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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

预备技师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1．专业名称：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2．专业代码：0203-2

二、入学要求

已取得电工（三级）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者

二、修业年限和培养层次

1．修业年限：二年制

2．培养层次：预备技师

四、职业面向

序号 对应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专业技能方向

1 电工 电工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的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的技能人才。能胜任

电气控制设备的安装、调试、运行、维护、生产等工作任务，具

备较强的责任心，质量意识和安全意识，具备从事电气自动化设

备安装与维修必需的理论知识和职业能力；具备一定企业工作经

验，能对初、中、高级电气维修工人进行培训和指导；会独立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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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技术论文的电气维修高技能专门人才。取得预备技师职业资格

证书，具有职业生涯发展基础。

（二）培养规格

1．知识结构

（1）具有与本专业相适应的专业英语知识。

（2）具有常用电子元器件、集成器件的应用知识。

（3）具有传感器应用的基本知识。

（4）具有应用机械传动、液压与气动系统的基础知识。

（5）具有 PLC、变频器、触摸屏、单片机的应用知识。

（6）具有交流调速技术的应用知识。

（7）具有电气控制系统电气绘图与设计的知识。

（8）具有数控系统中检测系统、控制系统和伺服系统的知识。

（9）具有计算机接口、工业控制网络和自动化生产线的基础

知识。

（10）具有检修机械设备电气系统故障的相关知识。

（11）具有本职业的相关“四新”知识。

（12）具有生产管理和质量管理的基础知识。

（13）具有同本职业工种相关行业的基本知识。

2．能力结构

（1）通用能力

1）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适应电子技术

发展的能力。同时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写作能力、心

理承受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

2）具有一定的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能力，能培训和指导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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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初、中、高级技术工人进行生产活动。

（2）专业能力

1）能读懂电气控制系统原理图。

2）能读懂进口设备相关英文标牌及使用规范。

3）会测绘电气控制线路。

4）能根据工艺要求，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和电气接线图，并

能安装、调试和运行。

5）能安装、调试与检修数控车床电气控制系统。

6）能安装、调试与检修复杂机械设备的气动控制系统、液压

控制系统以及电气控制系统。

7）会编制电气设备大修工艺。

8）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根据企业的发展及需求改造

和革新原有设备。

3．素质结构（思想素质）

（1）具备中职毕业生应有的基本理论素质、文化素质（包括

政治素质、思想道德、文化修养和身体素质）；

（2）具有职业道德、职业行为、职业态度等职业素质；

（3）爱岗敬业，积极进取，实事求是，敢于创新，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团结协作精神；

（4）具有相应的文化科学知识，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基本理

论、基本技能，具有较快适应岗位实际工作的能力和素质，并能

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本专业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

（一）公共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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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必修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及要求 学时

1 体育与

健康
体育与健康

本课程帮助学生转变健康观念，

追求自我健康，制定自己的运动处方，

安全有效锻炼，坚持有养运动远离身

心疾病。学会预防处理，应对运动损

伤养成卫生习惯。

66

2 德育 职业道德与职业指导

依据《技工院校职业道德与职业指

导大纲》开设，课程引导学生了解职

业发展基本情况和企业对员工职业品

质的要求，把自身发展与企业、国家、

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规范自身的

职业行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自身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职业

精神；理解职业活动中职业态度、职

业形象、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基本

知识，从而端正职业态度，注重职业

形象，增强职业技能，提升职业素养。

主要内容包括“职业与成功”“职业

支点”“职业与企业”“职业的法律

保障”“职业生涯发展”。

66

2．选修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及要求 学时

1

通

用

职

业

素

质

信息检索与处理

本模块从“认识信息”、“检索信息”、

“处理信息”、“综合探究”等四个单元引

导学生学会根据具体情境进行信息检索、排

列、筛选和深入分析。信息检索主要指根据

预设目标，从网络、图书馆等渠道检索资料

并进行资料分类整理。重在信息检索和处理

的策略和技巧，以及这些策略和技巧在具体

情境中的综合运用方法。旨在提高学生的通

用职业能力（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处理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建

