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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整体分析报告

及过程（佐证）材料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作为自动化技术领域的一个分支，

专注于培养学生在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自动化生产线安装

与调试和机器视觉技术应用的专业技能。工业机器人技术专

业毕业设计是学生毕业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旨在通过实践

项目，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综合运用基础

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升学

生就业、创业和创新能力，同时也是企业生产现场的新知识、

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产品、新方法有效溶入人才培

养过程。以下从毕业设计过程总结及佐证、选题分析、成绩

分析、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等五个部分进行分析。

一、毕业设计过程总结及佐证

随着工业 4.0 的推进和智能制造的发展，工业机器人技

术在制造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报告旨在对工业

机器人技术专业的毕业设计过程进行整体分析，包括选题分

析、成绩分析、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措施等方面，以期为未

来的毕业设计提供参考和指导。

1.题库建设

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专业知识积累，在校企指导教师共

同确认下，建立选题库，提供的选题范围内选择毕业设计题

目。选题内容分为产品设计类、方案设计类。共 200 道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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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设计类包括 PLC 控制系统产品设计类等，共 50 道。

其中，企业提供 15 道，包含基于 PLC 的 AGV 小车控制系统

设计与搭建等；教师自拟 30 道，包含无铅波峰焊机温度自

动控制系统设计与搭建等；学生自拟 5 道，包含智能防盗报

警装置的设计与制作等。

方案设计类包括 PLC 控制系统方案设计类、工业机器人

虚拟工作站方案设计类、机器视觉应用方案设计类、自动化

线数字孪生系统方案设计类等，共 150 道。其中，企业提供

45道，包含基于PLC的汽车装配流水线线控制系统方案设计、

基于 ABB 机器人码垛工艺搬运方案设计等；教师自拟 90 道，

包含基于 ABB 机器人的电机装配方案设计等；学生自拟 15

道，包含智能仓储控制系统虚拟调试方案设计等。

选题内容涵盖了 PLC 系统设计、视觉技术应用、数字孪

生与虚拟调试和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等多个领域，具有一定

的实用性和综合性。

2.选题论证及任务下达

选题论证在毕业学年的第一学期进行，具体时间会根据

学校的安排而定。例如，根据学院的安排，选题指导阶段安

排在 2023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15 日。

在选题论证过程中，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主研究和

教师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老师提供选题参考方向，并根

据学生顶岗实习岗位和毕业设计参考选题来指导并确定选

题。

在选题论证时，会确保选题紧密结合工业机器人技术专

业的人才培养定位。这意味着我的选题将与专业的核心能力

目标相匹配，如系统分析问题的能力、产品三维建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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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离线编程能力等。选题选题原则是能够使得学生能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从而强化理论知识与

实践技能的结合。

毕业设计任务下达需要在 2023 年 10 月 20 日前完成。

教师需要明确毕业设计的具体要求，包括设计内容、成果形

式、时间节点等。制定详细的任务书，包括设计目标、设计

方法、预期成果和进度安排。定期检查学生的进度，确保学

生按计划进行。

学生明确自己的设计任务和目标，制定个人的工作计划。

按照任务书的要求，开展文献调研、实验设计和数据收集等

工作。定期向指导老师汇报进度，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

3.过程指导

过程指导 2023 年 10 月 16 日—2024 年 3 月 25 日。教师

需要提供必要的学术指导和技术支持，帮助学生解决设计中

的问题。定期组织研讨会，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鼓

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其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学生积极

参与指导老师的研讨会，与同学交流心得和经验。及时向指

导老师反馈设计进展和遇到的问题，寻求帮助。保持积极主

动的学习态度，不断改进设计方法和策略。指导记录表中需

需要填写指导时间、指导地点和学生毕业设计正文中出现的

问题和建议修改意见。毕业设计评阅表中需要指导教师从学

生调研撰写、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评价。

4.成果答辩

成果答辩时间为 2024年 3月 26日—2024 年 6月 10日。

教师组织答辩小组，制定答辩流程和评分标准。指导学生准

备答辩材料，包括设计文档、PPT 和其他辅助材料。在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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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公正地评价学生的设计成果和答辩表现。学生需要

准备答辩材料，确保内容完整、逻辑清晰、表达准确。在答

辩过程中，清晰地展示自己的设计成果，回答评委的问题。

根据评委的反馈，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答辩记录表中需

要填写选题、答辩小组成员、答辩情况记录和答辩评语，并

最后给出答辩成绩。具体答辩流程如下：

1）答辩学生提前到达答辩地点（视情况可选择线腾讯

会议等软件开展线上答辩），按抽签顺序准备答辩。

2）答辩时间 15 分钟，前 10 分钟为自述部分，答辩学

生根据答辩汇报 PPT 介绍毕业设计概述、框架结构、重点亮

点、解决方案等相关内容并致谢。后 5 分钟为答辩老师提问

时间，一般不超过 3 个问题。

3）答辩结束后，学生礼貌致谢，离场。毕业设计是否

需要修改或补充记录内容，视情况而定。

5.资料整理

资料整理时间为 2024年 6月 16日—2024 年 6月 31日。

教师需要指导学生如何整理和归档设计资料，包括数据、

文献资料和设计成果。审核学生的资料整理工作，确保资料

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学生需要按照要求整理设计过程中的所

有资料，包括实验记录、数据、文献等。将整理好的资料进

行归档，确保资料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6.质量监控

质量监控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1 日—2024 年 7 月 20 日。

教师需要定期检查学生的毕业设计进度和质量，确保达到学

校和专业的标准。对学生的设计成果进行评估，提出改进建

议。监督学生的答辩过程，确保答辩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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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院在教师完成组织完成答辩评分后组织高级职称教师、

