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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调试】 

【 Industrial robot operation and commissioning 】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0080274] 

课程学分：[3] 

面向专业：[机电一体化] 

课程性质：【专业方向限选课】 

课程类型：【系级专业限选课】 

开课院系：高职学院 机电工程系 

使用教材：主教材【《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入门》 -制造云科技，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7 

参考教材 

【《工业机器人入门实用教程（FANUC 机器人），张明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2017-9】 

【《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及应用》， 张明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10】 

   课程网站网址： 
 
先修课程：【机械设计基础、工程力学、电气控制与 PLC、自动控制基础、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 

 
并修课程：【控制系统集成技术】 

二．课程简介 

工业机器人的操作与调试是为了满足工业机器人行业要培养工业机器人装配调试、操作维修、设备维护

管理专业人才需要而开设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是机电一体化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要专业核心课程。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工业机器人安装、操作与调试的一般流程方法，能够独立完成工业机器人的

安装、调试、运行、维护、维修等工作。为学生后续学习和今后从事工业机器人技术领域的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调试》课程在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该课的先导课程为《机械

设计基础》、《电气控制与 PLC》和《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经过这三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已具备机械部

件拆装、机电设备电器控制、电子产品焊装调试、软件编程和机械图和电器原理图的识读能力。本课程具有

较强的实践性，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安排观看机器人教学录像片、到工厂或者实验室进行现场参观，

了解工业机器人的真实使用情况，建立直观的感性认识。 

三. 选课建议 

本课程为专业必修课，适合机电一体化专业大二学生，应已学习相关的专业基础课：机械设计基础、工

程力学、电工电子技术、电气控制与 PLC、自动控制基础、机电设备故障诊断与维修等。这些课程的学习将

为本课程数学模型、力学模型、机构及机器理论分析设计以及驱动电气元器件传动控制等提供基础。故本课

程所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要求学生对在此前所学知识有较综合的理解及应用能力，所以，学生对本课程应

予以足够重视。 

由于本课程是选修课，不属于骨干课程，因此应该以掌握概念和介绍应用、拓宽视野和知识面为主。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66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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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与培养学生能力的关联性 

专业毕业要求 

LO1：品德修养 L01-1：爱党爱国，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灿烂文化，

自觉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  

L01-2: 遵纪守法，增强法律意识，培养法律思维，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校纪校规。 
 

L01-3: 奉献社会，富有爱心，懂得感恩，自觉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具有服务社会的意

愿和行动，积极参加志愿者服务。  

L01-4: 诚信尽责，为人诚实，信守承诺，勤奋努力，精益求精，勇于担责。 
 

L01-5: 爱岗敬业，热爱所学专业，勤学多练，锤炼技能。熟悉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

规，在实习实践中自觉遵守职业规范，具备职业道德操守。  

2：专业能力 L02-1：具有专业所需的人文科学素养 
 L02-2：具备从事工业机器人工作或专业的理论知识、实践能力。 
 

L02-3：具备一定的工程计算与校验能力，能对传动机构的运动轨迹、位置、速度、强

度等进行计算校验；能对控制电路涉及的有关元器件的选型参数进行计算与校验。  

L02-4：具备基本的工程设计、安装与调试能力，能对传动方案、典型传动结构和控制

电路进行设计安装与调试。  

L02-5：初步具备工艺设计和编程调试能力，能根据图纸要求编制工艺卡、数控加工程

序（数控技术模块）; 能根据设备控制要求，编制简单的 PLC 控制程序、工业机器人

 

 

L02-6: 具备从事机电设备安装、调试与维修岗位的基本能力。 
 

L02-7: 具备机电设备营销与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能力; 具有基本的专业外语表达沟通

能力，具备参与国际市场技术服务与合作项目的基本能力。  

LO3:表达沟通 LO3-1：倾听他人意见、尊重他人观点、分析他人需求。 
 LO3-2：应用书面或口头形式，阐释自己的观点，有效沟通。 
 

LO4：自主学习 L04-1：能根据需要确定学习目标，并设计学习计划。 
 L04-2：能搜集、获取达到目标所需要的学习资源，实施学习计划、反思学习计划、持

续改进，达到学习目标。  

LO5：健康发展 懂得审美、热爱劳动、为人热忱、身心健康、耐挫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LO6：协同创新 L06-1:在集体活动中能主动担任自己的角色，与其他成员密切合作，善于自我管理和

