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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理念在《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教学中的渗透：探索

与实践

陈晓昀 谢开泉*
梧州学院 广西梧州 543002

摘 要：绿色制造时代，经济社会急需奉行绿色理念、扎实理论基础、实践操作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工程素养厚实的机械

类专业技术绿色人才。作为机械类专业必修课《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现行的教学效果尚未适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绿色理念淡薄，卓越工程师紧缺，课程教学改革大势所趋。绿色发展背景下，厘清课程教学改革思路，明确课程教学改革目

标，构建以结果为导向的机械工程技术绿色人才培养体系，融入绿色理念，通过创新教学理念、拓展教学内容、加大实训力

度、更新实验设备、创新教学模式和完善学业评价等课程教学改革措施，促进大学生成为绿色制造时代机械类专业高阶技术

绿色人才，为中国制造和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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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iltration of green concept in the teaching of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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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green manufacturing,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ectors for mechanical professionals

who embrace green concepts, possess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practical operational abilitie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skills, and have a strong engineering literacy. A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mechanical majors,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e current teaching effectiveness has not yet met the requirement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green concept is weak, and there is a shortage of outstanding engineers, indicating the need for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Under the backdrop of green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ideological direction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define the goals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establish a result-oriented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for gree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integrate green concepts. Thi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innovative teaching concepts,
expanded teaching content, intensified practical training, updated experimental equipment,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ed academic assessment. Thes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aim to transform university students into high-level
green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the era of green manufacturing. This will provide talent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and industrial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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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绿色制造工程是《中国制造 2025》五大工程之一。作

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与绿色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新模式

和新业态，绿色制造已成为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科技竞争

的重要新兴领域[1]。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COP26 和 COP27 倡议“加速绿色转型”和“绿色行

动”，彰显了我国对绿色制造技术和绿色发展的坚定信心。

我国逐渐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制造业已成为国

家经济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机械制造技术作为制造业赖

以发展的技术基础，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机

械制造技术人才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培养学生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是应用型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核

心要义。《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作为机械类专业的重要课程，

是使大学生了解和掌握机械制造技术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基本技能和科学思维方法，其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获取和综

合运用机械制造技术的能力，为达到能够独立分析和解决工

程实践问题，开展新工艺、新技术打下坚实基础。21 世纪

以来，对机械专业人才的创新能力与实操能力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现行的机械专业人才尚未适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需求，绿色理念淡薄，卓越工程师紧缺，工科教育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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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迫在眉睫。融入绿色理念，是新工科背景下《机械制造技

术基础》课程改革和培养绿色制造技术人才之必须。

一、课程教学改革设想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侧重于机械制造技术实际问题解

决及其知识应用。课程内容分为理论课和实践（实训、案例、

实习）课两部分，始终把绿色理念嵌入课程教学中，从新设

计、新技术、新工艺等方面培养大学生对机械制造业的兴趣

和创造性。绿色技术尤其是绿色加工作为绿色制造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对其影响极其重大。在课程教学中，融入绿色

理念，打破传统加工思路，创造出绿色加工的好方法。真正

理解和掌握绿色加工技术的真正意义及其实际操作能力，以

达到节约材料、提高效率、减少污染的绿色加工目的和培养

绿色人才的目标。同时，课程思政引领，促使机械专业大学

生认识到，绿色制造既是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

的实际行动，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二、课程教学改革目标

在国外，通过机械类专业教育教学，要求工程师具备较

强的分析能力和实践能力、灵活应变能力与创造力、创新意

识与创新能力、专业知识与职业素养、沟通能力与商管技能、

领导才华与学习能力等未来工程师必备的品质[3]。在我国，

高阶性机械工程技术人才，是具备全局工程价值观、工程技

术现状分析与前沿发展趋势的研判力、传承传统优秀工程文

化与吸收世界先进工程文化的责任感和创造力等特质的卓

越工程师[4]。未来的工程师应拥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以

及多种技能，如创造力、灵活性、领导能力以及商业才智等

素养[5]。创新能力是卓越工程师的核心能力，绿色制造技术

能力是卓越工程师创新能力的具体体现。显然，全球经济绿

色发展大趋势下，《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教学改革目标，是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级工程技术绿色人才，成

为既有专业技能又有综合素养的卓越工程师。

三、课程教学改革途径

围绕大学生成为“理论实践型”卓越工程师和高层次机

械专业技术绿色人才这个主题，构建以结果为导向的高级工

程技术绿色人才培养体系，对中国西部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所二本院校的机械制造专业本科生进行了为期 1 个学年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教学改革具体实施情况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团队和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

3.1 创新教学理念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制造技术是制造业发展

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学习《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是

大学生获得制造技术的重要途径。树立“理论知识、专业技

能、职业素养”三位一体人才教育理念，积极探索把绿色理

念渗透到《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教学过程中，自始至终把先

进设计原理、绿色技术实践和绿色制造理念融入理论、实验、

实训、实习中，理论与实际无缝结合，是培养机械专业大学

生成为绿色人才的基础。目前，一些高校机械加工实践、实

训课程安排为金工实习,而《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理论课课

程分别在 2 个学期教学，导致大学生在学习理论课时与实验、

实训就有所脱节，教学效果欠佳。强调产教学融合，以学生

为根本，把实践、实验、实训课程融入到理论课程中，改革

一些高校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教学现象，改进传统的以知识

传授为中心的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新工科背景

下《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教学研究的新范式，促进教学

质量提升。

3.2 拓展教学内容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包括零件加工和装配、刀具

和夹具、机床等传统教材内容，其知识点涵盖了机械设计、

机械制图、材料、金工实训等基本知识。理论课结合实践环

节，更有利于调动大学生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的积极性。一方

面，增加涉及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非传统制造模式的知识，

以及《中国制造 2025》、绿色制造、绿色环保、“双碳”

