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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程化高职院校《数控加工技术》实践教学设计
与实施

董树华

（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新疆 库尔勒 841000 ）

摘要：《数控加工技术》是高职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核心

课程之一，基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与要求，以及高职院校学生的

学习特点，对该课程进行工程化教学改革，并结合该课程的实际

教学设计特点，提出制定工程化实践教学目标，根据来源于企业

实际应用的加工任务开展工程化实践教学设计，设计六个工程企

业化实践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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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技术》不仅是数控专业学生学习必须学习的重要

科目，而且还与机械知识产生千丝万缕联系。我国越发注重机械

工业建设，职业院校加快、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使得企业

生产与实践教学更加紧密结合，以使学生更好地适应企业对产业

的需求。而《数控加工技术》课程实践性较强 ，以促使本课程实

践教学要与企业生产相结合，真正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中将此

知识真正运用在企业生产中，对此，我们有深刻认知，机械教学、

机械实践存在滞后性。针对这种教学情景，教师在意识此门课程

改革必要性的同时需要思考，原有教学内容中的合理、非合理成

分，如何让此内容转化为工程化实训项目。让课程实践有操作性，

提升高职生的实践力，让他们真正在此过程中获得综合素质提升。

同时，结合实际工程化学习实践任务，由浅入深进行能力培养，

引导学生快速、全面地学习。

一、工程化教学的特点

首先，工程化教学注重学生的学法，将学生的学习与未来职

业的发展相结合。其次，以工程化实践任务为主体，注重学生实

践目标的引领，注重学生实践技能的考核；以实践为主线，融入

企业化、工程化的管理、知识学习、技能训练、能力考核等。第

三，教师是工程化教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教师以企业管理者的

身份引导学生，学生以企业员工的身份进行自主学习、自主探究，

相互沟通、讨论，完成工程化实训实践任务，最后以企业考核的

形式完成对学生的评价与考核。并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学习、实践

的过程，进行反思总结。第四，在整个工程化教学实践中，教师

只是整个项目的组织引导者，而学生才是整个工程化教学的实践

者和参与者，让其每一位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

二、《数控加工技术》课程工程化教学设计

《数控加工技术》课程在数控机加工实训室进行，集中实践

实训 2 个月，为“1+X”数控车铣加工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做准备。

在工程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穿插理论知识的讲解与复习，重

点要让学生掌握实际加工操作技能。

工程化教学实践任务要与实际相连，实践项目来源于企业生

产一线的岗位加工任务。教师结合本课程的知识点、实训设备、

实训条件、实训人员素质、教师能力以及企业化生产实际要求等

情况，将课程设计为六大工程化工作项目和实践任务。经过教师

工程化设计后，各工作项目和实践任务都能体现和对照相应的课

程内容，不能超出现有的教学大纲，要与制定的本课程课程标准、

国家职业标准相适应。

整个工程 化教学设计重点包括工程化实践项目设计、工 程化

实践内容设计、工 程化实践目标设计、工程化实践进程设计、实

践所需工具材料设计、最终人员考核方案设计。

（一）工程化实践项目设计

1. 实践项目设计一：阶梯轴类零件车削加工

2. 实践项目设计二：曲面轴类零件车削加工

3. 实践项目设计三：轴套类零件车削加工

4. 实践项目设计四：平面凸廓类零件铣削加工

5. 实践项目设计五：平面型腔类零件铣削加工

6. 实践项目设计六：孔盘类零件铣削加工

（二）工程化实践内容设计

表 1　《数控加工技术》工程化实践内容设计

实践项目 实践内容 实践进程

 阶梯轴类零件

车削加工

传动轴、综合轴、锥度轴、径向直

槽轴、综合轴数控车削加工

24 学时

曲面轴类零件

车削加工

球头轴、手柄、模具心轴、螺纹圆

弧轴、曲面轴、螺纹轴、阀芯数控

车削加工

40 学时

轴套类零件车

削加工

圆头轴套、轴承套、螺母套、球头

套、锥孔套、喷嘴、成型辊数控车

削加工

24 学时

平面凸廓类零

件铣削加工

凸模、斜面、凸块、异形面、凸台

数控铣削加工

16 学时

 平面型腔类零

件铣削加工

凹模、凹槽、型面、型槽、落料板

数控铣削加工

16 学时

孔盘类零件铣

削加工

上下模座、固定板、螺纹孔、异形

孔数控铣削加工

16 学时

三、工程化实践目标设计

实践目标一，具有一定的数控铣床、车床能力；具有一定的

数控编程能力。实践目标二，学生具有一定的机械制造理论知识，

具有一定掌握设备的能力。实践目标三，学生可以选择相应工具

的参数，提升成品加工的精准度。实践目标四，学生需要具备加

工特殊零件的能力，具有选择工具的能力。实践目标五，学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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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掌握零件加工的类型以及注意点。实践目标六，学生在零件加

