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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控技术专业建设项目总结报告

1 项目建设概述

10 月，我校被教诲部、财政部拟定为第二批国家示范性高职校

校立项建设单位，数控技术专业被拟定为中央财政重点建设专业，

《项目建设方案》和《项目建设任务书》于 5月获得批准通过。

本项目以数控技术专业建设为重点，并带动模具设计与制造、机

械设计与制造、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3个专业建设和发展。在三年

建设实践中，按照《项目建设方案》和《项目建设任务书》有关规定

开展项目建设，当前，本项目已完毕投资 3060.58万元，其中 337.85

万元用于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内容改革，206.36 万元用于师资队伍

建设，2345.1 万元用于实训基地及内涵建设，171.67 万元用于专业

群建设，圆满地完毕了各项建设任务。在学校“校企深度融合，工学

有机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指引下，充分运用柳州作为区域先进制造业

基地和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都市工业优势，与柳州福臻车体实

业有限公司等地方公司深度合伙，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师资

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均获得了明显建

设成果。

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方面：摸索并实践了“校企一体，项

目驱动”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基本素质教诲与专业能力培养互相

渗入”、“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互相增进”



课程体系；完毕了 7门工学结合专业核心课程开发，编写了 5本

特色教材（讲义），共建成国家精品课程 1 门，省级精品课程 5 门，

校级精品课程 8门，同步配套建设了专业资源库及课程资源库各 1个，

专业内涵建设获得长足进步。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实行“双师”素质继续教诲工程和“双师”

构造师资队伍建设工程，通过国内外进修培训、公司挂职、岗位轮转

等途径提高专任教师专业能力及教诲教学水平，按照“系级领导有老

总，专业带头人有总工，骨干教师有能工巧匠”建设思路，开展兼职

师资队伍建设。三年中共培养专业带头人 2 名，骨干教师 16 名，引

进公司高工 2名，依托地方合伙公司建立了兼职教师资源库，聘请了

1名公司技术专家担任兼职专业带头人，长期聘请生产一线公司兼职

教师 32名，建立了一支以专业带头人为核心，构造优化、技术精湛、

专兼结合高水平教学团队。，本专业带头人林若森专家被评为教诲部

“第四届国家教学名师”，，本专业团队也被授予“国家级教学团队”

荣誉称号。

在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坚持校企共建双赢原则，继续开展生产性

实训基地建设，通过“学校自建”方式，新建、扩建数控加工等实验

实训室 8个；通过“校中厂、厂中校”等方式，建成“柳职校——福

臻汽车覆盖件模具数控加工车间”等校企共享生产性实训车间 3个。

通过三年建设，实训基地共新增数控加工等实训设备 498 台套，

CAD/CAM、数控仿真加工软件 102 节点，专业实践教学条件得到进一

步改进，当前，本专业实训基地已成为国家职业实训基地、国家高技



能人才（机电项目）培养基地及广西示范性职业实训基地



。同步，项目组还通过课题研究积极摸索实训基地建设管理新模

式。，以本专业实训基地为研究对象《高职数控技术生产性实训基地

实践摸索》课题获得了第六届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有力地增进了基

地内涵建设。

在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充分发挥本专业技术和设备优势开展

技术服务和培训服务，有力地增进了地方公司及区域职业校校迅速发

展，也提高了专业师生技术水平。依托生产性实训基地，通过“零件

外协加工”，组织专业师生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玉柴金创

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承担工程机械、发动机配件加工，月产量达 0件，

年产值超过万元；依托机电技术研究所，建立“校内、校外技术服务

工作站”，组织专业师生每年为公司提供产品检测、设备改造、设备

维护等技术服务达 29项；通过“公司托管”，将生产管理技术送进公

司，为柳州市商泰机械厂承担微型汽车后桥生产线生产组织及管理，

创新了面向公司服务模式；依托柳州第七职业技能鉴定站、广西中职

师资培训基地，组织专业教师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及鉴定服务、师

资培训服务等项目。示范建设期间，咱们面向公司、社会和职业校校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总人数 3503人次，技能鉴定数 3011人次。

