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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省实践教学示范基地认定评审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分数 自评分

1 一、功能定位 5 5

2 二、实践教学条件 25 25

3 三、师资队伍 10 10

4 四、实践教学 15 15

5 五、运行管理 10 7

6 六、工作绩效 25 23

7 七、建设成果和贡献 10 10

总分 100 95

一、功能定位（5 分）

评审指标：省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要适应国家战略和数字

经济发展要求，紧盯产业转型升级，打造集教学、实训、培

训、科研、竞赛、科普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实训基地、虚

拟仿真实训教学资源校企协同开发平台和虚拟仿真实训技

术成果展示与应用推广平台。优先支持“制造业当家”“粤

菜师傅”“南粤家政”、乡村振兴等领域基地。

自评：5 分

针对智能制造产业发展，重点发展数字化设计、虚拟仿

真与智能产线（数字化双胞胎）、工业物联网、工业数据分

析与智能装备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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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搭建一个完整的“数字化双胞胎”智能制造工业

化实训环境。所谓“数字化双胞胎”，是传统制造企业进行

数字化转型的基石。“数字化双胞胎”实验实训环境可以将

企业的产品设计、制造生产、交付销售等流程，以及上下游

的供应商，甚至是将整个企业的管理进行映射与连接，是工

业 4.0 的完整体现。

其次，围绕“数字化核心”与“数字化创新”建造人才

培养及社会服务的运营架构。其中，“数字化核心”是技术

核心，而“数字化创新”则运用新兴的数字化技术，实现学

校实验实训室业务模式创新。在“数字化双胞胎”智能制造

工业化实训环境基础上，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

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六大新兴技术与实际的、合适

的工业应用相融合，真正让科技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打造

数字化智慧实验实训环境。

本实训基地为 2021 年校质量工程立项的“校内重点实

训基地”建设项目，立项名称为“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

在当年度立项的同类项目中排名领先。

本校内实训基地主要面向双十产业集群中“高端装备制

造”、“激光与增材制造等产业集群”，引入大族激光科技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GF+阿奇夏米尔 、海克斯康、西

门子等世界顶尖智能制造代表企业，积极实践“引校进企”

“引企驻校”“校企一体”等产教融合模式，校企共建集集

http://cn.hanslaser.net/
http://cn.hanslaser.net/
http://www.baidu.com/link?url=74LB9kGIot8aqVto6NP0M3E4YUaP8zsgPFh8tyO3lZETNOGJZhL8LS5liDNOON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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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基地，搭建社会企业培训桥梁，建设校企合作载体和

产学研平台。基地和上述代表性企业均已开始实质性合作，

并有具体项目落地。详细情况见下表 1 所示。

表 1 实训基地产教融合专业建设情况

本实训基地建设依托“智能制造专业群”，该专业群以

“机电一体化”专业为承载专业，立项为广东省首批双高专

业建设项目。专业群包括“工业机器人专业”“自动化专业”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等，该专业群也是我校首批立项的

十个世界一流重点建设专业群之一，是一流职业院校建设的

重要支撑。是学校“十三五”重点发展专业。

通过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的建设，解决实训室硬件实

训资源不足的问题，提高学生实训能力。解决硬件设备在运

行中损耗过大、危险较高、实验过程不可逆且不易观察研究

等问题。在虚拟仿真软件环境下，实现硬件运行的模拟，大

大降低了运行成本及实验的风险。对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和

序号 签约企业 协议情况

1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深职院大族激光学院协议

2 +GF+阿奇夏米尔 瑞士 GF 智能制造创新实践基地协议

3 西门子 智能制造数字化工程创新中心协议

4 海克斯康 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

http://cn.hanslaser.net/
http://cn.hanslas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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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以及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拓展实践领域、丰富

教学内容等有很大的必要性。促进教学、科研相结合，有利

于学生和师资的培养，促进教育理念先进、学术水平高、实

践经验丰富、创新性强的实训教学团队的形成。借助虚拟仿

真中心的强大功能，可以促进教学、科研、技术能力的提升，

从而促进教学团队成员的成长和水平的提升。

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线上教学也成为了教学的主要

手段，但线上教学严重限制了实训教学课程的开展。而智能

制造虚拟仿真中心的建设将丰富线上教学手段，通过虚拟仿

真的方式开展实训教学，弥补了传统线上教学中缺乏实训教

学的缺点。

学校校园网络覆盖各部门，具备足够网络带宽和大型存

储空间，实现 WIFI 全覆盖。可为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的

运行与教学资源网络共享提供稳定有力的基础条件。

本基地依托专业已有多届毕业生，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

质量在麦肯斯报告中得到肯定，社会认可度高，在后续佐证

材料中可以印证。

二、实践教学条件（25 分）

（一）实训场所

评审指标：实训场所（8 分）。基于先进行业企业的生

产环境和生产设备，吸收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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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建设与实际职业情境对接的虚拟仿真实训环境。基

