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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线设备安装与调试

课 程 标 准

课 程 代 码 010203024

课 程 类 型 理论+实践课

课 程 性 质 专业必修课

学 时 及 学 分 36 学时，2 学分

适用专业（群） 工业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

所 属 部 门 机电工程学院

课 程 负 责 人 宁言军

联 系 方 式 13377881122

制 定 日 期 2019 年 1 月 10 日

教务处签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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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自动线设备安装与调试

课程代码 010203024

课程学分 2学分 36 时

计划课时 18

实践课程课时 18

课程类型 B 类（（理论＋实践）课）

课程属性 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专业核心课程 是 是否校企合作开发课程 是

课证融通课程 否

职业资格
职业资格：维修电工（中级）

职业岗位：机电设备、生产线的安装与维修

适用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

考核方式
过程性考核（40%）+项目实操考核（30%）+期末考

试（30%）

教材名称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版本日期 2018 年 1 月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教材性质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教材类型 高职高专

开课部门 机电工程学院

小组成员

课程负责人 宁言军 职称 助教

组员姓名 卢志放 职称 副教授

组员姓名 张敬衡 职称 助教

组员姓名 王辉 职称 高级工程师

组员姓名 李建军 职称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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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定位

1.课程的地位：自动线设备安装与调试是机电专业的主干技术课

程，是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基础。

2.课程的作用：它以实训为主要载体，理论讲解过程中配合实训

教学，通过实验训练加深对理论内容的理解，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意识。

3.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先修课程为电工电子，PLC 控制系统

的构建与维护、气动技术、机械设计、电机与拖动、现场总线技术、

检测技术。后续课程：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工业机器人综合实训

二、课程设计的理念与思路

在教学中，理论讲授与实践实训相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以典型项目自动化生产线组成单元的安装与调试为例讲解、演示、让

学生动手调试，培养学生的综合技术应用和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

三、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基于工作过程组织教学内容，以典型的自动化生产线为

载体，按照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模式将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所

需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体现在不同项目和任务中，加强学生综合技

术应用和实践技能的培养。

四、课程内容、要求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目标要求 教学设计 课时

项目 1自动化 理解自动化生产线的运行特性与技术特点、了 课堂讲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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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认知 解自动化生产线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认识典

型自动化生产线的系统运行方式

多媒体、实

训设备演示

项目 2自动化

生产线核心技

术应用

掌握机械传动技术应用、气动控制技术应用、

传感检测技术应用、电动机驱动技术应用、可

编程序控制器技术应用、工业通信网络技术应

用、人机界面技术应用

课堂讲授、

多媒体、实

训

8

项目 3 自动化

生产线组成单

元安装与调试

学会搬运单元安装与调试、操作手单元安装与

调试、供料单元安装与调试、提取安装单元安

装与调试、检测单元安装与调试、立体存储单

元安装与调试、加工单元安装与调试、分拣输

送单元安装与调试

课堂讲授、

多媒体，实

训

12

项目 4 自动化

生产线系统安

装与调试

掌握自动化生产线机械结构调整、掌握利用

I/O 接口通信实现自动化生产线联机调试、掌

握利用 PPI 通信实现自动化生产线联机调试、

掌握利用 PROFIBUS 通信实现自动化生产线联

机调试

课堂讲授、

多媒体，实

训

4

项目 5 自动化

生产线人机界

面设计与调试

掌握触摸屏应用系统设计与调试、了解组态软

件应用系统设计与调试
富士康 4

项目 6工业机

器人及柔性制

造系统应用

了解工业机器人认知及应用、掌握工业机器人

操作与编程、柔性制造系统认知及应用
富士康 4

项目 7 复习 复习
课堂讲授

答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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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实施

（一）教学组织

在该课程的总体理念与思路下，采用的具体教学方法与手段呈现

多样化。

（二）师资要求

1.课程组的规模要求为 3 名或以上，教师结构要求专兼职教师比

例为 1:1。

2.课程主讲教师的任职资格要求硕士学历或以上、有一定企业工

作经历或者是“双师素质”型教师。

3.主讲教师要有一定的职业教育教学能力。

4.课程组负责人要求对课程的组织教学、设计过程、实施方案等

起到积极主动的作用。

（三）教学设备要求

1.硬件设备：计算机、自动化生产线设备。

2.多媒体视听设备（投影、功放音响、DVD 录音机等），具备多

媒体教学课件。

3.场地：自动化生产线实训室 6604

（四）学业评价

以定量方式呈现评价结果，采用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开卷）成

绩相结合的形式。本课程以实践为导向、模块化的教学方式展开教学

活动：基本原理考核，实验考核。考核形式多样，分散与集中相结合，

笔试与操作相结合，期末与平时相结合。课程总成绩化整为零，减轻

期终考试负担，注重平时学习的考核。根据行为向导型教学法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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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要求，就是要把总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结合起来，全面提

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平时成绩的评价主要通过课堂提问、课外作业、阶段考查成绩、

平时的出勤率等形式去完成。实训成绩单独评定。

本课程是考试课，过程性考核（40%）+项目实操考核（30%）+

期末考试（30%）、考核方式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考察。

考核类型 具体要求 考核时间 所占比例

出勤率 不定期点名 全程 10%

书面作业、实训

按时按量提交作业、在课堂上单

位时间内完成相应实训项目，上

交，计分，并讲解

全程、讲解

重要章节

时

30%

完成实训项目

按照要求，完成实训项目操作，

通过实训项目的操作和编程调试

达到实训项目的工况要求。

实训期间 40%

期末实训考核

抽签选择考核实训项目，正确接

线连接电路，并根据要求编程，

调试，并完成相应的执行元件的

动作要求。

期末 30%

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第 2 版》,何用辉等主编,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8.1 第二版；教师教学课件；视频资料；实例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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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线设备安装与调试》 课程标准审议表

课程编制小组意见：

组长：

年 月 日

学院/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意见：

主任：

年 月 日

学院/部意见：

院长/主任：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处长：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