立信息意识、掌握信息知识、提升信息能力、

具备信息道德）。

26

创新创业

指导与实训

本模块从“创业与创业精神”、“创业

机会与商业模式”、“创业团队的组建”、

“创业计划书的撰写”、“创业项目的路演”、

“创业资金的动作”、“创办新企业”、“创

业者应具备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对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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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启发”等九个单元介绍创新思维方式、

创新方法、创新发明原理、系统生命周期预

测等，重在建立创新意识，对科学的创新方

法建立基本概念。

就业指导与实训

本模块对技校学生特点从“就业准备”、

“求职技巧”、“初入职场”等三个单元介

绍企业用人的基本要求、适应新时代的正确

就业观念，求职应聘实务，创业决策和制订

创业计划的方法以及创业注意事项。内容还

包括对就业创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解

析。使学生了解基本的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及

方法，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

价值观等；帮助学生提升基本的就业技巧，

如简历制作、面试技能等技能，同时提供就

业政策、就业信息等方面的指导； 帮助学生

做好初入职场的角色转换，了解就业权益保

护，以期更好地适应社会；最终旨在帮助技

校学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选择职业岗

位，促进学生顺利就业，提高学生未来职业

可持续发展力。

20

（二）专业课

1．专业基础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及要求 学时

1 技师理论
主要介绍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技师）相关

理论知识。
56

2．专业技能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及要求 学时

1 数控机床电气系统维修

本课程内容包括数控机床电气检修基础、

数控装置电气故障检修、数控机床 PLC 电气故

障检修、交流进给伺服系统电气故障检修、主

轴驱动系统电气故障检修、自动换刀装置电气

故障检修、辅助系统电气故障检修等相关内

容。

160

2 单片机控制系统的设

计、安装与调试

详细介绍了 AT89S52 单片机的硬件结构

和片内外围部件的工作原理，Keil C51 编程

基础知识，并从应用设计的角度介绍 AT89S52

单片机的各种常用的硬件接口设计，以及相应

的 Keil C51 接口驱动程序设计。能根据控制

要求设计单片机控制的系统电路，会运用

80

http://baike.baidu.com/item/AT89S51%E5%8D%95%E7%89%87%E6%9C%BA/127889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1%AC%E4%BB%B6%E6%8E%A5%E5%8F%A3/44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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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l 软件绘制电路原理图，制作印刷电路

板，会利用 Keil C51 软件编写源程序。

3 机床电气控制系统改造

主要内容包括会分析机床电气控制原理，

掌握机床电气改造方法，能完成机床的 PLC

电气改造，进行试车调试，会编制相关技术改

造工艺文件。

80

4 培训与管理

使学生具备对中、高级工进行实际操作指

导，掌握电气设备的检修管理，掌握电气设备

维修的质量管理。

60

5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装调

与维修

主要内容包括软件的安装和使用、功能指

令的学习和应用、人机界面组态软件的学习与

应用、典型控制实验的设计和程序编制、PLC
与变频器的应用、数据输入、输出及数据处理

程序的编制、模拟量的学习和应用、简单 PLC
的通信等。

120

6 电子电路调试与维修

主要学习掌握电子技术的基本理论，掌握

运算放大器的线性及非线性应用方法，掌握逻

辑函数的各种表示方法，卡诺图化简法并能熟

练使用集成门电路，掌握常用中规模集成电路

在组合逻辑电路与时序逻辑电路中的应用方

法，掌握脉冲波形发生的电路设计和 A/D，
D/A转换技术及应用，能运用所学电子技术知

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具备电子技术的综合应

用能力。

80

7 交直流传动及伺服系统

的调试与维修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交直流调速系统概

述、开环直流调速系统、单闭环直流调速系统

和双闭环调速系统等系统的工作原理、接线、

调试及故障排除等。掌握自动控制的基本原

理，掌握晶闸管直流调速系统技术基础知识，

掌握晶闸管--电动机直流调速系统分析及其

调试方法，熟悉晶闸管--电动机可逆直流调速

系统，了解全数字直流调速系统及其应用，熟

悉交流变频调速系统工作原理及控制方法，熟

悉脉宽调制型(SPWM) 变频调速系统工作原

理，掌握全数字式通用变频器的应用。

80

8 预备技师综合实训

能熟练掌握运用已学的电子、电力电子、

自控和 PLC控制技术，熟悉案例的技术指标

和主要技术参数，熟悉电气控制系统原理图，

熟悉系统各环节工作原理，掌握程序没计方

法，了解系统调试方法和步骤。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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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习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及要求 学时