地一般由专业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公共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虚拟仿真体验中心和虚拟仿真研创中心组成，使用面积不低

于 100 平方米，实训工位数不低于 50 个。

自评：8 分

本实训基地实际面积 1486 多平方米，建设时采用工业

标准建设，配置有各种各类安全防范设备，充分做到安全保

障。实际训练工位超过 150 个工位，可以同时开展 4 个教学

班次实训。

图 1 智能制造生产线数字化双胞胎（深职院大族激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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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业机器人及虚拟仿真实训分室

图 3 数字化生产工艺仿真与调试平台

图 4 工业机器人柔性实训线

（二）实训设备

评审指标：实训设备（10 分）。达到行业企业前沿技术

和新业态所要求的先进水平，并伴随行业企业发展与时俱进

地持续更新升级；与实训教学模式及虚拟仿真实训资源的展

现形式相匹配，配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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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10 分

基地配置有工业机器人及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装

置、智能制造柔性生产线及数字化孪生系统（五轴加工中心、

高速三轴加工中心、五轴激光机、三坐标测量仪、精密电火

花机），工业控制网络综合实训系统、数字化生产工艺仿真

与调试平台，精密磨床、3D 打印机、标准教学机房、数字化

设计软件、数字孪生设计软件、工业控制器等智能制造类设

备，设备总值达 9000 多万。设备技术领先，配置合理，种

类非常齐全，数量充足。

在学校的支持下，基地每学年都在及时更新设备，与产

业行业紧密对接，提升设备的技术含量，设备和技术水平保

持与同期企业生产使用设备水平相一致，并且具有一定的超

前性，是很多企业目前没有条件到达，或不能完全达到。

设备层次清晰，功能配置合理齐备，能够满足基本技能

训练、专项技能轮岗训练、综合能力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的

需要，满足开展职业培训、技能鉴定和技能竞赛的需要，满

足教师为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的需要。

目前实践基地在用的专业学生有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

机器人应用、自动化技术和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

其中 20 级、21 级、22 级三个专业共有学生：1786 人，基地

设备总值：3518 万元，设备应用情况超过 1.97 万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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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训基地场地及设备配置情况

序

号

主 要 实

训单元

建

筑

面

积

（

平

方

米）

仪器设备

其中：大型

专用仪器设

备

主要实训项目

共享使

用的其

他专业台/

套

总值

（万元）

台

/

套

总值

（ 万

元）

1

工 业 机

器 人 虚

拟 仿 真

实 训 装

置

139 12 185.07 12 185.07

1.机器人基本操作实训

2.机器人技术实训

3.机器人工作站技术实

训

4.智能生产控制实训

5.自动化系统连接实训

6.机器视觉技术实训

机器人

应用技

术、电

气自动

化 技

术、机

电一体

化技术

2

工 业 控

制 网 络

技 术 实

训单元

220 16 259.2 7 237

1.工业机器人技术实

训

2.工业控制网络技术

实训

3.AGV 小车技术实训

4.RFID 电子识别技术

实训

5.立体仓储技术实训

6.变频器及伺服控制

器技术实训

7.数字化虚拟调试技

术实训

8.MES 智能制造管理系

统实训

9．电气系统安装调试

技术实训

机器人

应用技

术、电

气自动

化 技

术、机

电一体

化技术

3

柔 性 智

能 制 造

实 训 单

元

180 7 235.3 7 235.3

1.机器人的操作实训

2.机器人结构及传动分

析实训

3.电机和传感器应用技

能实训

4.触摸屏编程技能实训

5.基于总线的系统集成

技能实训

机电一

体化技

术、机

器人应

用 技

术、电

气自动

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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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控制系统的测试实训

4

智 能 制

造 实 训

单元

756 101 2022.7 7 1700

1.精密模具型芯（型腔）

零部件的三维造型

2.精密模具型芯（型腔）

零部件的数控程序编

制

3.模具智能制造计算机

辅助工艺过程设计；

4.模具智能制造过程虚

拟仿真

5.五轴数控加工零部件

自动装夹及加工

6.高速数控加工零部件

自动装夹及加工

7.电火花加工零部件自

动装夹及加工

8.激光加工零部件自动

装夹及加工

9.三坐标测量机自动在

线测量及偏移数据处

理

10.精密模具智能生产

线常见故障分析及处

理

11.产品质量检测及分

析

12.智能制造综合实训

机器人

应用技

术、机

电一体

化技术

5

模 块 化

智 能 工

厂 实 训

单元

191 4 816.1 4 816.1

1.机电一体化技术综合

实训

2.智能生产线 PLC 技术

综合实训

3.现场总线技术实训

4.智能制造技术实训

机器人

应用技

术、机

电一体

化 技

术、电

气自动

化技术

总计
148

6

140 3518 37 3173

（三）经费投入

评审指标：经费投入（7 分）。（1）基地经费投入有保

证，设备维护、材料损耗经费补充有保障；（3 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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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学年每学期生均实（验）训耗材支出，不少于 80

