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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推荐表 

 
1 提供最近三个学年（2019-2020 学年、2020-2021 学年和 2021-2022 学年）授课情况。可自行增加行数。 

案例名称 
数字孪生技术推动混合式教学创新——以《自动化生产线创新训练》课程

为例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课程属性 课程类型 
所属专业（代

码） 
学时 

自动化生产

线创新训练 

Z2020201

74150921

2001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纯理论课 

☑理实一体化课

□纯实践课 

机电一体化技术 

（460301） 
32 

二、授课1情况 

授课教师 授课时间 授课班级 
所属专业（代

码） 
学生评教分数 

赵永豪 
2020-2021 学年

第 1 学期 

18 级机电班、

机电实验班、机

电学徒班、机电

专升本班 

机电一体化技术 

（460301） 
94.015 分 

赵永豪 
2021-2022 学年

第 1 学期 

19 级机电班、

机电实验班、机

电学徒班、机电

专升本班 

机电一体化技术 

（460301） 
90.99 分 

三、案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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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500字以内） 

《自动化生产线创新训练》课程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专业双创课程，本课程教师依据产业数字

化发展趋势，结合机电一体化控制系统工程师岗位需求和省级技能大赛数字孪生仿真与调试赛项要求，

校企共同开发数字孪生教学资源，以适应数字化模式下行业发展的要求。依据行业规范、1+X 证书要求

以及创新要求，结合省技能大赛项目及企业真实案例贯穿项目任务的全过程，构建了基于“岗课赛证”

融合的模块化课程结构，采用“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学生在完成进阶式项目任务

的过程中提升了素养，获取了知识，增进了技能。 

通过进行课堂改革，全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数据统计，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有达到 90%以

上；提升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学生在省技能大赛中获得 2 次二等奖和 2 次三等奖，在“挑战杯”中获得

1 次省三等奖，在“互联网+”获得 1 次省铜奖，立项省级创新创业项目 1 项；在教学资源建设上，校企

共建了省内先进的数字化智能制造生产线；在教科研能力提升上，老师立项了 2 个省级项目，1 个国家

级项目以及多个校级项目，在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上获得 1 次二等奖和 2 次三等奖。 

本案例对于当前技术发展前提下的双创课程全面提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解决的问题（500 字以内） 

1．“岗课赛证”进行有机的融合，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课程相关专业对应的岗位有机电一体化控制系统工程师、机电一体化设备技改技术员等，对应的比

赛有数字孪生仿真与调试技术和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对应的证书为 1+X 工业机器人集成应

用证书，通过本次案例，我们在课程中把这些元素有机结合，让学生在课程中进行多方面的训练，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2．多种教学手段、教学工具组合，提升学生创新创造能力 

本案例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使用了多种教学手段，同时引入了数字孪生设备，让学生能够在完成课

程基本训练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设计创新，提升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学生在 

3．虚实结合，解决实训任务开展问题，全面提升教科研效果 

本案例使用了数字孪生技术虚实结合，让学生能够在虚拟环境当中得到更好的训练、更高的自由度，解

决了在实训设备上训练套路单一的问题，提升了教科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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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解决策略（思路、过程和做法等，2000 字以内） 

1. “岗课赛证”相融合，构建课程内容。 

课程对应功能定位要求如表 1 所示，通过对各部分内容的分析，全面结合各部分的能力要求，以岗

位需求为基础，课程为纽带，以比赛形式组织过程，专业技能证书为目标，全方位培养学生职业素养，

提升学生安全意识、质量意识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表 1 课程功能定位表 

 

2．多种教学模式结合，给予学生更多创作的空间 

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结合学生学习特点和相关比赛要求，多种数字化手段相结合，实行

