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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主要围绕高职院校机械制造专业的教学改革工作进行叙述，

具体从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时间教学工作的开展、先进教学方式的探

索以及教师队伍的建设等四个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将学生的专业实力

提升作为最终目标，不断推动高职院校机械制造专业的教学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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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内的各项事业

也都不断发展，其中我国在机械制造行业和领域方面也取得了重
大进展，为了给行业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应用型人才，高等职业
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一部分，也应当做出努力。其中主要可以从
机械制造专业实力入手，通过教学改革不断创新教学的模式和方
法，为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二、注重高职院校机械制造专业的课程体系构建 
2.1 课程体系的构建 
在很多高职学校机械制造专业的课程体系呈现出很多不合

理性，其中课程内容存在不合理，课程内容在设置上过于单一，
没有将知识结构、实践能力以及综合素养进行深入结合，使得学
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受到了限制。为了应对社会行业发展的新趋
势，高职院校也应该利用对机械制造专业课程体系的调整和构
建，不断满足社会行业对于人才的需要。在具体的构建中，需要
相关人员从专业课程体系和具体课程设置两方面入手，不断提升
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1]。 

在构建职业教学课程体系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可以充分发
挥现代化技术的作用，提高学生的技术掌握能力，满足高等职业
对于学生培养方面的要求。 

2.2 专业课程体系的完善 
机械制造专业一定不能脱离现代化的先进制造技术，在进行

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时候，相关人员也需要将行业领域和学生教
育相结合，不断缩小学校和行业之间的差距。具体可以通过大量
运用计算机辅助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需要相关人员将其
作为专业课程体系内部的重要内容[2]。 

2.3 具体课程设置要有重难点 
高职院校的相关人员需要联系自身的教育特点和目标，在遵

循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对课程建设进行创新。在具体课程设置上,
工作人员需要坚持合理有效的原则，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教学内
容，并且一定要划分课程的重难点，好让学生可以进行区分。 

三、注重高职院校机械制造专业的实践教学工作 
机械制造专业本身就需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将理论与实

践在基础教学中相结合，制定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模式，延长
实践教学的学时，这样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机械制造专业教
学的能力和水平。 

近几年来，现代加工技术不断发展和创新，相较于传统的加
工技术，它具有更加抽象的特点。所以，高职院校需要和社会需
要相结合，加大对机械制造专业实践基地的投资和建设力度，例
如多种实验室和实习场地，不断提升学生对于数控技术和 CAD
技术等多种技术的掌握能力[3]。 

四、注重高职院校机械制造专业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探索 
4.1 教学改革思想转变和教学质量提升 
高职院校在对机械制造专业进行改革创新的时候，一定要选

择或者制定一个具有特色且高效的教学改革思想，所有的教学目
标、内容等都需要体现该思想内容。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相关
人员既要注重知识，也需要充分结合实践，既要锻炼学生的思维，
也需要提升其动手能力，不断改善教学的质量。 

4.2 教学方法的实际创新和应用 
教师可以在教学之前设置一个典型的教学任务，根据不同的

任务进行教学内容、领域、目标以及具体时间的设置和规定，在
这个过程中也需要结合学生的理解和学习情况，不断提升教学方

法的科学性[4]。 
五、注重高职院校机械制造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 
受到传统挂念的影响，很多机械制造专业在一开始并不被人

看重，所以在该类专业上的优秀教师更是需要高职院校的相关人
员提高注意力，不断引进优秀教师，打造专业的师资队伍。由于
高职院校在治理力量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所以机械
制造专业学生的能力难以提升，为此，高职院校的工作人员需要
加强校内教师队伍的建设。 

加大对优秀教师的投入，积极开展招聘活动，引入优秀的教
育人才，这些都是提升教师队伍力量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还
应当围绕教师开展一系列培训活动，不断提升教师的能力。除此
之外，相关人员还需要在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注重专业带头
人的培养，也可以通过教师的梯度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工作的积
极性和效率。 

六、结束语 
文章将高职机械制造专业内部教学模式的创新作为叙述的

主要内容，面对行业社会对机械制造专业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
应当做好教学工作，提高对高职学生教学的重视，通过方式的创
新，不断提升教学水平，为社会和行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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