元/生。（4 分）

自评：7 分

机电学院每学期都向实训基地投入充足的设备维护、材

料损耗及教学改革方面的专项经费，促进了基地的良性发展。

最近三个学年（2019-2020 学年、2020-2021 学年和

2021-2022 学年，下同）每个学年每学期生均实（验）训耗

材支出，实训基地生均支出远远超过 120 元/生。下面给出

了近三年来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专业生均经费成本核算

表。

表 3 生均经费成本核算表

序号 年份
经费总额

（万元）

专业在籍学生

人数
生均经费（元/人）

1 2020 年 57.59 2473 233

2 2021 年 108.54 2425 447

3 2022 年 116.88 2614 447

总计 283.01

三、师资队伍（10 分）

评审指标：1.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团队同时具备“虚拟仿

真实训教学+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开发”的双重功能，结构合

理，素质较高，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和丰富的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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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经验。（6 分）2.健全完善实训教学队伍考核、奖励、

监督机制，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虚拟仿真实训教学项目研发

和教学实践。（4 分）

自评：10 分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拥有一支高素质

的、来自于高等院校、现代化生产企业、科研院所等单位的

长期从事机械制造及自动化领域教学和研究的“双师”队伍。

目前共有教师 20 名，其中校外兼职教师 7 名。校内专职教

师 100%具备了“双师”素质，其中教授 2 名、副教授、高级

工程师 9 人，讲师 2 人。学历结构为：博士 6 人、硕士 7 人。

其中 1 名为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1 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金牌教师”，2 名教师被评为深圳市先进教育工作者。1 名

2023 年获得广东省第六届高校（高职）青年教师教学大赛总

决赛（理工综合组）总决赛第一名。

表 4 实训指导教师（校内专职）

序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最 后

学 位

毕业

院校

所学专

业
备注

1
廖强

华
男 1970

副教

授/高

工

硕士 洛阳工学院
机械电

子工程

2 陈伟 女
1967.0

3

教授/

高工
博士

哈尔滨工业

大学

机械电

子工程

3 钟健 男 1963.6
教授/

高工
硕士

中国科学院

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

所

机械设

计
高级技师

4
王文

斌
男 1976.6

副教

授
博士 上海大学

机械电

子工程
丽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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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赵伟 男
1987.0

3

副教

授
博士

哈尔滨工业

大学

机械工

程

全国技术

能手/丽湖

技能大师

6
宋振

东
男

1990.0

4
讲师 博士

哈尔滨工业

大学

机械工

程

2023 省高

校青年教

师教学大

赛总决赛

第一名/全

国技术能

手/丽湖菁

英

7
黎良

田
男

1981.1

1

副教

授
硕士

大连工业大

学
机械工

丽湖技能

大师/市技

术能手

8
李绍

炎
男

1964.0

7
高工 硕士 湖南大学

机械工

程

9
陈革

维
男

1969.0

8

副教

授/工

程师

博士
华南理工大

学

机械制

造及自

动化

10
宋志

刚
男

1977.1

0

副教

授/考

评员

硕士
南京理工大

学

机械制

造及自

动化

11 陈芳 女 1977.6

副教

授/技

师

硕士
华中科技大

学

机械电

子工程
高级技师

12 魏胜 男
1976.1

1

副教

授/技

师

博士
哈尔滨工业

大学

机械电

子工程
高级技师

13
马金

平
男

1978.0

7

讲师/

考评

员

硕士
哈尔滨工业

大学

机械电

子工程

表 5 实训室指导教师（校外兼职）

序号 姓 名
性

别
职称/职务

最 后

学 位
工作单位

1 禹新路 男 总经理 研究生
固高派动智能

有限公司

2 赖春杰 男 工程师 本科

帝马数字机器

（深圳）有限公

司

3 秦磊 男 总经理 博士

佛山新鹏机器

人技术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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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谢昊 男 技术总监 硕士

深圳市德富莱

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5 宁宁 男 经理 硕士
越疆科技有限

公司

6 田美生 男 经理 本科

深圳配天机器

人技术有限公

司

7 刘武杰 男 工程师 专科
大族激光科技

产业集团

实训基地同时还有一支技术精湛、勤劳敬业的专职管理

队伍，具体如表 6 所示。在学校校内实践基地管理办法的指

引下，不断完善实训教学队伍的考核与监督机制。结合学校

进行的绩效考核改革，将实训室工作绩效纳入考核范围，以

团队方式进行赋分考核，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虚拟仿真实训

教学项目研发和教学实践。实训中心配有 6 名专职管理人员。

表 6 基地管理教师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最 后

学 位

毕业

院校
备注

1 叶玮渊 男
1980.