类别 对接的工作岗位/内容 对接培养的职业岗位能力 

岗位 

机电一体化设备技改技术员 

1．具备机电一体化设备技术改造与运维的能

力； 

2．具备机电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的能力； 

3．具备应用 PLC、组态软件、工业机器人、传

感器、变频器进行综合应用的能力。 

机电一体化控制系统工程师 

1．具备机电一体化设备或自动化生产线总体

方案设计的能力； 

2．具备机电一体化设备或自动化生产线机械

三维图形设计和绘制的能力； 

3．具备应用 PLC、组态软件、工业机器人、传

感器、变频器进行综合应用的能力。 

X证书 1+X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 

1.具备机械零部件绘制、电气工程图纸绘制、

三维机械图和装配图设计的能力； 

2.具备工业机器人周边设备 PLC、HMI、变频器

编程应用的能力。 

竞赛 

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

能大赛（高职组）数字孪生

仿真与调试技术赛项 

1.具备 NX MCD 部件选型及机构装配的能力； 

2.具备 NX MCD 物理特性及接口设计的能力； 

3.具备 PLC 程序设计及 HMI 界面组态的能力； 

4.具备硬件与虚拟平台数字孪生调试的能力。 

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

能大赛（高职组）现代电气

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1.根据系统要求，能正确识别系统的输入输出

信号并分配 I/O地址，正确绘制控制系统的主

电路和控制电路； 

2.能够正确对系统的气路、传感器进行调试； 

3.根据控制系统的要求，能够正确分析任务要

求，设计程序或顺序功能图，下载程序并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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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混合”“虚拟与实际结合”“分层次制定目标”的教学模式。通过学习通，让学生自主学习课

程相关基础知识，通过数字孪生让学生掌握数字化设计方法。 

本次课程按照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采用分层安排、任务驱动等方法实施教学。引导学生使

用 NX 三维软件，自主探索教学内容所涉及部分，综合使用微视频、头脑风暴、翻转课堂、虚拟仿真等

方法，结合实训平台，使课程内容更为直观，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解决课程的教学重点。通过小

组分工合作，借用虚拟仿真调试等手段，突破教学难点。 

 

图 1 课程教学阶段图 

2.1 教学流程 

通过与广州某数字孪生产品企业共同开发的案例——自动化生产线控制箱设备模型，对接“省职

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高职组）数字孪生仿真与调试技术赛项”的能力要求，“线上线下混合”

“虚拟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模式，任务驱动教学法实施教学。 

 

图 2 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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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三阶八步”教学实施过程 

1）课前自学： 

教师在学习通上发布内容教学视频、教学 PPT；通过平台发布向学生推送学习任务及发布相关测

试题；学生观看教学视频，完成任务点拿到相应分数；学生完成按钮运动方式测试题、查看测试结果

并进行答案修正；学生通过预习所学，进行控制箱设备模型的初步搭建；教师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

课堂教学方式的微调。 

2）课中六环节教学 

导入新知：老师根据测试统计，讲解大部分学生回答有误的问题，引出新知识—数字孪生系统中

的序列仿真；通过合作企业制作的微视频与操作箱设备引入仿真运动的概念：通过老师的引导，引发

学生对仿真运动相关知识的思考。 

 

图 3 导入新知场景 

结构讨论：教师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实训平台展示操作箱的按钮、开关、指示灯等结构，提出“按

钮活动与指示灯的状态变化关系”的关联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讨论；通过头脑风暴法，让学生分

组讨论，并利用学习通传送讨论结果关键词，激发学生的创新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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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头脑风暴结果 

虚拟组装：教师在通过教师机上的 NX 软件平台进行数字化操作箱的结构组装、运动设置等操作

演示，发布任务要求，虚拟设备各部件组装结构与单独运动状态要与实体操作箱设备一致。学生在数

字孪生平台上进行模型操作，教师巡回指导，让学生通过自身操作掌握序列仿真的建立方法。 

 

图 5 序列建立画面 

参数设置：教师通过数字孪生系统进行操作箱部分按钮功能与指示灯状态关联演示，并要求学生

能够通过仿真进行全部按钮与指示灯状态之间的动作关系设置；全部学生都要达到操作要求，组内能

力较强学生在完成数字仿真部分的设置外，还可尝试在实体操作箱上根据仿真序列的流程进行实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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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关联操作。 

 

图 6 参数设置 

仿真调试：全部学生完成按钮与指示灯状态之间的动作关系设置后，学生进行项目的调试，在仿

真中让学生更直观地认知数字化模型的动作序列控制，同时教师也可对学生的个人表现进行评价。 

 