2 项目建设状况

本项目建设内容涉及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师资队伍建

设、教学实验实训条件建设、社会服务能力建设、专业群建设五个方



面。



2.1 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状况登记表

在项目实行过程中，通过中央投入、地方政府投入与其她投入相

结合方式，筹集资金开展项目建设。截止至 4月，本项目总计已完毕

资金投入达 3060.58万元，超过原筹划 60.58万元，有力地保证了项

目顺利实行。各项建设资金投入状况详见表 2-1。

表 2-1 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状况登记表

预算经费（万元） 实际投入（万元）

项目建设

名称 中央 地方

公司投

入设备

值

学校

自筹
共计 中央 地方

公司投

入设值

值

学校

自筹
共计

完毕

状况

硬件

建设
420 789 1000 0 2209 412.5 798 1125 0 2335.9 105.74%教学实

验实训

条件建

设
内涵

建设
10 0 0 0 10 9.2 0 0 0 9.2 92%

师资队伍建设 129 60 0 35 224 121.26 0 0 85.1 206.36 92.13%

其中：外聘兼职

教师
43 40 0 3 86 42.8 0 0 41.3 84.1 97.79%

课程体系与教

学内容改革
301 0 0 17 318 333.07 0 0 4.78 337.85 106.24%

专业群 0 199 0 40 239 0 95.75 0 75.92 171.67 71.83%

合 计 860 1048 1000 92 3000 876.03 893.75 1125 165.8 3060.58 102.02%



2.2 各项建设任务开展状况

2.2.1 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

本项目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重要涉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

业课程体系系统设计、课程改革与建设、教学资源库、教诲教学质量

监控体系与评价原则建设五个方面。

2.2.1.1 积极融入地方产业链，摸索并实践“校企一体，项

目驱动”人才培养模式

在学校“校企深度交融，工学有机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指引下，

咱们将专业建设积极融入柳州工业产业链，环绕地方经济发展需要，

以培养职业素质高、专业能力强、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高素质高技能

人才为目的，摸索并实践了“校企一体，项目驱动”人才培养模式。

（1）“校企一体，项目驱动”人才培养模式内涵

“校企一体”就是在“互利双赢”原则指引下，学校和公司融为

一体，双方运用各自优势，互相增进，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交融格局。一方面，公司通过学校优势设备及人力资源，增进其产能

提高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学校充分运用公司生产设备、生产环境

及技术力量搭建稳固专业建设平台，有力地推动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

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建设，双方实现共赢发展。

“项目驱动”就是学校紧紧依托“校企一体”



合伙平台，从公司引入生产项目，通过项目进课堂增进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有机融合，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同

步也通过生产项目驱动师资队伍建设及实训基地建设，全面增进专业

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2）“校企一体，项目驱动”人才培养模式在专业建设

中详细实践

①校企共建，形成“厂中校”。在柳州福臻车体实业有限公司内

建立“柳职校——福臻汽车覆盖件模具数控生产车间”，福臻公司使

用本专业实训设备进行汽车覆盖件模具数控加工，扩大产能；而作为

产学合伙伙伴，柳州福臻车体实业有限公司向本专业群开放所有生产

岗位，每年可接纳 5 批，每批 120 名学生进行生产性实训，本专业

《零件数控铣削加工》、《顶岗实习》等核心课程教学在该公司车间

进行，由专兼结合教师团队，以现场生产任务为教学项目，开展“项

目驱动”课程教学。

②引企入校，形成“校中厂”。将柳州市恒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星鸣农机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引进实训基地，专业课程以这些

合伙公司生产项目为对象，开发项目化课程，实行“项目驱动”课程

教学。

③依托“校办工厂”，积极融入地方产业链，承担公司零件外协

生产。通过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玉柴金创股份有限公司等

公司承办零件外协加工，为柳州奋达模具备限公司等中小公司开展产



品检测及逆向设计技术服务，为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开展设备改造

等技术服务，将生产项目引入学校，开展“项目驱动”课程教学。



④承担中小公司车间生产管理，为中小公司提供生产、管理、技

术服务。为柳州市商泰机械厂承担微型汽车后桥生产线生产组织及管

理，形成“公司车间，学校管理”合伙新机制——公司托管。学校在

公司现场，以公司生产项目为对象，开展“项目驱动”课程教学。

⑤为大中型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在广西柳钢集团机制公司内部建

立“技术服务工作站”，通过向公司提供设备维护技术服务项目，为

学生提供生产性实训机会。

⑥依托“校企一体”中合伙公司（如柳州福臻车体实业有限公司、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安排专业教师到这些公司挂职、参加

公司项目开发，提高专业教师专业能力及职业素养。

⑦依托“校企一体”中合伙公司（如柳州采埃孚有限公司），在

实训基地履行 “5S”管理管理模式，推动实训基地内涵建设。

2.2.1.2 校企合伙进行课程体系改革

（1）基于大教诲观开展人才培养方案总体设计

按照“七步循环法”设计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见表 2-2）

表 2-2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七步循环法”