1 校外工学交替岗位实习 到企业实际关于电气自动化设备知识 400

2 校外岗位实习
企业实际综合学习电气自动化设备维护

管理等知识
1080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基本要求

专业理论教学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允许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的

实际需要在规定的范围内适当调整，按实际情况调整课程开设顺序，

必须保证学生修完本方案确定的公共基础课程的必修内容和学时。

专业课学时一般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二，其中认知实习可安排在第

一学年，校外工学岗位实习安排在第二学年，岗位实习安排在第三学

年；技能鉴定实习安排在第四学年；根据技工院校部颁教学计划，原

则上学生岗位实习仍为一年，在确保学生实习总量的前提下，可根据

专业实际需要，集中或分阶段安排实习时间。

课程设置中开设选修课，其教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约为 10%。

（二）学时比例表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专业技能课

课程
公共基础

必修课

公共基础

选修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技能）

方向课

专业实践课

（实训实习课）

专业

选修课

课程类别 必修课 选修课 必修课 限选课 必修课 选修课

学时 132 0 56 772 1480 0

比例（%） 0.05 0 0.021 0.286 0.549 0

（三）教学时间分配表

高级工起点 2年制预备技师

学期 教学
复习

考试
军训

入学教育

（认识实习）

工学交替

岗位实习

岗位

实习

毕业

教育
机动 合计

一 17 2 1 20

二 6 2 1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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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 20

四 8 2 7 1 18

总计 31 6 1 10 27 1 76

八、教学保障

（一）师资队伍

建议课程配套的师资按照专业教学团队的形式进行组建，教师团队应

具备教育观念新、教学水平高、实践能力强、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专兼

结合、双师型结构，具有一体化课程教学组织实施能力。

（二）教学设施

1． 校内实训场地

校内实训场地应按照完成专业核心课程教学、满足“教、学、做”一

体化教学需要进行配置。专业实训室建设成集教学、生产、培训、技术服

务和职业技能鉴定五位一体的综合性教学生产基地。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实训基地情况一览表

序号 实训车间名称 面积（m2） 地点

1 电工一体化车间 600

A3-201

A3-202

A3-204

A3-205

2 电力电子实训室 150 A3-409B

3 三菱 PLC 控制实训室 300 A3-301

4 数控机床电气控制与维修实训室 150 A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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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级维修电工实训考核柜 150 A3-406

6 电工电子实训室 100 A3-409C

2．校外实训场地

根据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的条件要求和专业岗位实习岗位的安

排，校外实习基地应该能够提供足够的实习岗位，以充分满足教

学需要。

（三）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指便于学生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能够从外界获取的

各类软硬件资源，形成的教学资源库，包括网络资料、专业技术

资料、作业指导书、设备说明书、设备维修手册、设备使用手册、

传统教材以及引导学生学习和工作的工作页等。同时，为了提高

专业教学的开放性和充分利用专业优质教学资源，应将专业核心

课程建成网络课程，以便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下载相关资料进行

教学。网络课程包含电子教案、题库、在线测试、师生互动等内

容。

（四）教学方法

1．强化案例教学或项目教学，注重以任务引领型案例或项目

诱发学生兴趣，使学生在项目活动中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2．以学生为本，注重“教”与“学”的互动。通过设计典型

活动项目，由教师提出要求或示范，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让学生

在活动中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3．注重职业情景的创设，提高学生岗位适应能力。

4．教师必须重视实践，更新观念，为学生提供自主发展的时

间和空间，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努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

（五）学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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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课程考核与评价应突出能力考评原则，综合考虑国家

