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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视察学校

1953年 创办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

2002年 升格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0年 进入 全国高职200强

2013年 开设 本科分段培养专业

2014年 开始 招收国外学历留学生

2015年 开始 招收定向培养士官生

2017年 入选 江苏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单位

2018年 入选 江苏省卓越高职院校建设单位

2019 年入选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30强

学校发展历程 新中国第 1所电子类专门学校



一、智能制造装备技术专业群基本情况



人才称号

全国优秀教师1人

省优秀教学团队

省技能大师工作室

全国技术能手2人

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

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人

江苏工匠1人

人才称号

江苏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1人

江苏省“333人才工程”培养对象1人

江苏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4人

省技术能手3人

南京市十佳职业教师1人

专业群基本情况
——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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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省高等学校重点专业群

“十四五”江苏省高水平专业群

江苏省品牌专业、高水平骨干专业

机电一体化

江苏省卓越校重点建设专业

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

省“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

工业机器人技术

江苏省先进制造技术实训基地

江苏省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

工业机器人4S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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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基本情况
——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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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奖

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各1项，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

江苏省产业人才培训示范基地

工业机器人

1+X证书试点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
区域考务管理中心

教育部第一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昆山学院 机电班
南信吴江开发区智能制造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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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基本情况
——综合实力



专业群基本情况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模式创新，产教融合办学成效实

埃斯顿机器人学院

发那科机器人培训中心

西门子智能制造创新中心

理念先进，实践教学基地条件硬

系统化构建校内实践教学基地，西门子全集成自动化技术、工业机器人

4S中心、传感与视觉检测、3D打印等实验实训室40个，设备总值5800

余万元。



二、1+X政策制度理解



政策制度理解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

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属性和地

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

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框架：推进

资历框架建设，探索实现学历证书

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



《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教职成〔2019〕6号）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

对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总体要求、试点内容、试点范围及进度安排、组织实施都做了明确要求。

政策制度理解



《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厅函〔2019〕19号

一、健全协同推进机制

二、保障有序开展有关师资培训

三、规范考核颁证

四、完善财政支持方式

五、严格监督管理

政策制度理解



三、1+X制度试点实践



学习文件

校企合作

优化培养方案

师资队伍培养

教学资源建设

实训基地建设

讲师考评员培训

1+X制度试点实践

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和学生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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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制度试点实践

校企共育，系统导向，“双轮”驱动，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引入西门子数字孪生技术，共建智能制造创新训练中心；引入发那科机器人技术，

共建发那科工业机器人培训中心；与埃斯顿集团共建埃斯顿机器人产业学院；实

现行业大企名企资源对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赋能。

西门子智能制造创新训练中心 埃斯顿机器人学院 发那科机器人培训中心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1+X制度试点实践

校企共育，系统导向，“双轮”驱动，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实现行业大企名企资源对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赋能。

埃斯顿机器人实践平台 发那科机器人培训中心（双元集成）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专业）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专业）

Platform

学校

下游企业群

人员场地技术业务设备资金

技

术

链

上游企业群

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
技术需求

实训基地

混编师资

创新平台

就业市场

售后服务

客户培训

市场推广
人

才

供

给

Upstream firms

Downstream firms

2017年江苏省教学成果
特等奖

2018年国家教学成果

二等奖

UPD合作模式

1+X制度试点实践

校企共育，系统导向，“双轮”驱动，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1+X制度试点实践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延伸交叉、跨领域、复合型工种越来越多，需
要通过专业群建设有效对接产业链或岗位群需求，提高人才供给的多
样性。须通过专业之间的聚合，匹配产业结构对人才的新需求，促进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衔接。

产业发展新要求

结构优化新应对

资源共享新机制

解决相关专业之间“形像而神不像”、同质化问题，需要有“群”
的意识和理念。

以专业群配置教育教学资源，可以有效破解单个专业普遍存在资源
稀释、分散、封闭、不均衡等瓶颈问题，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

组群逻辑起点

技术互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1+X制度试点实践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德技并修，聚焦前沿，课证融通，重构专业群课程体系

补充？ 强化？ 拓展？



1+X制度试点实践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群课程体系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2019〕13号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指导

