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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技术课程“课中厂”教学实践研究 
单晓坤 

（吉林化工学院  吉林  吉林  132022）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机械制造技术“课中厂”教学改革开展过程，为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融入工匠精神课程思政与专业课有机

结合奠定理论实践基础。机械制造技术课程教学中需要对学生工匠精神职业道德素养、职业能力、职业态度等方面意识形态进行培

养。以适应目前高职制造类学科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新时代职业人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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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技术课程作为高职院校制造类专业的一门职业核心

能力课程在教学中融入工匠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其课程体系的构建

是工匠精神培养的途径。在教学实践中需要将工匠精神进行内化，

贯穿于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本文主要研究课程在学院教学改革实施

过程。全体课题组成员群策群力、进行大量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取

得了课题研究的阶段性进展。 

一、课题组通过参加学术研讨会议和企业调研走访，确定
了“融入工匠精神”教学改革课程内容和收集了企业零件加工
实例。  

课题组教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 2019 年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

源库建设工作研讨会，课题组认真学习了本次教学资源库研讨会深

入校企合作、突出标准引领、提升服务能力的会议精神；课题组利

用教师顶岗实践的机会对相关机械加工企业公司进行了调研，并利

用此次机会与企业员工进行了深入交流，了解到企业对高职制造专

业学生的需求目标；暑假课题组教师通过网络和电话访谈的形式对

制造专业部分顶岗实习学生进行了所在福建、大连企业的基本概

况、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的了解，调查研究顶岗实习公司机械制造

零件产品类型，及时了解当前制造技术的先进发展动向。课题组通

过学术研讨会交流、企业调研，结合本校实验实训设备现状，将数

控加工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内容引入课堂教学，适时适当加入学

科前沿知识，确定了融入工匠精神机械制造技术课程“课中厂”的

教学项目实例。 

二、教学研究课题组通过查找资料、学情分析，确定了教
学改革新教材使用。 

课题组教师首先分析了近三年机械制造技术课程学生过程考

核情况，与相关专业课教师开展了教学授课的经验交流，再根据本

课题的研究目的在于工匠精神的培养过程中专业课程的构建与知

识载体的结合。课题组教师对目前出版的多种机械制造与自动化高

职《机械制造技术》教材进行了深入研讨比对，教学改革课题组为

本学期开课的制造专业学生选择了更加适合工匠精神培养落实的

课程教材。 

三、教学研究课程组开展融入工匠精神“课中厂”项目教
学资料内容设计及编写，课程组组长负责课题的深入研究及教
学模式阶段首次实施。 

课题组根据前期调研结果优化课程教学改革，编写了课程教学

改革资料。重点是将工匠精神融入机械制造技术专业课程教学模式

里，创建出 “课中厂”教学设计方案，以教学项目为载体，在项

目与任务中培养学生的良好职业素养。教学项目载体的选择具有多

重性，能同时满足专业知识、职业能力、素养培养，构建改革课程

教学管理与评价，在学生学业成绩中适当增加职业素养、工匠精神

的考核相关内容。 

其中课题组长承担高职制造《机械制造技术》专业课，并在这

门课部分章节中采用了融入工匠精神的“课中厂”的教学模式首次

尝试。根据高职学生特点与企业需求、并结合课程组已编写的部分

项目教学内容以及本专业的最新技术与一线生产加工案例，制定出

了具体的“课中厂”教学项目方案。高职机械制造技术课堂教学采

用“课中厂”模式的最大创新在于课程的培养目标以岗位需求为导

向，课程的项目设计以岗位的工作环节为方向，课程的授课以企业

的生产加工为基础，课程的考核以企业的评价为参考，并将工匠精

神有效融入了本专业课的教学中。以实现对学生专业志趣的培养。 

目前本学期航空学院制造 18 级高职专业《机械制造技术》课

程采用了项目教学方法，并结合课题研究的教学方案已完成了 50%

授课任务，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通过本学期前十周的教学模式

阶段授课尝试，融入工匠精神的“课中厂”教学在实践教学方面的

优势已经初步凸显，在后续的教学过程中将会产生更大的作用。 

四、机械制造技术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课题组已编写了融入工匠精神“课中厂”高职机械制造技术教

学资料教学大纲及部分典型实例章节的讲义电子稿；本课题的研究

促进了教师的反思、教学方式的转变。为工匠精神融入机械制造技

术专业课程思政奠定了研究基础。 

五、教学改革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方法 
课题组首次开展机械制造技术“课中厂”教学改革，发现专业

课教师在融入工匠精神课程思政与专业课有机结合的理论高度上

有待进一步学习和提高。  

“课中厂”项目教学的典型教学情境的设计，理论与实践课时

如何合理分配需要课题组在第二阶段实践教学中进一步考虑。课程

组教师作为高职制造类专业中专业课程教师要加强学习工匠精神

的理论深度，教学中才能更好地对学生工匠精神职业道德素养、职

业能力、职业态度等方面意识形态进行言传身教。教学改革在第二

阶段的“课中厂”项目实践教学中应注重理论与实践课时的有机结

合，利用学习通平台实现智慧课堂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专业课

教师可以在后续研究阶段继续利用企业顶岗实践的机会参与到企

业中不仅能深入了解企业需求，还可以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水平，

为“课中厂”教学模式设计提供更全面的教学素材。 

结合以上机械制造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已完成研究进展和阶段

性成果情况，针对机械制造技术教学改革研究目标和前期教改制定

计划，课题组将继续开展后续融入工匠精神“课中厂”教学模式的

实践教学研究；通过开展可行性、操作性实践教学论证，进一步完

善课题研究中机械制造技术课程资料的教学改革设计内容。 

参考文献： 
[1] 王丽媛.高职院校中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必要性与可行

性研究探析 [J]. 职教论坛， 2014 （ 22 ）： 66-69. 

[2] 周亚.能力本位的高职院校课程改革路径及有效课堂教

学研究[J].中国职业教育技术，2017，（17）：93-96. 

[3]吴铁军. 基于工作过程的高职“机械制造技术”课程改

革[J]. 职教论坛，2012，（3）：5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