2
讲师 硕士

华南理工大

学
技师

2 阳胜峰 男
1974.

9
讲师 硕士

昆明理工大

学
高级技师

3 詹泽海 男
1979.

9

工程

师
大专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高级技师

4 张欣 男
1991.

10

工程

师
本科

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

兼职管理

教师

5 张家翔 男
1979.

9

双技

师
大专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兼职管理

教师

6 钟森明 男
1987.

12

工程

师
学士 暨南大学

高级技师

兼职管理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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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教学（15 分）

评审指标：1.建设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资源库。厘清实训

教学过程中的“三高三难”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发虚拟仿真

实训资源，并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更新升级；发挥不同类

型及交互方式虚拟仿真实训资源的优势，按照“三教”改革

要求，对传统实训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再造，实现实训教学的

生动性、趣味性、互动性和自主性；同时，将“立德树人”

和“三全育人”要求、“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元素有

机地融入其中。（7 分）

2. 依托虚拟仿真实训教学管理及资源共享平台，实施

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切实遵循“以实带虚、以虚助实、虚实

结合”原则，避免“为虚而虚”，积极探索线上线下教学相

结合的个性化、智能化、泛在化实训教学新模式。（8 分）

自评：15 分

（一）实践教学模式

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一直以来都秉承以职业岗位群

和专业技术领域要求为重点，以实训中心项目建设为引导，

推动有关专业积极探索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等有利于增强学

生实践动手能力的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围绕数字化

虚拟仿真资源库建设打造数字化教学资源。目前，工业机器

人虚拟仿真实训装置、数字化生产工艺仿真与调试平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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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设计与仿真调试教学平台已完成验收。依托基地的课程实

训项目建设初具成效，能够支撑校内相关专业课程数字化教

学的需求。

（1）专业群与产业链的对应性

智能制造专业群长期以来，秉承“立足总部经济、对接

智能制造（智慧建造）、发挥区域优势、辐射带动周边”的

专业建设与发展思路。对接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中的智能

装备高新技术，对接深圳战略新新兴产业中的新型显示、新

能源汽车的智能制造装备和智能产线业。

图 5 智能制造专业群与产业链关系图

（2）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逐渐向高端领域发展，本

专业群培养服务智能制造和深圳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复合

式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专业群面向智能制造产业链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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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领域，培养设计、测试、制造、应用、系统集成等技术

技能人才。工业机器人专业在上述基础上，更侧重于机器人

在不同工艺环境下的应用，培养机器人及周边设备测试、制

造、应用、系统集成等技术技能人才；机械设计及制造专业

面向装备及产品环节，培养数字化设计与快速制造、精密制

造、工装及机构设计等；电气自动化专业面向工业自动化环

节，培养控制方案设计、控制程序编制、控制系统装调等；

智能化专业面向楼宇自动化环节，培养智能化系统集成设计、

建设与节能运行服务等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群在主要就业产业、企业、岗位群、职业等方面有

交叉、有重点又有融合。

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建设理念及规划

本基地拟紧贴产业发展和学科发展需要，与世界顶尖一

流企业西门子、大族激光、海克斯康、GF 等合作共建，在共

建过程中，充分利用现有的实训设备和条件，发挥教师和合

作企业的科研能力，对能够提升的实训室和设备进行升级改

造。

针对智能制造产业发展，重点发展数字化设计、虚拟仿

真与智能产线（数字化双胞胎）、智能控制技术、工业物联

网、工业数据分析与智能装备等方向。

目前，中国制造业正处在战略转型的重要阶段，“中国

制造 2025 等国家重大战略”全面展开。深圳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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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把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部署、推