对应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 课程标准

师资队伍

实践基地

考核评价

教学方法

质量控制

融合

指导



1+X制度试点实践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地图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高职）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知识、素养融入）

机器人操作安
全保护

任务1：执
行通用安全
操作规范

1-1：能控制机器人安全风险
1-2：能遵守行为规范安装机
器人
1-3 ：能主动穿戴工业机器人
安全作业服与设施

机器人安装 任务2：……
2-1：……
2-2：……

机器人校对与
调试

任务1：…… 3-1：……

操作与编程 任务1：……

数据备份及恢
复

任务1：……

…… …… ……

工程制图

机械基础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

电气与PLC控制技术

气动技术应用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与调试

强化

证书培训与学历教育过程统筹组织？ 机器人自动线安装与调试



1+X制度试点实践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高职）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知识、素养融入）

机器人校
对与调试

任务1：…… 3-1：……

机器人操
作与编程

任务1：工
业机器人
操作

2-10-1 能运行简单程序，操作工业机
器人单线运动 2-10-2 能在工业机器
人异常情况下，进行紧急制动、复
位等操作 2-10-3 能通过手动或自动
模式控制机器人对工件进行搬运码
垛操作 2-10-4 依据技术文件要求，
能熟练选用并安装视觉传感器 2-10-
5 依据技术文件要求，能熟练选用并
安装位置传感器 2-10-6 依据技术文
件要求，能熟练选用并安装力觉传
感器……

强化

课程对应的专
业核心能力

课程对应的专业
核心能力指标

教学目标

JQRA专业能力：
掌握工业机器人
测试、工作站及
生产线运维、系
统集成等专业活
动所需的知识、
技能和工具。

QRA1：掌握从事
岗位工作所需的数
学、基础科学知识。
JQRA2：掌握从事
岗位工作所需的电
气、机械、工业机
器人等专业知识。
JQRA5：具备工业
机器人工作站及生
产线安装、调试、
运维能力。

……

AOB6：认识工业机器人常
见传感器，了解机器人的
感知系统、视觉技术；引
导学生利用新技术进行机
器人创新设计。（原来）

AOB6：依据技术文件要求，
能熟练选用并安装视觉传
感器，能熟练选用并安装
位置传，能熟练选用并安
装力觉传感器。（现在）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课程



名匠引领，专业融合，企业轮岗

1.名师名匠领衔，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

➢加大高层次人才（学术型、技能型）引进、培养力度，目前博士7人，

形成浓厚的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氛围。

➢锻造“工匠之师”。江苏省技能大师工作室，江苏工匠工作室，全

国技能能手、“333人才工程”、“青蓝工程”等省级以上人才22人

次。实施师带徒制度

——打造高水平教学团队
1+X制度试点实践



2.组建跨专业课程团队，支撑“三教”改革

名匠引领，专业融合，企业轮岗

——打造高水平教学团队
1+X制度试点实践



3.教师企业岗位轮训，提升专业综合能力

名匠引领，专业融合，企业轮岗

——打造高水平教学团队
1+X制度试点实践

01

02

03

04

智能感知系统企业：
海康威视、无锡信捷
等

驱动执行系统企业：南
京埃斯顿、南京康尼机
电等

系统集成类企业：菲尼
克斯、南京优倍自动化
等

控制系统企业：西门
子软件公司、西门子
上海自动化公司等



4.实施教师专业能力内培计划

名匠引领，专业融合，企业轮岗

——打造高水平教学团队
1+X制度试点实践



四、试点成效



——证书考取率较高

试点成效

证书名称 试点专业 参考人数 获证人数 考取率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初级） 机电一体化 80 76 95%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中级） 工业机器人 80 65 81%

——培训讲师、考评员培训人数多

培训讲师 6人 考评员 8人

——积极参与标准、教材开发

标准开发 4项

制造执行系统实施与应用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应用编程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应用

数字化工厂产线装调与运维

教材开发 2本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教程》
《制造执行系统实施与应用》



——开展对外师资和考评员培训

试点成效

考评员、师资、考务管理培训 68人

——对外支持证书考评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