工中可以选择合适的位置。实践目标七，学生可以进行不同种类

零件的加工，比如，曲面零件、配合零件等。

通过学习，完成中等复杂程度的阶梯轴类、曲面轴类、轴套类、

平面凸廓类、平面型腔类、孔盘类零件的数控车削、铣削工艺设计、

程序编制、刀具选择、对刀、试切调整、参数设置、运行报警识

别处理、零件的数控加工及精度检测。

（一）工程化实践进程设计

实践进程总学时为 136 学时，每个工程化实践项目学时如表

1 所示。

（二）实践所需工具材料设计

工程化实践教学所使用的实训设备、工具、量具以及实训材

料都以实践内容清单要求为依据，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采

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形式来开展工程化实践教学。这样

可以极大地优化产业资源，使得学校与企业之间相互取长补短，

更好地培养适应未来职业工作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

（三）最终人员考核方案设计

工程化实践教学是以企业所生产加工的项目形式进行，从项

目设计、实施、生产、加工，到最后项目的检测、检查以及管理

都执行企业工程化的标准。所以，最终人员考核方案也要以企业

标准化为依据进行设计。

考核分为实践能力考核和综合表现考核，其中实践能力考核

占总分的 80%，综合表现考核占总分的 20%。即：实践能力考核

=20% 理论知识考试考核 +60% 工程化实践项目完成考核，其中，

理论知识考试考核是以最终考试成绩的百分制进行核算，工程化

实践项目完成考核是以项目完成报告、生产产品计件、产品质量、

加工用时以及工量具的损耗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

综合表现考核主要考核学生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服务能力，

团队协作的专业精神、爱岗敬业的奉献表现、解决问题的方法能

力以及规范操作的职业素养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

四、《数控加工技术》课程工程化教学实施

工程化实践教学是以工程化任务为主线，以提高实践技能为

目的，兼于工程企业化的管理、生产、加工以及考核，最终以培

养学生适应未来职业发展需求，提高学生未来适应能力和参与能

力的一种有效、标准化的教学与学习形式。

（一）教学情境的构建

工程化实践教学是以企业化的形式进行的。所以，首先要创

设教学情境，所有的教学实践都要模拟企业化的工作环境，让其

学生更好地融入企业化管理的工作状态中。其次，所有的工作管理、

生产加工、工作考核等都是以企业化为标准，所有实践学生都要

明确本次工程化实践教学的总体要求和安排。

（二）实践任务的准备

首先，根据本次工程化实践教学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优化

分组，从而能够调动每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次，教师要在课前准备好所有工程化实践教学所需材料，

主要包括整体工程化项目设计、工程化实践内容设计、工程化实

践任务书、工程化实践过程记录本、人员实践考核表、理论教学

所用素材、实训工具材料准备等。

（三）实践任务的分配

学生以小组为单元，领取工程化实践任务书，小组长依据任

务要求，明确、分解学习任务，尽可能地优化本组成员的任务，

从而达到所要达到的学习目标。

（四）实践计划的制定

各小组依据工程化实践任务书总体内容，每小组在小组长的

带领下，讨论制定、细化学习计划，分步、分条任务完成步骤，

明确任务所要达到的学习效果，确定、优化学习任务的开展、实

施方案。

（五）实践任务的实施

依据工程化实践任务书的整体内容，每小组参照本小组制定

的实践计划，以实践任务为核心，以实践能力为目的，进行实践

任务的实施，每小组要团结合作，以任务考核为要求，完成本次

工程化实践任务。

（六）实践任务的考核

每个实践任务都设有成果展示环节。工程任务完成后，每组

进行讲解展示工程化任务实施的整个情况。同时，小组成员、组

长和教师共同对实践任务完成情况、取得的成果、达到的效果，

进行自评、互评、教师评价，评价学生的实践任务完成情况、学

生整个任务中的表现情况以及学生项目参与程度和团队协作能力，

最终以分数的形式展现出来。

五、结语

综上所述，工程化实践教学方式，以企业化的模拟结构，让

其每一位学生都已企业管理者和操作者的形式，参与到整个实践

教学中，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整个

工程化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增强了学生学习热情和学习主动

性，也使得理论知识更好地融入实践操作中。同时，锻炼了小组

合作意识，团队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全面提升了学生多方面的

综合素质。

总的来说，工程化实践教学方式是一种值得尝试和推广的教

学方式，可以成为职业教育标准化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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