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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课程作为焊接加工专业一

个独立的课程，对焊接专业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焊

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发展时间较短及相关研究力量较

为薄弱，特别是实践教学环节，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提高专业技能水平和素养，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

能力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2  现状与问题

2.1  学生对实践教学效果不满意

自 2007年以来，开办的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课程在

教学计划中安排了实践部分，主要的实践方式有操作实训和

毕业实习。此类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生对操作技能

的提升，但理论课程与实践不能很好地协调，且缺乏系统性

及对企业工作环境的全面体验，不能促进学生对岗位工作角

色的全面认识。

2.2  硬件设施匮乏

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课程要求培养对象具有焊接机

器人操作能力、维护及管理能力。该课程是一门综合型专业

课程，既需要掌握机器人操作知识，还需要具备焊接专业基

础知识，如焊接工艺、焊接方法、焊接检测等，同时配备满

足教学需求的软硬件设备可以提高教学效果。但调查结果显

示，47%的学生认为学校的焊接机器人设备不能满足该焊

接机器人操作的实践教学条件，这也是导致实习教学效果不

理想的原因之一。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是申请国家和政

府以及学院对焊接机器人专业发展和教学的资金扶持，并加

大对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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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改进实践教学

分析结果表明，42.26%的学生认为实训操作是焊接机

器人操作最关键和最需要加强的关键点，16.02%的学生认

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是加强焊接工艺学习，14.08%

的学生认为焊接机器人维护与安装是最重要的，12.59%的

学生认为焊接识图是实践教学最需要加强的环节，10.68%

的学生认为焊接检验是实践教学最需要加强的环节，“其他”

一项有 4.37%的选票率，部分同学认为数控切割也应当作

为一门实践教学课程。其中，焊接机器人操作是同学们认为

最应该加强实践教学的课程，焊接工艺其次，焊接机器人维

护当选率相当。

2.4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拒绝理想主义者

一直以来，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发展不温不火，

培养的学生未能如期达到企业理想需求，因此需要总结和思

考，并针对问题制定对应的策略以提高教学质量。调查显

示，45.63%的学生认为比例分布不均衡，文化课和专业基

础课程过多，实训课时相对较少；29.13%的学生认为教学

体制不合理，实践教学各环节过于形式化、肤浅化，深度不

够；17.48%的学生认为实践设备较少，实践教学覆盖面较小，

各专业课程间缺乏协调性。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课程实践

教学发展比较缓慢，教学体制至今不完善，缺乏监督机制，

导致实践教学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另外，由于部分老师缺乏

工作实践，对企业岗位能力和岗位知识了解不够，存在教学

方法不当的现象。

2.5  建立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教学平台，促进教

学系统化

调研数据显示，对于是否有必要建立焊接机器人应用与

维护课程实践教学平台这个问题，学生们的观点都很明确，

89%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建立，只有 0.97%的学生认为没有

必要。在焊接机器人实践教学中，学生对焊接工艺的理解是

在不断的焊接实践中积累经验获得的，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学

生手工焊的熟练程度，但是效率低，耗材大，学习效果低。

在课程一体化教学改革的背景下，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课

程教学平台的建立，对提高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课程实训

教学效果，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促进

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课程教学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3  结论和设想
通过调查发现，建立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课程实践

教学平台是非常有必要的，适应了当下国家大力提倡的教学

改革。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3.1  深化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

学校与企业资源共享，无缝对接。定期将学生深入企

业进行顶岗实习，企业师傅即老师，进行岗位任务学习，强

化技能。学校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教师定期进行顶岗

学习，熟悉岗位职能和任务，快速提高业务能力和技能水平。

企业师傅和教师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考核体系，构建多

元化的考评体系。

3.2  助力教师队伍改革

扩大焊接机器人专业教师队伍，加大实践性课程教师

引进力度，实现焊接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课程专业课老师专业

化，聘请企业资深工程师、专家来校教学；加强外聘教师队

伍建设，根据实践教学需要，聘请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兼职

教师；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入职培训，不仅要进行课堂教学活

动的培训，更要丰富青年教师的相关实践工作经验。

3.3  从课程改革开始，优化结构

从课程改革开始，进行结构优化。适当缩减理论课程，

精简公共类课程，可以改变以上课程的教学方式，采用网上

授课；结合人才需求，以企业典型工作任务为代表，密切联

系岗位能力和需求，制定工作页，加强课程内容与时代的关

联性，组织编写校本教材；在丰富专业课的同时拓展专业教

师技能水平，深化一体化改革深度，只有这样，复合型教师

才能培养出复合型人才。

3.4  建立焊接机器人教学平台

MATLAB 是一款数值计算软件，有多个工具箱可以

实现数值分析、优化、统计、偏微分方程数值解、自动

控制、信号处理、图像处理等若干领域的计算和图形显

示功能 [1]。

将 VB优点和MATLAB特点结合进行混合编程，实现弧

焊机器人教学系统的交互性和可视化特点。因此，结合焊接

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课程的内容及特点，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

质量，改善教学环境，构建师生良好的教与学的氛围，让学

生在兴趣中学习，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为更好地实现一体

化实习教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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