进。智能制造是国家战略布局，要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

合，要推动工业互联网，这也是当前全球共同的战略焦点。

在本方案所阐述的建设方向如下：

首先，搭建了一个完整的“数字化双胞胎”智能制造工

业化实训环境。所谓“数字化双胞胎”，是传统制造企业进

行数字化转型的基石。“数字化双胞胎”实验实训环境可以

将企业的产品设计、制造生产、交付销售等流程，以及上下

游的供应商，甚至是将整个企业的管理进行映射与连接，是

工业 4.0 的完整体现。

其次，围绕“数字化核心”与“数字化创新”建造人才

培养及社会服务的运营架构。其中，“数字化核心”是技术

核心，而“数字化创新”则运用新兴的数字化技术，实现学

校实验实训室业务模式创新。在“数字化双胞胎”智能制造

工业化实训环境基础上，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

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六大新兴技术与实际的、合适

的工业应用相融合，真正让科技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打造

数字化智慧实验实训环境。

支持智能制造专业群（以机电一体化专业为承载基础，

涵盖机械设计专业、工业自动化专业与智能控制专业）的建

设和发展，培养在制造业中从事产品设计、智能装备、机器

人、智能控制与人工智能、系统集成、施工、运行管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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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分析等方面的高端综合性技能人才，支撑深圳智能制造、

机器人、智能控制与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工业云计算、

智能装配、增材技术等相关产业发展。

（二）实践教学资源

本基地实践教学等资源丰富，满足实践教学需要；实训

教材体现职业标准，反映新技术、新工艺；建有与实训内容

相配套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库。联合知名出版社和国内高职高

专院校，构建系统化的智能制造类专业课程教材开发以及标

准建设。探索校企合作开发职业能力导向课程教材的模式。

2022 年立项校级“金课”课程资源建设项目共 7 门课程。见

表 7 所示

表 7 2022 年“金课”课程资源建设项目明细

实践教学课程开发以职业能力为依据，组织实践课程内

序号 姓名 课程名称 所属专业 课程类别

1 付强 虚拟仪器测控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

术

专业教育拓展

课程

2 石然
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设计实

训

电气自动化技

术

专业教育拓展

课程

3 宋振东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工业机器人技

术

专业教育核心

课程

4 黎良田
智能生产线PLC技术综合实

训

机电一体化技

术

专业教育核心

课程

5 钟健 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
机电一体化技

术

专业教育核心

课程

6 匡和碧 冲压模具数字化设计
机械设计与制

造专业

专业教育核心

课程

7 王文斌 智能装备机电集成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

术

专业教育核心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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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实践课程围绕职业要求来组织课程内容，以工作任务为

中心来整合相应的知识点、技能点和工作素养，实现理论与

实践的统一，实践课程内容反映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方法，避免教学内容与企业实际相分离的状况，

避免把职业能力简单理解为操作技能，注重职业情境中实践

智慧的养成，培养学生在复杂的工作过程中做出判断并采取

行动的综合职业能力。

┆ ┆

核

心

课

程

师 资 建

企

业

人

员

考核标准建项目任务开 教 材 建

能 力 训

练 模 块
能力考核标

项目任务

能 力 训

练 模 块
能力考核标

项目任务

能 力 训

练 模 块

课

程

综

合

能

力
能力考核标

项目任务

实训基地建

图 6 实践课程建设架构

以职业技能鉴定为参照，强化技能训练。以职业技能鉴

定为参照强化技能训练，将职业标准融合到课程教学内容中，

优化训练条件，创新训练手段，提高训练效果。实现学校教

学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虚拟仿真

中心开展的主要实践课程已建成网络课程。按照服务在校学

生和社会在职人员学习的要求，实践课程开发丰富多样化的

教学资源，使学校教学资源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实现职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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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务社会的功能。

五、运行管理（10 分）

评审指标：1.成立以校级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示范性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建设领导小组，以及由政府、行业企业、院校

及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及资源开发指导

委员会，并根据需要成立子项目建设工作小组，形成有效的

工作机制和流程，确保层层压实责任、责任到人。（4 分）2.

建立稳定安全的开放运行模式；注重对相关实训教学项目自

有或共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注重对学生个人信息等的保护，

严格遵守我国教育、知识产权、互联网等相关法律法规，积

极探索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可持续运行的有效模式。

（3 分）3.基地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岗位职责清晰，管理规

范有序，经费专款专用。（3 分）

自评：7 分

（一）校企合作共建教学中心

基地长期以来与世界著名智能制造代表企业深圳大族

激光、西门子、海克斯康、+GF+等联合建设，建设有深职院

大族激光学院、西门子数字化创新中心、智能制造质量检测

联合实验室，正在建设教育部—瑞士 GF 智能制造创新实践

基地等（合作协议建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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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校企共建教学中心

此外，基地还建立德国费斯托（FESTO）有限公司授权

认证培训中心，日本发那科公司 FUNAC 应用技术中心，瑞士

GF 集团模具智能制造培训中心、江苏汇博工业机器人应用中

心、深圳连硕机器人产学研用中心等

企业先后赠送价值 1000 余万元智能制造装备，海克斯

康联合实验室还有企业工程师长期入住，与老师共同培育学

生和服务社会。各校企合作中心校、企双方互聘对方教师，

并由企业提供在智能制造中的实际案例，双方合作开发技能

课程。这些营造真实职业氛围、设备先进的校内生产性实训

基地，管理先进，运行状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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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企密切合作机制