专业主任等骨干教师进行专业互查，学校层面在二级学院完

成互查后进行抽查。

二、选题分析

本专业共有 1 个毕业班，共 47 人。工业机器人教研室

拟定了毕业设计 2 大类的题目框架，组织学生进行选题。

1.选题类型分布

根据统计，本年度毕业学生均选择了方案设计大类。其

中选择为 PLC 控制系统方案设计类，人数为 28 人、其次也

有 18 人选择工业机器人虚拟工作站方案设计类。由于自动

化线数字孪生系统方案设计类难度和工作量较大，只有 1 人

选择。

2.选题难度分析

学生选题基本上根据自我意愿和擅长技术技能进行。方

案设计类中 PLC 控制系统方案设计类难度中等，此类题目主

要难点为学生对于西门子 1200 程序的编程、说明能力。工

业机器人虚拟工作站方案设计类主要难度为学生在使用

Robotstdio 软件中 smart 组建的建立、参数设置、逻辑设置

把控能力，综合难度中等偏上。自动线数字孪生系统方案设

计类因为不仅仅需要利用博图软件，还需要对 TCP服务器 UA

等网络设置和虚拟服务器等技术技能进行操作，属于难度较

高选题，只有极少学生能够完成。

3.选题的实用性

本次选题都是来源于生活实际、企业真实项目简化，对

于岗位能力针对性也较强，实用性较好。根据学生 24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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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岗位实习情况调研，大部分学生的岗位与毕业设计大类

都有极大相关性。

三、成绩分析

1.成绩分布

表 1 毕业设计成绩分布统计

毕业设计总人数 47 人

指导老师 指导人数 优秀（90 以上） 优良（80 以上） 一般（60 以上） 备注

夏晓谦 9 6 3 0

周丽婷 12 0 1 11

朱骏 6 0 1 5

廖泰然 8 2 6 0

李林星 4 0 0 4

钟水密 8 0 0 8

2.成绩与选题的关系

成绩的高低与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实践操作能力、

创新思维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密切相关。据数据分析，选择 PLC

控制系统方案设计类的平均成绩不超过 80 分。工业机器人

虚拟工作站方案设计类的平均成绩在 80 分-85 分之间。

四、存在的问题

1.理论与实践脱节

理论与实践脱节是指学生在设计过程中过分依赖书本

上的知识，而没有将这些知识与实际情境相结合，导致设计

方案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施。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学生缺乏

实践经验，或者没有意识到理论知识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

2.创新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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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不足意味着学生在设计过程中缺乏创造性思

维，无法提出新颖的设计方案或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这可能

是因为学生过于依赖传统的设计方法，或者缺乏对新趋势和

新技术的了解。

3.团队协作不充分

团队协作不充分是指在团队合作项目中，学生之间缺乏

有效的沟通和协作，这可能是由于沟通技巧不足、团队成员

之间的目标不一致或者缺乏团队合作的经验。

五、改进措施

1.加强实践教学

实习实训：与机器人制造企业或自动化生产线企业合作，

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

和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例如，学生可以在企业指导下完成

机器人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任务。

技能竞赛：鼓励学生参加工业机器人相关的技能竞赛，

如工业机器人系统应用编程技能赛项，通过竞赛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创新能力。

虚拟仿真实训：利用工业机器人技术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的资源，如 3D 虚拟仿真技术，模拟真实操作环境，让学生

在无风险的环境中进行操作训练。

2.培养创新思维

科研项目：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或企业的实际

项目，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培养创新思维。

创新竞赛：组织和鼓励学生参加创新设计竞赛，如机器

人设计大赛，让学生在设计和制作过程中发挥创新思维。

跨学科学习：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结合计算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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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机械工程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进行综合性的创新

项目。

3.强化团队协作

团队项目：在课程设计中加入团队合作的元素，如小组

合作完成一个工业机器人的编程和调试项目，培养学生的团

队协作精神。

小组讨论：在课堂上组织小组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学

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倾听他人的意见，并共同解决问题。

角色扮演和模拟游戏：通过角色扮演和模拟游戏，让学

生在模拟的团队环境中练习协作和决策。

附件：1. 10 份左右原始指导记录表佐证

2. 10 份左右原始评阅表佐证

3. 10 份左右原始答辩记录表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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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原始指导记录表（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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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原始评阅表（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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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原始答辩记录表（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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