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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当今社情进行机械行业的简要分析，结合岗位需求及废

旧机床现状体现机床再制造的意义。以机床再制造技术课程的设计与实

施为载体，主要阐述课程有效性与项目设置之间的关系，通过机床再制

造流程为例进行具体的项目设置与实施，来达到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

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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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机械行业的现状，机床再制
造技术已经被更多的中小微企业以及应用型院校所认可。本着节
约资源、节约资金、培养紧跟社会需求人才为原则，机床再制造
是让旧的机器设备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的过程。它以旧的机床为毛
坯，采用专门的工艺和技术，在原有制造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新的
制造，而且重新制造出来的产品无论是性能还是质量都不亚于原
先的新品。通过再制造，旧的机床可以发挥出新的作用。同时，
机电类的学生也能从传统意义上的机床操作、设备检修、工艺员
等相关岗位，变为机电行业的全面人才。 

机床再制造技术已经被提及了一段时间，并且原有意义上的
机床检测与维修属于其中的一部分，岗位所需技能也是通过从事
该岗位之后进行的技能培训。因此，开设机床再制造技术课程是
将实践过程与理论知识相融合，变原有的教育性传递为经验性积
累，同时将课程进行开发，对实践过程进行总结与提升。 

一、课程定位 
机床再制造技术主要包含了机床的大修及普通机床的数控

升级改造两个方面。同时，在进行机床再制造过程中从设计到分
析、制造、装配、调试等环节所需求的岗位及能力是不同的。因
此，首先应对机床再制造能力进行划分。 

在电气维修方面要进行机床电气控制系统的调试与维修、机
床功能部件的调整与维修、机床整机调试与维修。在机械维修方
面则要进行基础件的维修与加工、标准件的检测与更换。在升级
改造方面则要进行相应环节的基础设计并进行可行性的分析。根
据目前不同层次的教学阶段，对机床再制造过程中所侧重的能力
点进行区分。 

例如，对于中职类的学生，在专业技能方面需要具备机械加
工能力，在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中则需要掌握相应的识图、机床
操作、零件测量等理论知识。对于高职类的学生，要在机械加工
的专业技能基础上，还要具备机床大修的能力，以及相应的理论
知识点。在本科阶段，则需要在前两项专业技能的基础上，突出
升级改造的能力以及相应的理论支撑。而在研究生阶段，则需要
更高层次的专业技能和理论知识。 

因此，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递进的，
专业技能所侧重的方向是有所不同的，而通用技能和职业态度是
相同的。本门课程开设在应用型本科阶段，就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设计分析及维修能力，以及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二、课程有效性分析 
所谓课程有效性，是指课程在实施过程中，教师能够充分驾

驭课堂，学生能够在高效率中掌握应当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因此，
想要提高课程的有效性，应当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1、明
确教学目标，结合课程标准对每节课的知识点和能力点进行引
入；2、进行学情分析，了解学生已学专业课掌握的情况，并对
学生的性格特点进行分析，划分学习团队；3、进行课程设计，
针对以上两点进行课程的设计，采用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教学
方式。 

因此，课程的有效性关键在于教师如何进行课程的设计与实
施。结合工程项目进行课程的开发，以项目为载体学生易于接受，

同时体现出了理实一体的课程实施原则。 
三、课程项目设置 
结合机床再制造流程进行项目设置。 
机床再制造环节的流程主要有以下六部：即机床解体，机械

零件检修，机械结构改造，机床装配，机电联调，外观包装。针
对每一个部分进行相应的任务提取，每一流程的内部基于工作过
程系统化进行。 

根据每个环节具体实施的过程，制定相应的任务计划统计
表，每个流程所涉及的知识点与能力点的不同所设置的项目具有
针对性。 

以其中流程 3-机械结构改造为例，该流程主要进行的环节
为：基础件（导轨等）表面处理，调机床水平；配合面（各滑动
面、移置面、把合面）刮研、调整精度。因此，在任务分解时根
据实施的过程进行项目设置。制定相应的项目任务书，主要包括：
床身部件修理，溜板部件修理，刀架部件修理，箱体部件修理，
尾座部件修理。 

在每一部分的项目设置中，首先要有该项目的具体描述，让
学生对整体流程有初步的认识；之后要制定该项目的再现标准、
表现标准、职业素质，体现出相应的知识、态度和技能的侧重点；
同时在每个项目设置中要涵盖具体的子项目实施内容及环节，刀
架部件修理中就要包括刀架的运动原理，电气环节的检修和机械
部分的检测与维修。并且要对每一部分的知识点和技能点的掌握
做出相应的知识体系框架和实习（实训）指导书。 

在以上五个部件的修理过程中，其中，刮研作为部件修理中
比较重要的环节，按照其工作过程为例。在床身部件修理中，进
行的是水平面刮研；到溜板部件修理中，进行的则是燕尾导轨面
的刮研；再到刀架部件修理中，进行底板和凸台的刮研；最后在
箱体部件修理中，进行配合导轨面的刮研。实施环节中，专业技
能是从易到难的。同时还有相应的计算、检测等环节也是逐渐提
升的。因此在工作任务实施过程中，重复的是工作过程，递进的
是知识和技能。 

按照项目设置的具体设计环节，在流程 1-机床解体中，需
要包括修前检查，机床电气部分拆卸，机床零部件的解体；流程
2-零件检修，包括基础部件的机械加工和易损件测绘，标准件更
换；流程 4-机床装配，包括机械部件的装配和电气元件、电气
柜的装配；流程 5-机电联调，包括机械精度的调试，机、电、
液联机调试和试切；流程 6-外观包装，包括机、电、液功能、
外观检验的总检。 

四、课程实施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只有以真实的工程项目为载体，进行每

个环节的项目设置，才能体现出课程的有效性，达到本门课程教
学效果的同时还能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提取任务、实践操作等
能力。 

按照项目的特点，采取以赛促学的方式，结合机床再制造技
术的特点，对于大的项目进行比赛的方案，学生通过完成项目的
比赛，对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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