团队管理，共同完成任务。  

L06-2: 有质疑精神，能有逻辑的分析与批判。 

 L06-3：能用创新的方法或者多种方法解决复杂问题或真实问题。 

 L06-4：了解行业前沿知识技术。 

 
LO7：信息应用 L07-1：能够根据需要进行专业文献检索。 

 L07-2：能够使用适合的工具来搜集信息，并对信息加以分析、鉴别、判断与整合。 

 L07-3：熟练使用计算机，掌握常用办公软件。 

 
LO8：国际视野 具有基本的外语表达沟通能力与跨文化理解能力，有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意识。 

 

五．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本课程以制造型企业中的机器人操作和调试工程师和技师相关工作岗位能力为目标，通过课程教学，

使学生达到如下预期目标：   

通过本门学习领域课程工作任务的完成，使学生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分类、特点、组成、工作原理等基本

理论和技术，掌握工业机器人的操作与调试的一般方法与流程，具备工业机器人的操作、调试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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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了解工业机器人系统在各个行业和场合是如何应用，使学生达到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的基本目标，

提高其实际应用技能，并使学生养成善于观察、独立思考的习惯，同时通过教学过程中的案例分析强化学生

的职业道德意识和职业素质养成意识以及创新思维的能力。 

 

序

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学方法 评价方式 

1 L01-1 热爱祖国，热爱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竖

立为振兴中华而努力的志向 

课堂教学 日常沟通 

2 L02-2  熟悉工业机器人的各种程序数据类型、

指令、工具数据、工件坐标、有效载荷

的设定；理解系统参数配置；掌握机器

人编程语言      

 了解工业机器人调整和维护的方法，能

对工业机器人进行基本调试和保养。                 

 了解工业机器人基本应用 

课堂教学 

实践操作 

课堂作业 

实践操作 

综合测试 

3 L03-2  能够用工业机器人相关术语进行沟通 课堂教学 

实践操作 

课堂讨论 

4 L06-1  能与同学团队合作，分组完成工业机器

人相关实验操作 

课堂教学 

实践操作 

实践操作 

 

六．课程内容 

单元 1.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基础知识 

1.1 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分类 

1.2 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基本术语，理解并掌握工业机器人常用坐标系的概念（重点，难点） 

1.3 掌握工业机器人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以及确保安全的方法(重点) 

1.4 工业机器人在各类常用应用中的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 

单元 2. 工业机器人的操作 

2.1 了解工业机器人系统的组成 

2.2 掌握工业机器人坐标系的概念及坐标系的设置方法 

2.3 掌握手动和自动模式操作工业机器人的方法（重点） 

2.4 掌握工业机器人常用数据、数据类型及指令（重点） 

2.5 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在线和离线编程方法，掌握使用示教器对工业机器人在线编程（重点）的方法 

单元 3. 工业机器人的调试和维护 

3.1 掌握工业机器人的校准和保养方法 

3.2 掌握工业机器人系统文件的备份和加载方法 

七、实践环节各阶段名称及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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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类型 备注 

1 学会机器人点动 
在认识机器人系统各部分的基础

上，使用示教器电动机器人 
2 综合  

2 学会坐标系的设置 
设置机器人工具坐标系和用户坐

标系 
2 综合  

3 轨迹编辑及手动执行程序 

使用示教方法，在手动模式下，

对机器人进行标定，使机器人的

TCP 沿着预设轨迹运行。 

2 综合  

4 指令的编辑 指令更换，增加，删除等 2 综合  

5 控制指令 循环，寄存器指令等 4 综合  

6 程序执行 PNS,RSR 方式执行程序 2 综合  

7 备份与加载 备份和加载 1 综合  

八、评价方式与成绩 

 
 

撰写：周娟                                               系主任审核：   

审核时间：2023.9 

总评构成（X） 评价方式 占比 

X1 课堂测试 2 35% 

X2 课堂测试 1 25% 

X3 实验报告 20% 

X4 课后作业 10% 

X5 课堂表现及考勤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