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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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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单位名称：填写基地牵头单位完整名称。

2.学校标识码：可登录教育部官网或电话查询，网址：

https://hudong.moe.gov.cn/qgcrmd/。

3.项目主题词：指在标引和检索中用以表达项目主题的

词汇。比如“数字素养”“岗位实践”“教学能力”等。

4.项目起止时间：最早开始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3 日，

最晚结束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

5.培训天数：含报到和撤离时间，报到和撤离时间分别

不得超过 1 天。

6.培训学时：一般情况每半天不少于 3 学时，每学时 45

至 50 分钟。

7.培训地点：填至市级。多地（跨市）培训的应分别填

写，一般情况最多不超过 3 个。

8.培训费标准：不含师资费。

9.费用测算依据：培训类项目，重点说明“培训费标准”

和“师资费总计”的测算依据。非培训类项目，重点说明项

目成本测算依据及其合理性。

10.培训师资安排：重点说明拟邀请师资的数量、职称

结构，以及各自擅长的领域等（不需要写具体姓名）。

11.本申报书由国培基地牵头单位据实填写，共同体核

心成员单位应共同参与，基地牵头单位对《申报书》内容审

核确认、在封面加盖公章后上报。

12.申报书正文内容使用“仿宋_GB2312”字体、“五号”

字，字数应符合相关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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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学校标识码 4142012978

基地类型

□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

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参与此次项目申报的

基地核心成员单位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莱茵科斯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集团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

武汉惟景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智能制造单元数字化维护

项目主题词 智能制造单元，数字素养，岗位实践，教学能力

项目负责部门 机械工程学院

部门

负责人

姓名 蒋保涛 职务 机械工程学院院长

办公电话 027-87996608 手机电话 13016415496

项目

负责人

姓名 陈青艳 职务 专业负责人、副教授

办公电话 027-87996083 手机电话 19907123082

二、实施方案

培训对象 学校专兼职教师 □校长（书记） □行政管理人员 □其他

对培训对象资质要求

主要培训对象为中高职、职教本科院校的机电设备类、自动化类的

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机电设备技术、机电一体

化技术、智能控制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等专业骨干教师。

计划培训人数 30 最低开班人数 15

项目开始时间 2025 年 4 月 21 日 项目截止时间 2025 年 4 月 25 日

培训天数 5 培训学时 40

培训地点一 湖北武汉 详细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光谷大道 117 号武汉

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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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地点二 ------ 详细地址 ------

项目总收费 10.05 万元 人均总费用 3350 元

培训费标准 550 元/人/天 师资费总计 1.8 万元

费用测算依据

序

号
名称

单

价

人

数

天

数
总价 备注

1
住宿

费
300 30 5 45000 学员在培训期间住宿费用

2
伙食

费
120 30 5 18000 学员在培训期间就餐费用

3
场地

费
30 30 5 4500

4
资料

费
200 30 1 6000

提供学员培训资料（文本和

电子资料）所需费用

5
交通

费
30 30 5 4500

学员交通费：用于接送及统

一组织的与培训有关考察、

调研等发生的交通支出。

6
其他

费用
30 30 5 4500

必要办公用品费、饮用水等

其他费用

合计 82500 550元/人/天，30人，5天

培训费包括学员住宿费为 300元/人/天，伙食费为 120元/人/天，场

地费 30元/人/天，资料费为 200元/人，交通费为 30元/人/天，其他

费用 30元/人/天。经测算，培训费用 2750元/人。

序

号
名称 单价

人

数

授课

时数

课时

小计
总价 备注

1 专家 1500 1 2 2 3000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

≤1500元/学时

2
教授/
正高工

1000 1 2 2 2000
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

人员≤1000元/学时

3
副教授

/高工
500 4 4 16 8000

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

人员≤500元/学时

4
讲师/
工程师

250 5 4 20 5000
中级技术职称专业人

员≤250元/学时

合计 40 18000

师资费用于聘请培训教师费用，计划聘请 1名专家、1名教授/正高

工、4名副教授/高工，5名讲师/工程师，共计 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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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经过调研，教师希望通过智能制造单元维护数字化素养技能培训，