步 骤 重要任务 参加人员

第

一

步

社 会 调

研 和 工

作 任 务

分析

1. 通过对柳州及周边地区汽车零部件、汽车模具、工程

机械零部件公司实地参观、书面问卷调查、公司专家个别

专访、电话访谈、座谈会、文献分析、网络查阅等各种方

式对柳州及周边地区和行业、公司、科研校校和往届毕业

生开展进一步调研，拟定本专业人才培养目的和岗位规定。



专业教师、公

共课教师、学

生管理人员、

校内外教学质

量监控小构成

员

2. 邀请数控技术行业有关岗位一线技术员、公司管理员

开展工作任务分析，归纳出数控技术岗位 6个工作领域，

得到 23个典型工作任务，最后分析得出相应职业能力。

专业教师、公

司专家、教诲

学专家、公共

课教师

1. 基本素质教诲体系设计：按照“三个服务，三个结合，

一种融合”基本原则（服务社会、服务专业、服务学生；

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必修与选修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

合；融入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拟定公共课和基本素质第二

课堂教诲活动。

公共课教师、

教诲学专家、

学生管理人员、

专业教师、公

司专家
第

二

步

课 程 体

系构建

2. 专业能力培养体系设计：按照本专业培养目的和岗位

能力需求，结合数控技术有关职业资格认证规定，按学生

职业岗位发展顺序设计了 1 个平台、3 个模块“1+3”课

程体系构造，并重点对顶岗实习和技能大赛进行系统设计。

专业教师、公

司专家、教诲

学专家

1.基本素质教诲课程群开发：结合专业特点，有针对性地

选取教学内容、教学办法和考核方式，拟定公共课课程原

则和基本素质第二课堂教诲活动活动方案。

公共课教师、

教诲学专家、

学生管理人员、

专业教师、公

司专家
第

三

步

课 程 原

则 和 活

动 方 案

制定 环绕数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的，依照岗位知识和技能规

定，有针对性地选取教学内容、教学办法和考核方式，拟

定专业基本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顶岗实习等课

程原则，制定专业技能大赛详细方案及考核原则等。

专业教师、公

司专家、教诲

学专家

第

四

步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论证、审

核

邀请公司实践专家和教诲专家，共同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

论证和审核，并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教师、公

司专家、教诲

学专家、公共

课教师、学生

管理人员

第

五

步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保 障 条

件 设 计

1.依照专业建设需要，引进、培训、挂职等方式构建一支

“双师”素质教师队伍。

2.依照课程建设与教学需要，依托“校企一体”合伙机制，



和建设 构建一支专兼职教师结合“双师”构造教师队伍。

3.从满足教学需要出发，按“学校自建、校企共建”原则，

构建“实践教学，培训、技能鉴定、生产及技术服务”



五位一体共享型校内外实训基地。

4.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实行保障制度建设。

专业教师、公

司兼职教师、

公共课教师、

学生管理人员、

校内外教学质

量监控小构成

员

第

六

步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实行

1.第一课堂教学实行：依照人才培养目的规定，按照课程

原则，组织学校专任教师、公司兼职教师及辅导员共同实

行课程教学和学生管理，教学质量监控组督导教学过程，

保证教学质量；

2.第二课堂教诲活动实行：依照职业素养和职业核心能力

培养规定，开设素质教诲选修课、讲座培训拓展课和综合

实践活动课，组织引导学生充分运用课余时间进行技能竞

赛、科技创新，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增强实践能力，培养

创新能力。

3.在严格执行学校教学管理有关制度基本上，建立了系级

完善、合理教学运营组织机构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保证

了教学质量。

专业教师、公

司兼职教师、

公共课教师、

学生管理人员、

校内外教学质

量监控小构成

员

第

七

步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实 行 效

果反馈

1.实行课堂教学质量级别评估，通过督导、学生信息员、

系部教学质量监控小组，收集课程教学反馈信息；

2.通过对毕业生追踪调查和走访用人单位，收集毕业生及

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方案实行意见和建议；

3.依照各方反馈信息，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及时反思和进

一步完善。

专业教师、公

司兼职教师、

公共课教师、

学生管理人员、

校内外教学质

量监控小构成

员

（2）开展广泛进一步社会调研，明确专业培养目的

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符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咱们积极组织本专