通过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如图 8 所示）等方式密切与合

作，在为企业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质和很强操作技能的应用

型人才的目标下，明确了校企双方权利和义务，保证校企双

方良性、持久合作。

图 8 校企合作协议代表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依托机械设

计制造、工业机器人、机电一体化等专业与企业紧密合作，

除前述代表性企业外，还有建立江苏汇博机器人机器人应用

中心、深圳连硕机器人产、学、研用中心、LabView 俱乐部

协会（以 NI 公司为依托）、机器人创新与竞技协会（以深

圳鸿特科技、Makeblock 公司等创新型企业为依托）、FACT

培训中心等，同时与深圳黑田机器人、深圳科睿机器人、深

圳国泰安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越日兴实业有限公

司、深圳市瑞飞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鑫晨枫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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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连硕机器人、深圳市赛维电商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

签订了实习基地协议，实现企业资源和学校资源共享。

（三）管理制度建设

为了保证实训基地正常运行，为学生及社会提供良好

的实践教学环境，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学院、机电工程

实训室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主要有：《设备安全操作规

程》、《实训耗材管理规定》、《实训室预约开放管理规定》、

《实验实训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及管理办法》等，并汇编成册。

六、工作绩效（25 分）

评审指标：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效果显著，受益面大，学

生实验兴趣浓厚，自主学习能力明显增强，实践创新能力明

显提高。通过开展在线教学服务或技术支持等，积极发挥对

实践教学信息化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25 分）

自评：23 分

（一）学生实训

虚拟仿真实训中心从实训内容中体现实训教学的真正

价值，从实训内容中创造更高的教学质量，让实训真正与行

业接轨，从而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创新试点。

1.实训教学效果显著，学生学习兴趣浓厚

本实训基地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开发虚拟现实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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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我校智能制造类专业虚拟仿真教学需求。实训互动

模式新颖多样，学生在学习中获得乐趣，学习自主性、参与

性都大大提升。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效果显著，受益面大，实

践创新能力明显提高。

近三个学年基地都紧密开展多项实训教学，主要开设如

下实训项目如表 8 所示。

表 8 2019-2022 主要开设如下实训项目

序

号
实训项目名称 面向专业 学生人数

实训时间

统计

1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 机电一体化、工

业机器人、电气

自动化、机械设

计与制造

600 学生/

年
5400 人日2

生产线 MES 信息管理系统应

用

3 机器人传动系统分析

4
移动机器人的制作与数字化

控制

机电一体化、工

业机器人、电气

自动化

400 学生/

年
7200 人日

5
机器人工艺应用虚拟仿真编

程

6
基于总线的机器人生产线系

统集成

7
工业网络通讯数字化虚拟仿

真实训

8 智能制造单元虚实联调
机电一体化、机

械设计与制造

400 学生/

年
6400 人日9 柔性单元综合实训

10 智能制造单元实训

（二）技能竞赛

最近三个学年基地承办了包括全国行业赛、省级一类技

能竞赛、市级技能竞赛、校级技能竞赛等多个赛项，2019 年

以来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承担的技能竞赛如表 9 所示，具

体赛项见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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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9 年来承担技能大赛项目

序

号
承办单位 任单位活动项目

是否与行业
协会或大型
企业合办

校
级、
院级
项目

时间

1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2020 年深圳市职业

技能大赛--机器人系

统集成

深圳市教育

局
市级

2020 年

12 月

2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2021 年广东省工业

机器人系统操作员职

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机械

工程学会
省级

2021 年

10 月

3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2021 广东省第二届

职业技能大赛遴选赛

--工业控制项目

深圳市人力

资源与社会

保障局

市级
2021 年

10 月

4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深圳市第十一届职工

技术创新运动会暨

2021 年深圳技能大

赛-工业 4.0 项目

深圳市人力

资源与社会

保障局

市级
2021 年

10 月

5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深圳市第十一届职工

技术创新运动会暨

2021 年深圳技能大

赛-运动控制系统开

发与应用项目

深圳市人力

资源与社会

保障局

市级
2021 年

10 月

6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2021 年第五届一带

一路暨金砖国家

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

大赛

【第二届人工智能机

器人应用技术赛项】

金砖国家工

商理事会

（中方）技

能发展工作

组

全国
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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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部分承办赛项场景

