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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床数控技术对课程思政实施方法的研究 
郭慧静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濮阳  457000） 

摘要：本文以《机床数控技术及应用》的教学内容为例，对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实施方法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任务驱动式教学
方式如何在高职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明确了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需求，为进一步深化专业课程思政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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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

要求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使各类课

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

效应，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要求课程思政建设在全国所有高

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工科专业以技能培养为主，根据课程内容的

特点，借助于蓝墨云班课、斯沃仿真加工软件等信息化手段，结合

学习强国、中国慕课、学银在线等网络资源，依据专业岗位需求，

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出发，设计了

“预教→学→练→评→拓”等环节的教学活动，充分体现了“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将职业素养和思政教育贯穿始

终。 

一、课程设置 

《机床数控技术及应用》属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

课程，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数控铣削、加工中心编程指令的应用、数

控仿真软件的操作、重点掌握中等复杂零件的数控编程与加工。学

生通过训练，能达到中、高级数控铣工、加工中心操作员的水平，

在机电专业课程体系中起重要的支撑作用。通过深入挖掘提炼数控

技术课堂中所蕴含的思政要素和德育功能，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

育的协同推进，让学生在培养精湛的机床数控编程与加工技能的同

时，树立“工匠精神”的观念，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团队协作、孜孜不倦”的职业素养，让课堂真正成为“传

道、授业、解惑”的育人阵地，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

大思政工作格局。 

二、教学设计 

1.学情分析 

本课程是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先导课程有《机械制图》、《机

械设计基础》、 

《机械 CAD/CAM》等，学生具备一定的识图、工艺安排、自

动编程等能力，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 
 

中职生源 40%左右 高中生源 60%左右 

知识 
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文化

基础薄弱 
专业知识欠缺 

能力 
专业兴趣较浓、动手能力强、信息化接受比较快，但对相关

数字化设计软件认识几乎为零，设计能力欠缺。 

素质 

思维活跃、动手欲望强，对加工、信息化教学等新鲜事物感

兴趣，自控能力差，部分学生线上主动学习意识不强，缺乏

创新意识和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 

2.教学目标 

依据课程标准、岗位需求及学情分析结果，从知识、技能、素

养和思政等方面确定了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学习过程中，要求学

生能够了解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具有支持国家自主研发

的爱国精神，追求匠心独运、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因此，在原有

知识目标、技能目标与素养目标相结合的基础上，创新课程思政，

将职业道德教育融入到课程建设中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

导思想，将家国情怀、爱国教育、工匠精神、职业素养等有效渗透，

基于“崇德尚技、笃学明理、开拓创新、勇于奉献”的课程目标。 

3.优化课程设置 

（1）基于岗位需求，构建教学情境 

结合课程特点和专业岗位实际需要，将各单元的内容构建了以

任务驱动为主线，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情境。 

（2）对应育人目标，细化考核方案 

本课程采用综合评价，评价安排在三个阶段，即课前有预习，

课中有表现， 

课后有实践和拓展，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考核方案 

 占比 评价内容 

课前 15% 

根据学生课前任务点的完成情况，参与讨论积极

性以及团队协作的精神进行评分，用以评价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 

平时 

成绩 
30% 

依据课堂练习、抢答、趣味、竞赛等活动的表现

综合小组互评、教师评价，统计每位学生的课堂

表现得分 课中 

训练 

项目 
40% 

综合考察学生对所学的运用能力，创新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等 

 课后 15% 
主要考察学生对零件加工分析、加工技能的掌握

及零件质量的控制 

（3）运用多方资源，多种手段，助力教学实施 

将蓝墨云班课的应用贯穿始终，实现线上线下无缝对接；利用

学习强国和中国慕课，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课外的自我拓

展；引导学生借助先进编程和仿真软件完成工艺设计、自动编程、

零件的仿真及加工，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为学生今后走进企

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4）疫情应对，停学不停课 

针对突发疫情，提前优选直播平台（钉钉直播），为线上教学

做准备。 

（5）与行业可持续发展对接，引入智能制造理念 

我国各行业智能制造不断发展，将智能制造融入教学，了解行

业领先技能，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爱国精神。 

（6）加强思政教育,构建“三全”育人体系 

充分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将教育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

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统一，构建“三全育人”体

系。 

三、教学实施过程 

1.总体实施过程 

以实际加工任务为载体，创造企业的工作情境，以学生为主体，

按照“抛出问题→教师引导→学生探索→解决问题”的主线，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每项任务的实施以“预→导→教→练→评-固”而

开展，对重难点内容闭环要求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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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总体流程设计 

