企业用人的需求，企业需要的人才企业更清楚，本专业将加强与企业合作，

听取企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完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方案，共同培养

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5）增加投入，不断完善实验实训设施。实验实训设施是关系到能否培养合

格的技能型人才的必备条件。学校今年计划投入一千万，改善学校的办学的硬件

条件。预计将来本专业办学的硬件条件会得到持续改进。 

九、毕业要求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的目标和培养规格，全部课程考核合格或修满

学分，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按规定授予学位。 

十、合作制定行业企业单位名称 

1、苏州富纳艾尔科技有限公司； 

2、苏州睿言集团； 

3、江西信达航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江西江铃底盘有限公司。 

十一、合作单位负责企业课程或模块名称 

校企共建课程：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机械设计、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电

气控制与 PLC应用、智能传感与检测技术、液压与气压传动。 

企业承担课程：方向一：工业视觉应用技术、C语言程序设计、C#语言程序

设计、产业化工程出图、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现代生产管理等。 

方向二：工业视觉应用技术、C#语言程序设计、AI视觉检查、机器人应用技

术、现代生产管理、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方向三：计算机程序设计（C语言）、物流传输自动化项目设计、自动装配

项目设计、产业化出图实训、自动检测项目设计、现代制程自动站项目设计。 

方向四：计算机程序设计（C语言）、产业化出图实训、机器人应用实

训、AI 视觉检查、智能制造生产管理与控制、人工智能工程技术（项目制）。 

  



十二、“岗课赛证”一览表 

序号 职业类证书 

证书学习

成果（等

级） 

对应融通课程 
对应课程

类别 

1 数控车铣加工 中级 
数控加工技术及工艺编

程、机械制造工艺与装备 
专业课 

2 机械工程制图 中级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专业课 

3 机械产品三维模型设计 中级 数字化设计基础 专业课 

4 机械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初级 
数字化设计基础、数字化

设计基础 
专业课 

5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 初级 机器人应用技术 专业课 

6 数控设备维护与维修 中级 数控加工技术及工艺编程 专业课 

7 电工证 中级 电工与电子技术 专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