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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信息化技术把工匠精神融入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

教学 
程默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摘要：文章以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融入工匠精神意义为切入点，分析课程教学目标为设计与编制工艺规程能力、比较与认证
工艺方案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以此为基础，提出课程教学措施，从而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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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加大力度调整高等工程教育的层次与结构，探索

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新兴工程人才，从事新
产品、新工艺、新设备的研制、开发、设计及生产一线制造。而机
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包含金属热加工、工程材料
等内容，具有综合性、广泛性特点，面对新时期人才培养要求，应
当合理应用信息技术，课程中融入工匠精神，从而提高学生职业能
力。 

1.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融入工匠精神意义 

我国科技发展及社会进程推进，促使机械制造成为国家实力综
合衡量的评价标准之一，政府提出“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呼唤
工匠精神，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十分注重实践专业，日常教学需
融入工匠精神理念，以此增强学生职业意识，明确机械行业发展需
以基础切入，培养工匠精神，持续努力，锻炼个人技能。该课程目
标要求如下： 

1.1 设计与编制工艺规程能力。学生需结合机械加工零件的精
度、制度等方面需求，按照现场材料、环境条件，利用机械制造知
识与理论，保证学生能够选择科学的加工工具、材料和方法，根据
工艺参数、设备及技术要求等，综合制定零件加工规程，保证规程
可行性强。 

1.2 比较与认证工艺方案能力。学生可正确认知、把握方案多
样性与灵活性特点，工艺规程设计及装备使用中，需结合实际考虑
制造方式特点及原理，协调机械加工成本及指标要求，优化制造方
案，服务于生产。 

1.3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学生能够独立开展有关机械制造技术
的工作，掌握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问题解决方法、原则、技巧与步骤，
严格落实技术标准、工艺规程等，遵守职业道德、职业操守，熟悉
有关工艺装备性能调试、操作使用、故障诊断及工况监控的技术要
点，对技术问题提出合理意见。 

2.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运用信息化技术融入工匠精神的

教学措施 

2.1 整合信息资源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面向专业学生，遵循由单一至综合、由

简至难的设计原则，对课程内容模块精心设计，开发适用于全部学
者的开放课程，补充基础知识，还要加强综合锻炼，明确设计每个
机械产品背后，均包含设计者卓越追求、点滴汗水及精益求精的精
神，需将工匠精神的创新、精益、敬业、专著等内容，渗透至教学
资源中，增设“创新拓展模块”、“综合实践模块”，不仅需根据技
能点、知识点设计动画、视频、微课辅助学习，还要增加 3D 打印
DIY 环节，结合优秀案例融入微课，教学资源每个环节均融入工匠
精神，且将各项课程内容串联，选择综合性强、常见的设备为载体，
减少“信息孤岛”，还也要根据企业、社会发展下的技术、工艺变
化不断更新。例如，“曲柄摇杆机构”教学中，载体可从原本的缝
纫机转变成飞机起落架机构，将课程资源颗粒化，分解为技能点、
知识点，之后利用 3D 打印方式，输出技能、知识成果，使得学生
脑海能够形成具象化、连贯性知识结构。 

2.2 创新教学方法 
在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教学中，采取视听同步的信息教学模

式，需在课程融入工匠精神，保证教师教学中，能够提高学生专业
知识的同时，增强学生精益求精、敬业专业、一丝不苟的意识。因
此，教师可利用信息技术，将板书、多媒体、工程实例相结合，潜
移默化间影响学生，培育其工匠精神，通过影像资料展示技术发展
及国家政策，提高学生国家荣誉感、政治意识及工匠精神。具体如
下： 

（1）启发式教学。教师可采取设问方式，根据步骤利用机械
制造技术基础课程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在专业教学内融入专业知
识。例如，装配方法教学中，引导学生构建装配尺寸链概念，明确
装配尺寸链方法、上下偏差之间的关系，选择修配法、互换法、调
整法、选择法等方式求解，对比分析求解结果，将结果对照工匠精
神内涵进行说明，不仅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导其主动思考，寻找
不同情况下装配最佳方法，培养卓越追求素养和能力。 

（2）案例式教学。课程教学中，需引入工程实例，调动学生
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分析、解决问题。例如，零件加工工艺教学中，
可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展示零件图纸，引导学生分析零件工艺，采取
分组质疑与分组答辩方式，鼓励学生自行进行原因分析，掌握理论
知识，且学习零件加工中，可引入工程实例、生活实例及国内外发
展技术，增强学生认知能力。 

（3）类比法教学。教师教学采取信息化方式，为学生将微型
化的重型加工设备、细微结构设备展示出来，对比国内外不同阶段
产品及制造水平，加强学生理解所学知识，深化民族、国家意识，
培养爱国热情。 

2.3 打造教学团队 
在课程教学中，融入工匠精神需合理应用信息技术，应当强化

师资建设，部分学校初期打造教师团队中，通常侧重于理论教师，
导致学生拥有扎实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却不符合规定需求，未能内
化知识，对个人发展造成影响。因此，学校为转变该情况，可尝试
打造高水平“双师团队”，教师不仅需拥有丰富基础知识，还要提
高实践水平，保证教学满足学生需求。例如，学校可和企业合作，
定期了解行业发展，明确技术进步，获得技术信息融入教学活动，
调整教学方法，推动学生融入课堂，边学习知识边实践，还能招聘
专业水平高的学者，引导其参与师资团队，为教师团队注入新鲜血
液，保证工匠精神融入课程中，提高学生培养质量。 

3.结语 

综上所述，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授课中，过于注重理论知识，
导致学生尽管拥有较高知识水平，实践应用能力却有所不足，对后
续企业就职、个人发展造成影响。因此，课程教学中，应通过整合
信息资源、创新教学方法、打造教学团队的方式，明确工匠精神理
念价值，合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综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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