提高数字化素养的技术技能与教学能力：基于数字化虚拟现实的智

能制造设备，提升数字化仿真调试、数字化加工、工业机器人应用

等技术技能，提升职业发展综合能力；通过案例分析、理实虚一体

化、教学示范，提升指导实践、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能力。

目标定位

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在线学习平台，强化教师数字素养能力提升；

落实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高学员师德践行能力、专业教学能力、

综合育人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实施数字化仿真的机器人操作编程、

数控机床操作、智能制造总控 PLC编程与设计、MES等任务，强化

学员智能制造单元生产试运行与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的能力。

培训师资安排

配备一支政治素质过硬、师德师风优良、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

丰富且相对稳定的培训专家团队，由教授、省市技术能手、市技能

大师、省青年岗位技术能手组成，培训团队成员参加省级以上职业

技能大赛裁判 12 人次.获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元宇宙数字化技术创新

大赛一等奖，近三年指导学生参加市级以上技能竞赛获奖 100余项。

内容设计

培训项目采用线上线下混合的专家授课、名师引领、项目实践、案

例分享等形式，以任务驱动、典型案例、模块/项目教学为主要载体

科学设计培训内容，规划三个培训模块；核心数字化素养提升的智

能制造认知、零件数字化设计与加工、工业机器人编程、PLC 基本

技术、智能制造单元设备通讯、生产管理系统项目 6 项；通过开展

教学研讨，总结与分析数字化素养提升培训成果，提升职业院校教

师智能制造数字化素养、强化专业技能和教学能力。

特色亮点

1职教导向、理实一体。

培训内容强化数字化素养，设计三大课程模块，融合智能制造六大

数字化素养能力；

2名师引领、双师训育。

强化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性；双师训育职业教育改革重点任务实践

和数字赋能；

3案例分析、任务驱动。

案例分析设计内容，任务驱动完成智能制造单元实践技能。

4训中启思，训后跟踪

预期效果

从培训需求分析、内容设计、实施策略、评价及考核等环节实施项

目，融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提升智能制造领域技术技能水平及

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能力，共建智能制造数字化课程体系，提高智

能制造专业综合育人能力。

设施设备支持

建有武汉市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平台，仿真教室 17间，智能制造单元

和工业机器人数字孪生系统各 40套、工业 4.0综合实训系统 8套，

智能制造生产线 5条，武软 E学堂、智慧职教 10多个在线平台，课

程资源 285项。

生活保障

住宿拟安排在设施齐全，学校附近的九通海源、武汉光谷君、格雷

斯等酒店；提供全天餐饮，早餐安排在酒店，中餐、晚餐在学校食

堂；培训期间提供车辆接送服务，保证出行顺畅和保障培训高效运

转和正常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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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安

排

阶段 模块 课程 学时 内容要点 培训方式
授课教师

职称

第一阶段

基本数字化

素养提升

项目一

数字化转型背景

职业教育专业教

学资源库建设

数字化转型

背景职业教

育专业教学

资源库建设

4

1. 国家专业资源库项目现状和问题

2. 资源库 V2.0建设的技术赋能

3.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及持续技术更新

4.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策略

线上线下相结

合+名师引领
专家、教授

第二阶段

核心数字化

素养提升

项目二

智能制造认知

数字化

技术基础
2 1. 智能制造概念与主要应用

2. 典型智能制造单元各模块功能作用

线下+名师引

领+项目实践

高级工程师、

副教授、技师

项目三

零件数字化设

计与加工

数字化加工 4

1. 数字化加工软件基本讲解，绘图指令使用，建

模工程各模块的使用

2. 刀路编制，刀路模拟仿真，后处理的使用

3. 现场上机加工程序编制

线下+案例分

享+项目实践

高级工程师、工程

师、技师

项目四

工业机器人编程

工业机器人

仿真操作
6 1.工业机器人示教器编程

2.工业机器人编程实践

线下+案例分

享+项目实践
讲师、技师

项目五

PLC组态与基本

控制方法

电气

控制技术
8

1. PLC功能模块指令讲解

2. HMI设置数控机床自动门控制

3. HMI设置数控机床卡盘控制

线下+案例分

享+项目实践

高级工程师、副教

授、高级技师

项目六

智能制造单元设
备通讯连接

网络

控制技术
8

1. PLC与机器人通讯与连接

2. PLC与RFID通讯与连接

3. 通讯与调试实践

线下+案例分

享+项目实践

副教授、高级技

师、讲师

项目七

生产管理系统

数字化生产

管理系统
4

1. MES系统的联调和设置

2. MES软件生产运行操作与监控

3. 产线联调操作

线下+案例分

享+项目实践

高级工程师、副教

授、高级技师

第三阶段

总结与分析
考核、研讨分享

总结

研讨分享
4

1. 智能制造单元维护数字化素质提升实践考核

2. 智能制造专业建设、课程体系建设研讨分享

线下+案例分

享+项目实践

高级工程师、副教

授、高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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