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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虚拟仿真技术在数控教学中的应用与探索 
——以数控车为例 

◆彭贤峰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浙江台州  318020） 

 
摘要：数控编程是一门专业技能很强的课程，是高校数控专业教学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数控教学与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人才培

养计划数控加工的特点，以数控车编程为例，提出了项目教学法与虚拟

仿真系统合一的实践教学模式。实践证明，学生在实际的虚拟仿真操作

中不仅激发了学习兴趣，而且提高综合工程实践能力，此项举措在实际

的教学和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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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随着各行业产品不断升级及零件的加工要求
越来越高，一些高效率、高精度和高度自动化的数控设备在加工
制造业中的应用比例正在逐步加大，而在加工过程中要避免过切
工件、损坏夹具甚至发生折断刀具、碰撞机床或产生人生伤害等
事故，因此虚拟仿真技术在数控加工中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这就
要求有高水平和技术经验丰富的操作者。基于此，我校落实国家
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精神，把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综合
起来融为一体，打破了传统教学二者相互割裂的界限，很好地解
决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脱节问题。本文以数控车项目化教学为
例，探索虚拟仿真加工技术在课程教学中的改革与应用。 

1、传统教学法的现状 
传统教学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有：课程偏理论、内容较

深奥，难于理解；据往届毕业生反馈，在校期间学习的理论知识
容易遗忘，而对实践内容记忆比较深刻。这是因为理论教学与实
践的脱离，受到教材等方面的影响，理论复习不具体，使学生的
学习效率大打折扣。 

2、数控车编程加工课程设置 
2.1 数控车项目化课程安排 
我院数控车床加工课程安排在大二阶段，学生已经学习了机

械制图、公差配合技术、AutoCAD 等基础课程，为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提高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掌握，本项目化课程安排如表 1
所示。 

表 1  数控车床加工及编程课程的具体安排 
序号  教学任务  学时 

1  阶梯轴类  6 
2  成型曲面轴类  6 
3  螺纹加工  6 
4  轴套类  6 
5  综合类零件  6 

合计  30 
2.2 虚拟仿真软件在数控教学中的实践使用 
本课程以综合类零件为例，如图所示，对该轴编程并输入到

机床中加工，采用南京斯沃数控加工虚拟仿真软件。仿真操作流
程如下: 

（1）定义毛坯 
（2）工件装夹、刀具安装和对刀 
（3）机床数控加工参数设置和程序导入 
（4）数控仿真软件碰撞检测 
（5）模拟切削和程序校验 
 
 
 
 
 
 
 

 
图 1  典型数控车加工案例图纸 

 
 
 
 
 
 
 
 
 
 

图 2  数控虚拟加工过程仿真实例 
 
 
 
 
 
 
 
 
 

图 3  轴类零件加工范例 
3、数控虚拟仿真操作软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数控仿真软件针对数控课程理论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灵

活的优化转型，对当前的课堂教学情况也实现了显著的改进。需
要注意的一点是：数控软件在根本上仍然属于模拟性的加工软
件，仍需要学生在实际的机床操作实践中总结体会，才能得到实
际经验。在实际的实训过程中，仍要灵活掌握和及时改革，对各
种零部件涉及到材料、工艺参数等数据适当改进，使其更加贴合
工程实际情况。 

4、结语 
在项目化教学法的基础上，采用虚拟仿真加工技术，学生的

学习效率有了大幅度提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学生、企
业三者融为一体。综上所述，与传统课程教学模式相比，盖教学
法取得成效如下： 

（1）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以团队合作模式分工合作，按照项目化教学要求，编写

并调试程序，遇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最后解决问题。使学生
成为学习的主体，保持学习热情，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使学生主动参与知识与能力的建构之中。 

（2）课程更易被学生接受 
在模拟真实工作环境下完成教学和实践，促使学生获得过程

性知识和技能。通过对课程的优化和整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针对性更强，从而能够更系统、更深入地掌握所学知识为今后课
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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