职业标准、企业岗位胜任力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等因素，将教学

过程中的形成性评价和基于企业工作任务的真实性评价相结合，

突出职业效度。

课程的考核应打破传统的单纯依靠笔试考核的方式，可采用

笔试、口试、实操、作品展示、成果汇报、演讲等多种方式进行。

强调过程考核和实际应用能力考核，包括平时考核和模块末期考

核，即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

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各类作业情况进行的评价，由学生自评成绩、

组内学生互评成绩和教师考评成绩三部分组成；总结性评价，是

在教学模块结束时，由职业技能鉴定部门、企业、学校共同完成

总结性考核，对学生整体技能情况的评价，考核的内容采用学生

未学过的、且与已学过的难度相近的任务作为考核评价的载体。

评价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结合课堂提问、现场操作、课后作业、模块考核等手段，

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考核，加强平时考核的力度，注重过程考

核。

(2)强调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方式的改

变。

(3)强调课程结束后，结合真实产品综合评价，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并注重考核学生所拥有的综合职业能力及水

平。

（六）质量管理

必修（考试课）课程按百分制考评，60 分为合格。必修课程

按教学计划学分标准计入毕业总学分。

选修（考查课）课程的评价方法，建议在教学中按学习任务

评分，各学习任务评价标准参照各课程标准，评定为优、良、及

格、不及格四个等级，并计入相应学分，作为该选修课程的考核



— 11—

成绩计入学籍档案，该课程各学习任务累计所修总学分数计入毕

业总学分。

九、毕业要求

1．知识结构

(1)具有与本专业相适应的专业英语知识。

(2)具有常用电子元器件、集成器件的应用知识。

(3)具有传感器应用的基本知识。

(4)具有应用机械传动、液压与气动系统的基础知识。

(5)具有 PLC、变频器、触摸屏、单片机的应用知识。

(6)具有交流调速技术的应用知识。

(7)具有电气控制系统电气绘图与设计的知识。

(8)具有数控系统中检测系统、控制系统和伺服系统的知识。

(9)具有计算机接口、工业控制网络和自动化生产线的基础

知识。

(10) 具有检修机械设备电气系统故障的相关知识。

(11) 具有本职业的相关“四新”知识。

(12) 具有生产管理和质量管理的基础知识。

(13) 具有同本职业工种相关行业的基本知识。

2．成绩及证书要求

(1)所修课程（包括实践教学）的成绩全部合格；

(2)参加岗位实习并成绩合格；

(3)取得电工（二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十、附录

教学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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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22 级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预备技师）专业

实施性教学计划

类别 序号 课程

学年 一 二
课时合

计
课时数%

教材名称与版

式本
考核方式 备注

学期 1 2 3 4 考查 考试

理论 理实 理论 理实 实践 实践 理论 理实

基础

课

周数 20 8 20 10

1 德育 2 2 2 66 0.024 √

2 体育 2 2 2 66 0.024 体育与健康 √

3 技师理论 4 4 56 0.021 √

专业

技能

课

1
数控机床电气

系统检修
8*20 160 0.059 √

2

单片机控制系

统设计、安装、

调试

4*20 80 0.030 √

3
机床电气系统

改造
4*20 80 0.030 √

4 培训与管理 3*20 60 0.022 √

5

可编程序控制

系统装调与维

修

6*20 120 0.044 √

6
电子电路调试

与维修
4*20 80 0.030 √

7

交直流传动及

伺服系统的调

试与维修

4*20 80 0.030 √

其他

1 机动 4 76 0.028

2
预备技师鉴定

训练
周数 4*28 112 0.042

3 班会与劳动 3 3 3 114 0.042

4 军训 周数 0

5 入学教育 周数 1*28 28 0.01

6 毕业设计 周数 1 40 0.015

7

校外岗位综合

实习（工学交

替）

周数 10 400 0.148

8 岗位实习 周数 20 7 1080 0.4

理论课时数 212 88 78 378 0.024

实践课时数 408 560 800 552 2320 0.024

周课时 31 31 40 31

每学期课程门数 2698 1

说明：1．本表为预备技师班实施性计划，参考高级工班安排；2．安全教育、禁毒教育每学年 20课时，具体安排在星期二下午第一节班会课和

星期五下午第三节班会课；形势教育、绿色教育等每学期安排 1次以上讲座。4．总课时=在校学习时数[38（学年周数）*31（周课时）*3（在校

年限）]+岗位实习课时数 5．劳动课安排在星期二下午第二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