目标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大学生保护生态环境、

节约资源能源的观念；另一方面，把信息技术、纳米技术、

数控技术、新材料、高性能机械、智能制造、人工智能、能

源，涉及到工程意识、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实验能力、设

计能力，以及绿色企业等方面的前沿理论、专业精神与实践

探索成果纳入教学内容，融会贯通到实践教学环节中。

例如，组织观看《中国制造》记录片经典片段，促使专

业知识点和思政教育无缝对接，激发大学生不负韶华、发奋

学习高新尖端绿色制造技术，培植其爱国情、强国志、报国

行的家国情怀素养；在《金属切削原理》章节中，融入特斯

拉车架精密铸造成型工艺原理、智能控制切削等先进技术内

容[6]；讲授《机床夹具设计原理》时，提醒大学生，传统的

零件制造方法已被现代化、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或加工手段



机械工程 5 卷 5 期

ISSN: 2661-3530(Print); 2661-3549(Online)

160

所替代，引导大学生树立先进制造意识和绿色设计理念，充

分运用绿色技术，考虑产品生命周期绿色环保、节能低耗、

循环利用等问题，强调使用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新型设

计方法。

3.3 加大实训力度

遵照“实基础，知工艺，强操作，重能力，能创新，会

管理”的人才培养要求，创新“基础培育、能力培育、实践

培育、协同培育”人才培养模式，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理论之精华，相应增加实践、实训教学，鼓励大学生动手操

作、精熟技能，使学生能从产品加工质量、生产效率和经济

性三方面综合分析解决技术问题[7]，培养大学生理实一体化

运用的能力，以解决机械制造工程技术的实际问题。《机械

制造技术基础》教学中，需配备绿色金工实习实验室，为大

学生提供机械加工技术实验、实训所需的基础加工设备、零

件和场地。通过不断强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实基重能、

学训嵌融、赛创提升”的教学模式，增强技术质量意识、职

业责任素质和专业胜任能力。通过与当地企业单位签订校企

合作战略协议，建立了“政校企协同育人基地”，为丰富《机

械制造技术基础》教学实训提供了良好的硬件基础和双师型

教师培育平台，进一步丰富了“厂中设校、协同育人”专业

地方办学特色内涵。

3.4 创新教学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采用“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

模式，对用语言较难表达知识点，通过制作动漫画、教学录

像、微课、视频、教学案例等多媒体方式进行授课，易于调

动了大学生学习动机和积极性。对于实际加工技术较危险的

实验、实训操作，可采用数控仿真实验共享平台进行授课。

在教学中，结合虚拟、互联网、云技术等现代化绿色教育教

学手段，不断拓宽知识传授渠道，构建虚实结合、线上线下

的优势互补教学模式。进一步强化大学生对机械制造技术的

绿色理念、工程意识的感性认知和实践体验，切实提升大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工程能力及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如图 1 所示。

图 1 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的贯通

3.5 完善学业评价

课程学业评价是检查和衡量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抓

手和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大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体

现，也反映在课程教学评价中。良好有序的课程学业评价，

对课程教学及其师生起到诊断、激励、鞭策和促进的作用。

现行的《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学业评价，大多仍停留在课程

理论知识考点上，尤其缺乏“对学生学习热情、学习兴趣、

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维度的教学过程综合

评价”
［8］，直接导致大学生学习的成就感不足，能力提升

不够显著。因此，改革传统的“出勤+作业+考试”的考核

评价模式，实行综合评价方式，需要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

性考核有机结合机制。注重增值性评价和培优性评价，把控

多方面结果评价。评价理念上，由学习成绩转向学习能力、

从知识技能转向实践创新；评价方式及评分上，学习态度（出

勤、课堂互动、实验实训实习表现等）10%、团队精神（小

组任务）10%、技能竞赛 10%、课程思政采取线下线上（视

频）学习 10%、实践能力（实验报告、调研报告、社会实践、

学习报告、项目研究等）20%、期末考试 40%等多元化结合。

四、结语

绿色发展理念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绿色教育是一种焕

发学生生命力的教育[9]。把绿色理念渗透入课程教学全过程，

是绿色教育的创新范式。《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是机械

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的必修课程。绿色发展背景下，企业

急需创新型高级工程技术绿色人才。《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课程教学改革，要紧跟绿色发展和新工科建设的时代步伐，

把绿色理念尤其是绿色加工技术，通过理论知识传授、实验

实践、实训实习，融入到全过程课程教学中，创新教学理念，

拓展教学内容，加大实训力度，更新实验设备，创新教学模

式，优化教学团队，完善学业评价，培养绿色制造时代机械

类专业高阶技术人才，为中国制造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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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人才支撑与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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