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简介

工业互联网与智能控制微专业是由能源与机械学院根据德州学

院微专业建设规划设立的，依托智能制造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充分发挥校企协同育人深度融

合、跨学科师资教育资源深度融合、小班化教学、个性化人才培养等

特色培养模式，面向国家战略和产业重大需求，面向社会各行业在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过程中对工业互联网与智能控制技术人才的需求，

构建工业互联网与智能控制相关岗位核心知识微体系，注重创新实践

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高质量、多元化的"工业互联网+

智能控制"复合型、创新性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

工业互联网与智能控制微专业面向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战略需

求和社会各行业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人才需求，以"

厚基础、重实践、促交叉、强能力、宽口径"为指导思想，使学生掌

握工业互联网与智能控制技术领域的基础知识、智能系统开发相关的

核心技术，具备国际视野和一定的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具有较强

的实践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可在工业互联网与智能控制相关

行业中从事科学研究、系统开发、工程设计、技术管理的创新性应用

型工程技术人才。

本微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工业互联网与智能控制技术的相关理论

和设计方法，进行工业互联网与智能控制技术的工程实践训练，使学

生具备以下三方面的能力。



（一）知识

1.理解和掌握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熟悉工业控制网络与安全防护技

术。

2.掌握 PLC 编程逻辑、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与编程、机器视觉系统设

计、工业大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

3.熟悉智能工厂、智慧物流等典型场景中的系统集成方案，了解工业

4.0 与“中国制造 2025”战略下的技术趋势。

（二）能力

1.能够独立完成 PLC 控制逻辑设计、工业机器人编程及多设备协同控

制，具备机器视觉系统开发能力，实现智能化生产监控。

2.熟练运用工业通信协议实现设备-云端数据交互，构建边缘计算与

云平台协同方案，能够基于工业大数据分析结果优化生产流程。

3.通过项目实践，掌握从需求分析到系统部署的全流程技术管理能力，

能够在设计中综合考虑工程伦理、成本控制与可持续发展要求。

（三）素养

1.具有良好的职业规范和个人团队意识。

2.具有较强的跨学科专业沟通能力。

3.具有国际化意识和终身学习能力。

4.具备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招生对象与招生计划

招生对象：2024 级、2023 级理工相关专业本科生

招生计划：40人



学期与学制

学制：2年

学期：4个学期，弹性学期 3-6 个学期

学分：20学分

学习证明

学生修满 20学分即完成本微专业学习，由学校统一发放微专业学

习证明。

微专业不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备注信息，不具

有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收费标准

微专业按学分收取学费，100 元/学分。

课程计划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考核方式 开设学期

工业控制网络 3 64 32 32 考查 3

PLC 高级应用编程 3 64 32 32 考查 3

工业机器人技术 3 64 32 32 考查 4

工业大数据分析 3 64 332 2 考查 4

机器视觉技术 2 48 316 2 考查 5

数字孪生技术 2 48 16 考32 查 5

工业互联网项目开发

实践
4 128 0 考128 查 6



课程简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简介

1

工业控制网络

本课程为工业互联网与智能控制微专业

的核心课程之一，旨在系统讲解工业控制网

络的架构、通信协议及安全防护技术，培养

学生设计、部署与维护工业控制网络系统的

能力。课程以“理论+实践+行业应用”为主

线，结合智能工厂、智慧能源等典型场景，

通过案例分析与实验操作，使学生掌握工业

控制网络在智能制造中的关键作用。

2

PLC 高级应用编程

本课程是工业互联网与智能控制微专业

的核心课程之一，旨在深化学生对可编程逻

辑控制器（PLC）技术的理解与应用能力，重

点培养复杂工业自动化系统的编程、调试与

优化能力。课程以“模块化编程+工业场景实

战”为主线，结合智能制造领域的实际需求，

通过案例与实验操作，使学生掌握 PLC 在高

端装备控制、智能产线集成等场景中的高级

应用技术。

3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本课程是工业互联网与智能控制微专业

的核心课程之一，旨在系统培养学生对工业

机器人技术的基础理论、编程控制及系统集

成能力。课程以“理论+实践+行业应用”为

主线，结合智能制造领域的实际需求，通过

案例与实验操作，使学生掌握工业机器人在

智能工厂、柔性产线等场景中的关键技术，

为培养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复合型技术人才

奠定基础。。

4

工业大数据分析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利用大数据技术解

决工业场景中复杂问题的能力。聚焦工业数

据的采集、存储、分析与可视化全流程，结

合智能制造、设备预测性维护、生产优化等

实际需求，通过案例与实验操作，使学生掌

握工业大数据分析的核心方法及工具链，为

工业 4.0时代的数据驱动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5

机器视觉技术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机器视觉技术

在工业检测、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理论与

应用能力。课程以“图像处理+深度学习+工

业应用”为主线，结合智能工厂、质量检测、

机器人引导等实际需求，通过案例与实验操

作，使学生掌握机器视觉系统的设计、开发

与优化技术，为智能制造领域的视觉感知与

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6

数字孪生技术

本课程是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数字孪生技

术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基础理

论与应用能力。课程以“建模+仿真+优化”

为主线，结合智能工厂、设备预测性维护、

生产优化等实际需求，通过案例与实验操作，

使学生掌握数字孪生系统的构建、仿真与优

化技术，为工业 4.0 时代的虚拟与现实融合

提供技术支撑。

7

工业互联网项目开发实践

本课程是工业互联网与智能控制微

专业的综合实践课程，旨在通过真实工业

场景下的项目开发，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工

业互联网、智能控制、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的实践能力。课程结合智能工厂、智慧物

流、设备预测性维护等实际需求，通过项

目实战，使学生掌握工业互联网系统的全

流程开发与部署能力，为工业 4.0 时代的

系统集成与创新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报名方式及选拔要求

招生条件：

对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领域有浓厚兴趣，有从事相关领域行

业就业意愿；综合素质较高，具有良好的沟通、学习和团队协作能力；

主修专业成绩良好，有一定的软、硬件开发基础或有学科竞赛/创新

创业比赛经验者优先。

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教务系统报名。

招生电话及联系方式：18315836298，张老师

说明：

其他要求参照德院政字[2022]65 号《德州学院微专业建设管理

办法》文件执行。



办法》文件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