七、建设成果和贡献（10 分）

评审指标：提供基地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主要贡献及典型案例。

由专家进行综合评价。（10 分）

自评：10 分

（一）人才培养

锻造出了一支高素质的优秀教师队伍，培养出了一批高

技能的优秀学生。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与企业密切

合作，合作建立江苏汇博机器人机器人应用中心、深圳连硕

机器人产学研用中心、以 NI 公司为依托，建设 LabView 俱

乐部协会、以深圳鸿特科技、Makeblock 公司等创新型企业

为依托，建设机器人创新与竞技协会、建立我国第一家费斯

托授权认证培训中心培训中心等。通过企业密切合作，将企

业最新技术吸收进来，在合作中一方面提高了教师的技术水

平，另一方面培养了优秀学生，结出了累累硕果。

近 5 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教

师顺利完成广东省教育厅教育教研课题 2 项，全国机械职业

院校技能竞赛一、二等奖，全国技术能手 2 人，深圳市技术

能手 1 人，机器人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如表 10、1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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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表 9 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教师师承担的教研课题一览表

表 10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师参与技能大赛一览表

序

号
教师技能大赛名称 主办单位 教师姓名 排名 时间

1 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宋志刚 二等奖

2014.

1

2
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技能

竞赛

全国机械职

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

黎良田 一等奖
2014.

11

3
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技能

竞赛

全国机械职

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

陈芳 二等奖
2014.

11

4
“连硕杯”工业机器人设

计与管理职业技能竞赛

深圳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黎良田 第二名
2016.

11

5 深圳市“利元亨杯”工业

机器人技术应用职业技

能竞赛职工点胶应用组

深圳市机器

人协会
詹泽海 第二名

2018.

10

6 2016 机器人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中国自动化

学会
马金平

2016.

10

近 5 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培

训的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共获奖 14 项，其中国家级 2 项，省

级 11 项（具体如表 11 所示）。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时

间
负责人

1
面向3C行业的机器人技

术及应用创新团队
广东省教育厅

2021-20

23
王文斌

2

基于动态减重及意图识

别的智能助行机器人关

键技术研究

广东省教育厅
2020-20

22
王文斌

3

智能制造背景下基于

OBE 教学模式机电课程

（群）体系建设研究

深圳市教育局
2018-20

19
廖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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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近五年来实训基地培养的学生技能大赛获奖情况表

序

号
获奖名称 学生姓名 组织

指导教

师
等级

1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机

器人大赛 2018 机甲大师

赛

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学校部
马金平

2

2018 广东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数控机床装调与技

术改造

陈镇河等 广东省教育厅
魏胜、

黎良田

二等奖

（省

级）

3

2018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工业机器

人技术应用

陈选涛

（16电气

3）、廖建

钧（16 一

体化 2）、

王志荣

（16一体

化 3）

广东省教育厅
赵伟、

王文斌

一等奖

（省

级）

4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机

器人大赛

RoboMaster2019 机甲大

师赛-机甲大师赛单项赛

赵培钦、

李度、曾

羽滨、曾

润鸿、麦

祁广

共青团中央青

年发展部、全

国学联秘书处

马金平

一等奖

（省

级）

5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机

器人大赛

RoboMaster2019 机甲大

师赛-机甲大师赛团体赛

赵培钦、

赵达成、

王卫涛、

张钊华、

罗永裕、

张杭、郭

泽欣、赖

非然、李

度、陈政

烨、刘国

元、钟毅、

罗锦盈、

陈嘉森、

刘佳欣、

宋雨彤、

王萍、唐

翠娟、周

碧玉、潘

越、苗馨

然、刘智

红、陈广

共青团中央青

年发展部、全

国学联秘书处

马金平

二等奖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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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洪炬

