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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堂教学是教书育人的主战场，“人工智能+”，“课程思政”是实施发挥

立德树人作用的主渠道，能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爱国情怀、工匠精神、安全生产、

追求科学真理等素养产生影响。《工业机器人》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中，包含

了工程伦理、安全生产、国内外机器人技术发展状况、科技前沿等课程思政和“人

工智能+”等元素，是有效实施案例教学的专业课程之一。 

一、课程基本信息 

《工业机器人》是一门面向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大三下学期开设的专业选修综

合课程，课程学分为 2 学分。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工业机器人技术是装备制造中实现智能制造、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技术途

径，所涉及的学科交叉融合度较高，对学习者的专业基础知识、学习能力要求较

高。通过学情调查与分析，大部分学生专业基础知识与理论研究能力不强，但他

们对工业机器人的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兴趣，有很强的动手操作欲望。在课堂中合

理实施地引入课程思政元素，可以极大增强学生学习自信心和积极性，在实践课

程部分，采用机器人虚实结合的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安全生产意识、仔细钻

研精神以及学习效率，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塑造工匠精神、追求科学前沿

等尤为有效。 

三、案例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机器人基本结构、齐次坐标及变换、机器人运动学及动力学、机

器人轨迹规划、机器人控制等工业机器人相关知识、并能够将专业知识和数学模型方

法应用于机器人方案设计、研究中。 



能力目标：通过理论学习与课程实践，能简单实现机器人物料搬运等生产运作，

掌握世界坐标、机器人坐标、工件坐标、工具坐标的相互联系，能在生产实践中建立

工件坐标和工具坐标。 

素质目标：了解机器人发展前沿，知晓我国与国外机器人发展的差距。构建机器

人安全生产意识及实际生产场景设计，具有团队合作意识，仔细钻研的工匠精神，牢

记“机器人三原则”工程伦理等。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课程思政案例： 

1. 课堂导入：躬身实践 

 

序号 章节 思政元素/人工智能＋ 案例 

1 课程导入 躬身实践 
参加培训、 

专业基础知识学习 

2 课程导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稚晖君学习成长经历 

3 课程导入 吃苦耐劳精神 现场生产调试吃盒饭 

4 绪论 
国外高科技发展与自我

民族自豪感 

木牛流马、波士顿机器

人、空间站机械臂等 

5 绪论 工程伦理 机器人三原则 

6 机器人运动学 科技“卡脖子” 
哈尔滨工业大学

“MATLAB 被禁”事件 

7 课程实验 安全生产 
机器人伤人事件、 

安全防护设置 

8 课程实验 工匠精神 示教编程 

9 课程实验 
人工智能+： 

工业机器人仿真 

RobotStudio 

软件仿真教学 



通过教师自身前期对工业机器人相关学科知识（线性代数、机械动力学等）认真

学习进行知识储备，以及参加华中数控培训（教育部产教协同育人项目）等告知学生，

“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的理念。 

2. 课程导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介绍稚晖君的各种设计发明，激励学生积极实践，追求科学与真理。 

3. 课程导入：吃苦耐劳精神 

 

通过讲解教师与机器人相关的横向项目，讲解在实际工作中，为加快工程进度，

需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让学生知晓以后从事该类工作的工作环境。 

4. 绪论：国外高科技发展与自我民族自豪感 

 



通过播放视频等形式列举世界范围内机器人的发明创造，列举世界各国勇于创

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以及对先进技术的无止追求精神。 

通过典型的中国机器人案例，如“木牛流马”，鲁班的飞鸟“三日而不下”、张

衡的地动仪、计里鼓车、指南车，现代的“蛟龙号”潜水器，我国空间站的机械臂等，

使学生了解古代中国和近现代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创造与成就，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和荣誉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5. 绪论：工程伦理（机器人三原则） 

通过讲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原则”，要求机器人不危害

人类、绝对服从人类、保护自身不受伤害，让学生理解工程伦理的指导意义，让机器

人研究人员、设计人员、使用人员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有遵循。 

6. 机器人运动学：科技“卡脖子”——“MATLAB 被禁”事件 

 

工业机器人的运动学、动力学仿真与设计，涉及大量复杂的矩阵等方面的科学计

算，会用到 MATLAB 软件，通过讲解 2020 年 6 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

学并美国禁用数学基础软件 MATLAB，引发了关于国产软件的大规模讨论，引导学

生反思“落后就要挨打”，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科技报国的责任担当意识。 

7. 课程实验：安全生产 

 

在实验开始前，通过播放机器人生产安全事故案例，要求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规

范操作，安全措施设置齐全，同时在仿真设计以及实际生产中要求设置安全防护栏， 



提升安全生产意识。 实验中无学生嬉戏打闹，操作机器人过程中能保持安全距离，

安全意识较强。 

8. 课程实验：工匠精神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对机器人的操作过程繁琐，建立工具坐标、工件坐标、示

教点确定等较困难，要求学生需谨慎、细致完成示教编程等，极大考验学生的耐心及

学习态度，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工匠精神。 

9. 课程实验：人工智能+ 

   

对学生来说，作为初学者同时对机器人不熟悉，学生操作实物机器人存在困难

也存在安全隐患，为确保安全同时为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在学生实际操作机器人前，

采用RobotStudio 软件进行仿真教学，让学生快速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基本操作，待学

生熟悉基本仿真操作才进行实物操作，降低了安全风险并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

率。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本年度课程教学中，通过实施“课程思政”和“人工智能+”案例教学，有效提

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兴趣较为浓厚，同时减少了以前的 SMART 仿真组件的学习，

增加了工件坐标创建等知识，更接近生产实际，学生更易接受。 

根据学生课程报告反馈，学生学习工业机器人兴趣较浓，希望在实验教学中增加

实验环节，因此在后期实验教学中，在保证基本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教学内

容，让学生更深入学习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