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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机器人+”智能工厂，建设跨校跨界产教融

合实践中心 
 

 

摘  要：聚焦制造业“智改数转”、赋能制造强省的背景下，专业

群复合型人才技术技能培养“碎片化”、教学资源更新迭代慢、教师能力

持续培养等问题，校企共同打造“机器人+”智能工厂，提出了“数智并

驱、虚实贯通、研学互进”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的建设理念，创新了“双

线闭合、三层递进、四层贯通”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打造了机器人的

高端制造集聚地和集成应用新高地。 

关键词：智改数转、数智并驱、虚实贯通、研学互进、产教融合实

践中心 
 

一、实施背景 

机器人是智能制造的核心、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机器人+”

应用行动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安徽省制造强省十四五规划指出

我省新增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1000 个，年新增机器人 8000

台，亟需推动安徽制造加快向智能化转型升级，实现制造业机

器人密度持续提升。学院建设“机器人+”智能工厂，建设跨校

跨界机器人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拓展机器人应用深度和广度。 

二、主要建设举措 

1.数智并驱，打造“机器人+”智能工厂 

与芜湖国家机器人产业集聚区、机器人产业链龙头企业、

科研院所共建了智能工厂，涵盖了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

复合机器人等在高端数控装备、智能物流、精密检测、智能焊

接、智能喷涂等制造多领域中的应用，呈现了工业机器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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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视觉应用、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等多元化的应用。 

智能工厂项目涵盖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

机器视觉、其他自动化装备等)、工业软件(制造执行系统、数

据采集与监控系统等)、工业互联网(云技术、大数据、工业以

太网、网络安全等)以及将上述环节有机结合的自动化系统集成

及生产线集成等，重点聚焦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机器视觉应

用、MES 等大数据采集系统、自动化设备联调等应用领域。真实

还原智能工厂仓储、AGV 搬运、加工、智能检测等智能产线的生

产环节，进行岗位实境（情景再现）实验实训教学，服务工业

机器人专业群智能制造高素质人才培养，中心如图 1 所示。 

 

图 1 智能制造教学工厂（实景图） 

2.虚实贯通，形成工业机器人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  

专业群实践教学体系分为迭代递进的三个层次，探索出“产

业技术创新—项目预研—教学转化—教学资源拓展”建设路径，

采用“需求征集-教学项目遴选-揭榜挂帅”模式设立三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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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项目，实现教学项目随动机制。校际校企共同开发虚实

贯通的虚拟仿真平台、新形态教材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形成教

学资源生态模式。建立快速响应的教学资源开发机制。校企共

建智能制造教育装备中心，共同开发数字孪生机床、ROS 小车等，

及时转化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开发“单元—产线—工厂”数字

化教学项目，专业群教学资源年均更新 20%，编写实训教材 12

本，编写国家级规划教材 2本。 

一是创设“虚拟、虚实、现场”三种情境，将智能制造典

型场景全流程、全标准、全工艺、全岗位要素嵌入到实践教学

平台，打造智慧实践教学环境；二是实践教学从课堂迁移到工

厂，从虚拟过渡到实战，开展“线上线下、随时随地”的技能

训练，培养适应制造业新业态的紧缺型人才；三是依托数字孪

生构建虚拟情境，拓展了教学场景，实现了教学资源的持续生

长。开发的教学资源如图 2所示。 

 

图 2 开发的数字孪生的教学资源(仓储自动化单元) 

3.研学互进，开展“机器人+”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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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智能制造诊断等技术服务，承接中小企业智能制造

横向课题 62 项。开展智能制造产业紧缺人才专项培训，覆盖 51

所职业院校和企业。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面向区域中

小微企业，坚持以应用为主的科研导向，以平台建设和团队建

设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聚焦科技创新、技术服务、

技能传承和成果转化等科研功能定位。数字孪生智能制造师资

研修班如图 3所示。 

实施科研反哺教学计划，以实际项目提升研发能力，积累

项目库，将承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成果转化等案例转化

为教学项目，融入课程和教材，升级教学内容，推动科研活动

与教育教学形成良性循环。鼓励学生直接参与教师技术创新，

参与取得的科研成果纳入第二课堂。 

 

图 3 数字孪生智能制造师资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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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成效 

1.双元育人，打造智能制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金平果”2023 高职专业及专业群排行榜中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群位于全国前 3 名，获批国家职业教育虚仿基地培育项

目 1 个，省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5 个。建设职业教育省级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 2 个。建成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2 门，建设高档数

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专业课程课程 1 门，建成国家级教学资源

库 1 个，更新课程 16 门，新编模块 46 个，编写实训教材 12本；

编写国家级规划教材 2 本、省级规划教材 4 本。2022、2023 学

年，组织 3000余人次智能制造相关专业新生开展虚拟仿真基地

认知实训。 

2.虚实结合，打造智能制造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标杆 

以智能制造技术链具体环节为节点，引入工业数字孪生等

新技术，依托“孪生驱动、双线并合、三层递进”的智能制造

教学工厂，及时转化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开发“单元—产线—

工厂”数字化教学实训项目。以智能制造技术链具体环节为节

点，引入工业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及时转化智能制造典型场景，

校校、校企共建专业群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共同开发教学实训

装备 13套，综合性虚拟仿真资源项目 93个。 

3.研学互促，打造高能级智能制造技术服务平台 

与合作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获省级科技进步奖 4 项。

校企共同开发智能制造领域标准 1 项，承接中小企业智能制造

横向课题 60 余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5 篇。推动产业升级与

技术创新。做好技术服务的中试与桥接，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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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智转。仅 2023 年至少接待 25 批次省市领导、专家、院校等

参观指导。 

 

图 4 教育部领导参观、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