泰

6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机

器人大赛

RoboMaster2019 机甲大

师赛-机甲大师赛单项赛

赵培钦、

赵达成、

张钊华、

罗永裕、

刘国元

共青团中央青

年发展部、全

国学联秘书处

马金平

三等奖

（国家

级）

7

广东省“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Nybble

智能四足机器人

陈鸿文、

杨宗铭、

黄伯阳

赵伟、

吴慧

明、王

海涛

省铜

8

2020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工业机器

人技术应用

王志辉、

林荣凯、

董国康

广东省教育厅

宋振

东、鲍

丹阳

一等奖

第四名

（省

级）

9

2020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制造单元

智能化改造与集成技术

林永豪、

刘平、林

冠宇

广东省教育厅

黎良

田、廖

强华

一等奖

第二名

（省

级）

10

2020-2021广东省高等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制造单

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技

术

刘阳、吴

松鑫、程

凯文

广东省教育厅

鲍丹

阳、肖

蒙

二等奖

（省

级）

11

2020-2021广东省高等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制造单

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技

术

林永豪、

杨曜聪、

薛荣贵

广东省教育厅

廖强

华、黎

良田

一等奖

（省

级）

12

2020-2021广东省高等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机器人

系统集成

林永豪、

杨曜聪
广东省教育厅

黎良

田、文

双全

一等奖

（省

级）

13

2020-2021广东省高等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数字孪

生仿真与调试技术

钟毅、杨

海波
广东省教育厅

王文

斌、宋

志刚

一等奖

（省

级）

14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广

东省选拔赛-机器人系统

集成

林永豪、

杨曜聪

广东省职业技

能大赛组委会

黎良

田、廖

强华

三等奖

（省

级）

（二）社会服务

1）订单班人才培养和企业员工培训班等多种人才培养

模式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积极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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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联合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工业机器人专业先后与中国

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自动化著名公司深圳汇川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先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ASM）等企业联合推

行“订单班”培养计划。

深圳燃气集团培训部负责人亦在考察完实训基地的办

学条件后，成立首届的面向燃气集团在职员工的燃气订单班，

学员采用成人大专的方式，依托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学

习相关设备及燃气维护方面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深圳市华星光电（国内液晶面板生产的核心企业，也被

认定为广东省第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TPM 推进处负责

人在实地考察学院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的办学条件和师

资力量后，TPM 推进处的负责人和专业经过多轮的沟通和协

调，与学院签订企业技能人才培养协议，由专业老师根据企

业的设备管理工程师的技能需求，开发相关课程。开展了两

期、近 100 多人的技能培训。

基于企业对实训基地建设成效和未来规划，自动化类著

名上市公司深圳汇川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汇川订单班”模式

人才培养，目前已经到该公司就业 20 多人/年，并迅速成长

为公司技术技能骨干，有多名毕业生已经成长为团队负责人。

目前该订单班仍在继续运行，并吸引吸收优秀学生的加入。

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教师詹泽海老师受聘为中国海

洋石油、大亚湾核电站、欢乐谷、创维集团、德昌电机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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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业专业讲师，特别是为中国海油石油南海石油管理局培

养了一批技术能手（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基地教师为中海油培养的技术能手

序

号

公司

名称
姓 名 成果 培训教师

1

中国

海油

石油

南海

石油

管理

局

刘国

虎
国家技术能手，深圳地方领军人才

詹泽海

2
杨崇

明
广东省技术能手，深圳市后备级人才

3
张

义
广东省技术能手，深圳市后备级人才

4
董军

昌
广东省技术能手，深圳市后备级人才

5
穆连

兵
广东省技术能手，深圳市后备级人才

6
韩长

威

○1南海东部石油管理局第五届职业技能

大赛维修电工竞赛一等奖（2017 年 8

月）；

○2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南海东部石油管

理局维修电工职业技能竞赛铜奖（2013

年 7 月）；

○3广东省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职工

组三等奖（2013 年 11 月）；

○4中国海油第七届职业技能大赛维修电

工竞赛金奖（2017 年 12 月）；

○5中国海油表年岗位能手称号及中国海

油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7
罗一

宇

○1南海东部石油管理局第五届职业技能

大赛维修电工竞赛二等奖（2017 年 8

月）；

○2中国海洋石油第五届职业技能大赛维

修电工银奖（2013 年 9 月）

○3广东省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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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三等奖（2015 年 11 月）。

8
孙祥

明

1 获南海东部石油管理局第五届职业技

能大赛维修电工竞赛二等奖（2017 年）；

2 广东省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职工

组二等奖（2015 年 11 月）。

2）师资培训

作为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师资培训基地、深圳市中小学

师资培训基地，近些年来在现代传感器及应用技术、基于以

机器人为载体的创新教育等课程接受培训的老师超过 100多

人。同时基地教师还走出去，接受为企业的邀请举行技能应

用方面的沙龙和讲座（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基地教师面向开展技术培训一览表

序号 教学培训名称
培训时

间
地点

培训

人数
主讲人

1 第六届机器人技术论坛—

—机电一体化技术综合实

训探讨与实践

2013.8 苏州 120 陈伟

2 第七届机器人技术论坛—

—机电一体化人才培养模

式探讨与实践

2014.8 苏州 140 王文斌

3 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信

息技术 Scratch 新课程
2014 深圳 100 仲照东

4 第八届机器人技术论坛—

—机电一体化人才培养模

式探讨与实践

2015.8 苏州 150 王文斌

5 机器人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构建与课程建设探索
2016.2 深圳 40 王文斌

八、建设成果自评结论

由上述智能制造虚拟仿真中心建设情况所述，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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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好，与专业和行业耦合度高，与企业形成优势互补，形

成了协同发展的建设机制，得分达 95 分以上，达到 2023 年

广东省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类别认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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