图 7 仿真调试结果 

成果评价：学生分组进行项目成果的发布，教师根据各组项目的完成程度、发布表现等对各小组

的作品进行技术上的点评和等级评价。 

 

图 8 学生进行成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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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后拓展：教师在学习通上发布相关技术文档，并以作业形式提出数字化模型的创新设计要求

进行作业发布；待学生提交后查看学生提交的数字模型，评定作业成绩。 

3.多种信息化手段与智能产线结合，提升教学效果 

3.1 学习通作为信息化手段之一，连接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活动 

学生能够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线上线下的学习、测试、拓展，教师能够随时监控学生学习情况并

进行大数据分析，更好地针对学情进行教学策略的改进。 

3.2 数字孪生系统（NX 软件及博图软件）与智能产线相结合，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学生通过在虚拟系统中完成实体系统的数字化设计并进行虚实联合调试，全方位掌握生产线的安

装与调试，把握学习重点，培养了学生实事求是的精神与严谨求实的态度。 

3.3 校企合作，共建课程资源库 

通过与广州某数字孪生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基于现有自动化生产线的数字孪生系统资源库，为教师

课程安排、学生自主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 

（四）实施效果（500字以内） 

1．“岗课赛证”相结合，学生证书获取率、比赛获奖率高 

通过学习通平台统计得知。课前学习任务与课前测试学生完成度达到 100%，表明学生都能参与课

前学习；课中各组学生都能够积极的进行数字化训练，作品也 100%提交；课后 80%以上的队伍按时提

交了作品的创新设计。通过培养，每年至少 100 位同学获得 1+X 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证书，省技能大

赛多次获得奖项。 

 

图 9 学生参与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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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岗课赛证”成效 

2．数字孪生技术支持，学生创新能力提升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学生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更多的技术尝试，让学生创造出更多有创

意的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能够应用其作品参与种类创新大赛，获相应的荣誉。近年来，在挑战杯创

新设计大赛中，学生获得一次三等奖、并多次完成专利申请。 

 

 

 

图 11 学生创新设计获奖证书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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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实训条件，产生多项教科研成果 

通过相关实训条件的建设和完善，课程团队立项省级课题 2 项、国家级课题 1 项、校级课题多项。

课程团队在省教学能力大赛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次。 

 

图 12 课题立项 

（五）创新与示范（500 字以内） 

1．岗课赛证融合，全面进行人才培养 

基于机电一体化技改技术员、机电一体化控制系统工程师岗位，结合机电一体化技术人才培养方案

的培养目标，制定课程目标，融入“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高职组）数字孪生仿真与调试技术

赛项”内容，1+X 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证书技能相关要求，设计学习任务。 

2．校企合作，开发数字孪生资源，提高学生创新意识 

本课程使用校企合作开发教材《机电概念设计（MCD）应用实例教程》进行授课，与企业合作共同

以现有自动化生产线实训平台为基础的数字孪生系统，建立相关课程资源库，为教学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通过实体设备的拆装，学生更为直观的学习到自动化生产线的相关机械结构与电器控制原理，形成知识

的输入；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学生把理解到的自动化生产线结构进行数字化设计并能通过 PLC 对其进

行控制与调试，形成知识的输出；通过数字化的改造，优化生产线的设计，达到技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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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在任务进行与任务评价阶段，通过学生自身进行设备数字化设计，

并进行项目调试，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课后拓展创新阶段，引导学生进行思考

并通过数字化系统进行创新设计，培养学生锐意创新的精神。 

 

图 13 课程思政实施过程 

（六）反思与改进（500 字以内） 

1.反思 

1）通过课程的学习，绝大部分学生基本完成其对应的学习目标，部分学生仍有可能面向更高的学

习目标。 

2）部分学生团队的创新改造方案在技术上难以实现，各小组学生成员之间的配合有待提升。 

2.改进 

1）通过加强校企合作，密切注意行业相关技术发展，尤其是相关岗位、比赛的要求变化，及时把新

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引入到课程内容中，增加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加强学生的基本技能训练，让各层

次学生达到更高的学习目标。 

2）通过合理分配小组成员，让学生小组成员在创意和技能上形成互补，提高学生团队的综合创新

能力，同时在团队中学生能够相互带动，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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