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2021 级机电一体化技术“二元制”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招生对象与学制

（一）招生对象：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不含 2020 年应届毕业生）或具有同

等学力，需提供毕业证书等证明材料；

3.与合作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且在合作企业工作时间不少于6

个月（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需提供员工交纳社会保险的相关证

明材料。

（二）招生方式：“文化综合知识考试+专业基础考试与岗位技能

测试”相结合的考试办法，单独组织考试和录取

（三）学制：三年

二、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面向闽西等地区，服务当地企业需求，以培养高尚职

业道德、娴熟专业技能和良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机电设备与管理高技

能人才为目标，培养面向工程金铜产业集群、机械产业集群、环保设

备产业集群，掌握常用机电设备管理基础知识、新型工艺材料、通用

机械设备维修技能；会机修钳工、机械设备修理，会机电设备安装与

调试及售后服务；具备中小型企业设备管理能力，具有一定的经济分

析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本专业所培养学生应具备的主要知识、能力、素质和证书要求：

1.知识要求



（1）、掌握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所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及计算机

应用的基本知识。

（2）、掌握工程识图、制图和零件测绘的基本知识。

（3）、掌握设备技术经济分析及现代化设备管理的基本知识。

（4）、掌握现代机械、电气设备的性能、结构、调试和使用的基

本知识。

（5）、掌握机电设备与数控设备安装、维修、保养的基本知识。

（6）、具有新型材料选用及其加工工艺的初步知识。

2.技能要求

掌握较扎实的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理论知识，具备解决机电技术应

用行业中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和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掌握机电设备、

自动化设备和生产线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运行、维修与检测

能力。

3.素质要求

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责任心强，做事认真，有质量意识，能

团结协作，能跟踪现代设备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具有较

好的自学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开拓意

识；具有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能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具体的实际工作

中。

4.证书要求：

获得以下专业技能证书的至少一项：

1）中级维修电工资格证书

2）钳工资格证书

3）CAD 资格证书

三、培养模式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就是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特别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机电



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发展要走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在教学方面，需要

知识线、技术线、技能线，三线合一的课程内容。具体体现在第一学

年设立以基本技能训练为主的课程，课程结构以知识→技术→技能来

完成构建。第二学年以项目为载体，完成专业技术课程的学习。课程

结束后开展实践技能训练；在办学方面，需要学校与企业融合一体的

文化、需要理论与实践融合一体的课程、需要工作与学习融合一体的

教学、需要产业与教学融合一体的平台、需要教师与员工融合一体的

队伍。根据以上的总结和经验(办学定位)来构建适合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的“三线合一，五位一体”高职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

四、专业面向的主要职业岗位及任职要求

专业名称 机电一体化

序

号

主要职

业岗位

职业岗

位描述
任职要求 对应课程

1
电气控

制

技术工

程师

电路图的识读与绘图；

了解电器元件的作用与线路的连

接；

一般故障电路的诊断与排除；

PLC 的编程与变频器的使用；

电工仪器仪表的使用；

《电工技术》

《电子技术》

《电气控制与 PLC》

《变频器原理及控制技术》

《继电器控制与电机》

2

自动生

产线控

制

技术工

程师

机械的基础知识；

变频器及伺服控制的使用；

液压气动与常用的传感器原理

PLC 的编程与控制；

《 零部件建模与工程图（含

公差）》

《自动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液压传动与气动技术》、《传

感器原理与选用》、《人机界面

组态》、《工业机器人》

3
产品的

营销

营销技

术员

机械的基础知识；

企业管理知识与营销知识；

3、具有善于沟通的的语言能力；

《机电产品营销》

《机械工程材料》

4
软件开

发

开发工

程师

电工电子基础知识；

硬件设计与软件编程知识；

3、具有善于沟通、自身的学习能

力；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程序

设计（C 语言）》、《工业机器

人》

5

机电设

备的故

障诊断

与维护

技术维

修工程

师

机电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

电工仪器仪表的使用；

机械类的仪器仪表工具的使用；

液压气动与常用的传感器原理；

5、机械的基础知识；

《电工技术》

《自动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继电器控制与电机》

《设备管理》



五、课程体系

（一）专业基础平台
序

号
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考核方式

学

分

总学

时

实 践

学时
实践场所

1 工程制图 第一学期 理论实践 3.5 56 16 企业

2 工程制图 第二学期 理论实践 3.5 56 16 企业

3
工程材料及成形工艺基础

第三学期 理论实践 3 48 8 企业

4
电工技术

第二学期 理论实践 4 64 16 企业

5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概论
第四学期 理论实践 3.5 56 6 企业

6 三维 CAD(INVENTOR/UG) 第二学期 理论实践 3 48 8 企业

7 电子技术 第三学期 理论实践 3 48 8 企业

8
设备管理（企业管理）

第四学期 理论实践 2 32 12 企业

9
机电产品营销

第五学期 理论实践 2 32 12 企业

10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第四学期 理论实践 2 32 12 企业

序号 课程类别 课程（活动）名称 实践场所 实践学时

1

学习领域平台

焊接电工基础 企业 24

2 液压传动与气动技术 企业 32

3 电气控制与 PLC 企业 32

4 工厂供配电技术 企业 8

5 数控编程与操作(数车 企业 18

6 工业机器人典型应用 企业 8

7 智能制造概论 企业 24

8 人机界面组态 企业 24

9 机械设计 企业 8

10 传感器原理与选用 企业 18

11 继电器控制与电机 企业 30



12 C 语言程序设计 企业 24

13 工业机器人入门 企业 8

14 变频器原理及控制技术 企业 12

（三）综合实训平台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活动）名称 实践场所

实践

学时

1

综合实训

制图测绘 测绘室、企业 28

2 PLC 应用实训 实训室、企业 28

3 继电器控制与电机实训 实训室、企业 28

4 机电产品创新制作 实训室、企业 140

5 企业顶岗实训 企业 168

六、专业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应修满 92学分，通过毕业资格审查，方可准予毕业。

七、教学计划

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填表人：林福 时间：2021 年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性

质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学 年 及 学 期

周 学 时 数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学

时

教

学

场

所

师资

配备

学

时

教

学

场

所

师

资

配

备

1 2 3 4 5 6

基

础

素

质

课

程



职

业

必

修

课

2

3

4

5

6

7

8

9



3

2

3

小 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