2.课程思政实施方案 

在教学过程中，没有不带情感和价值观的教学，整个教学全过

程，都在传递教师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讲授专业知识的

同时，有意识的开展思政教育，润物无声的把价值塑造入脑入心，

这是课程思政的主要目标，也是主要实施方式。针对本课程主要教

学内容的课程思政实施方案如表 3 所示。 

表 3    课程思政实施方案 

项目

编号 

项目

名称 
项目内容 主要教学知识思政融入方案 

一 

数控

铣床/

加工

中心

的基

本操

作 

1．认识数控铣

床/加工中心； 

2．数控系统面

板操作； 

3．数控铣床/

加工中心手动

操作； 

4．数控程序输

入与编辑。 

1.在学习数控基本概念、数控机床的种

类、基本结构等知识时，通过企业工作

视频、车间概况等介绍，使学生对对数

控加工有一定的认识，融入思政点：爱

岗敬业、严谨的工作态度，培养基本的

职业素养。 

2.学生练习面板功能与用途、熟知安全操

作规程、掌握程序编辑方法时，通过视

频示范、教师操作示教和安全事故举例、

视频演示等方式融入思政点：学生感悟

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建立安全生产意识。

二 

铣削

平面

类零

件与

数控

仿真

加工 

1．平面铣削；

2．圆弧槽铣

削； 

3．台阶的铣

削； 

4．斯沃仿真软

件的使用； 

5．仿真加工实

例。 

1.在讲授数控编程的规则、常用指令、圆

弧加工指令编程方法、切削用量的选择

方法时，通过列举学生编程时出现的错

误示例图片，以及一些由于失误造成的

严重的撞刀等现象，融入思政点：精益

求精、一丝不苟、团队协作、不畏失败

的职业素养。 

2.通过实际加工演示，让学生掌握平面类

零件安装、校正及加工方法、圆弧槽的

加工方法、台阶的加工方法，提高学生

运用仿真软件加工零件能力。融入思政

点：先仿真后实操，认真、严谨，避免

和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 

铣削

轮廓

类零

件 

1．外轮廓铣

削； 

2．内轮廓铣

削； 

3．子程序加工

实例； 

4．轮廓铣削综

合实例。 

在学习刀具补偿功能、轮廓加工路线的

确定方法、Z 向进退刀方法、子程序编程

指令、加工中心自动换刀指令时，通过

技术发展的视频、学科发展史的介绍、

相关图片，结合创新实例，与实际加工

形成同向同行，融入思政点：吃苦耐劳

的职业素养、勇于创新、敬业乐业的工

作作风。 

四 
孔加

工 

1．钻孔、扩孔

与锪孔； 

2．铰孔； 

3．攻螺纹。 

在讲授孔加工固定循环概念与格式、孔

加工方法的选择、孔加工路线的确定等

内容时，就孔加工的发展历程以图片、

文献、视频等形式引入我国制造业的现

状，融入思政点：家国情怀、爱国教育，

支持国家自主研发，对制造业发展的正

确认识。使学生在掌握数控孔加工技能

的同时，具备分析和解决加工过程中出

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五 

铣削

特殊

零件 

1．坐标平移与

极坐标加工； 

2．坐标旋转加

工； 

3．坐标镜像加

工。 

通过实例加工方法的讨论与成功实例的

介绍进行渗入，让学生感受使用坐标平

移、极坐标、坐标旋转、坐标镜像和坐

标缩放指令的便捷和方法上的优化。融

入思政点：加工方式的优化、事半功倍

的效果、创新意识的培养。 

六 

中级

职业

技能

鉴定

应会

试题 

中级职业技能

鉴定应会试题

1、2、3。 

通过综合试题的分析和操作，将比赛要

求与技能考试要求贯穿其中，提高学生

中级工考试应试技能，提高实操中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技能培养、

持证上岗、敬业奉献等强化。融入思政

点：崇德尚技、笃学明理、勇于奉献的

职业精神。 

除了贯穿在教学专业知识中的思政内容，整个教学过程中思政

无处不在，教师的教学态度、学生的学习状态、看手机视频的启发、

玩游戏的感受、交友处事的态度、就业择业的方向、亲情爱情的培

养等等，事事处处时时都可以带领学生感悟人生。 

四、实施成效 

1.任务驱动，激发学习兴趣； 

2.线上线下结合，完善教学过程； 

3.以赛促学，提高学生综合技能； 

4.学以致用，提升学生自信与成就感； 

5.强化学生职业体验，完善职业精神评价。 

五、结语 

专业课程思政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常态化，专业课教师要充分研

读教学内容，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在专业知识教学中以“润物无声”

的形式进行思政引领，真正做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思政教育的

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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