业有关教师，环绕数控技术在公司中生产应用、发展趋势，进一步上

汽通用五菱、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玉柴金创股份有限公司等

地方公司开展调研，得到数控技术专业人才重要岗位、工作内容及规

定详见表 2-3所示：



表 2-3 数控技术重要岗位及工作内容分析



工作岗位 工作内容 工作规定

初 次 就 业
岗位

（ 操 作 工
岗位）

普通机床操作工

数控机床操作工

从事普通机床和
数控机床操作及
维护保养工作

1.能依照加工工艺规定，操作普通机床
进行零件加工。

2.能依照加工工艺规定，操作数控机床
进行零件加工。

数控程序员
从事数控机床自
动与手工编程

1.能依照零件加工工艺规定，手工编制
零件加工程序。

2.能依照零件加工工艺规定，应用
CAD/CAM软件编制复杂零件加工程序。

工艺、工装设计师
从事加工工艺、
工装夹具设计

1.能依照零件规定制定零件加工工艺。

2.能依照零件加工工序，设计出夹具、
检具。

发展岗位

（ 技 术 员
岗位）

产品检查员
从事产品质量检
测工作

1.能应用专用量具对零件进行迅速检测。

2.能应用三坐标测量机等先进设备对零
件、模具组件进行全面检测，并依照检
测成果提出相应工艺建议。

拓展岗位

（ 生 产 组
织 管 理 岗
位）

班组长

车间主管

项目主管

从事班组和车间
现场管理工作

1.能进行车间生产调度与管理；

2.能制定生产项目筹划，推动项目实行，
并按规定完毕项目。

在调研过程中，咱们也得到了公司对高职校校毕业生基本素质规

定，详细规定如下：

①具备良好职业素质，有较强组织纪律及集体观念。 

②有吃苦耐劳意志品质，严格服从公司安排与管理；

③有不断学习能力，接受新知识能力强，并具备一定开拓创新能

力；

④有良好交流沟通能力、团结协作能力；

⑤有较强组织管理能力、自主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



⑥能纯熟操作计算机，有一定外语基本，具备一定外语听、说、

读、写等运用能力。

依照上述调研成果，结合数控技术从业人员职业原则，咱们拟定

了数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的，即：重要面向汽车、机械等零部件生

产公司，以数控加工等先进制造技术在机械生产中应用为方向，培养

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及行为规范，可以在零件制造、生产管

理等一线岗位胜任数控机床操作、NC 程序编制、加工工艺设计、产

品质量控制等工作，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同步，依照对毕业生跟踪调研，总结出本专业毕业生岗位变迁发

展规律，即：

初次就业岗位：操作工岗位（普通机床操作工、数控机床操作工）

发展岗位：技术员岗位（数控程序员、工艺设计师、产品检查员）

拓展岗位：生产组织与管理岗位（生产主管、项目经理等）

（3）通过工作任务分析，明确各岗位规定

从公司邀请了一线专家参加数控技术专业工作任务分析会，运用

问卷调查、头脑风暴、卡片展示、工作日记等办法进行岗位典型工作

任务分析，最后拟定了 6 个工作领域、23 个典型工作任务以及各岗

位职业能力规定（见表 2-4），为系统构建专业课程体系提供了充分

根据。



表 2-4 数控技术专业职业岗位能力一览表

职业能力工
作
领
域

典型
工作
任务 职业能力规定

专 业
能力

社 会
能力

办 法
能力

1.1.1 能遵守设备操作规程 ●

1.1.2 能遵守车间岗位规范及安全规定进行生产 ●

1.1.3 能迅速适应车间生产环境 ●

1.1.4 能对的地进行安全检查 ●

1.1.5 能识读分析工艺文献 ●

1.1.6 能读懂零件加工程序 ●

1.1.7 能合理选取切削方式切削用量 ●

1.1.8 能依照加工规定确认毛坯余量 ●

1.1.9 能依照不同零件材质选用切削刀具 ●

1.1.10 能进行机床对刀操作 ●

1.1.11 能进行机床加工参数设定 ●

1.1.12 能合理地选取和使用量具 ●

1.1
加工
前准
备

1.1.13 能进行设备点检 ●

1.2.1 能对的进行工件装夹定位 ●

1.2.2 能对的进行夹具清洁解决 ●

1.2.3 能对的安装工装设备 ●

1.2
工件
装夹
定位

1.2.4 能对的对工件进行装夹具定位 ●

1.
数
控
机
床
操
作

1.3.1 能识读工艺文献 ●



1.3.2 能设定机床坐标系 ●

1.3.3 能进行程序调试 ●

1.3.4 能纯熟地操作数控机床 ●

1.3.5 能按照设备操作规程操作机床 ●

1.3.6 能对的判断加工中异常状况并及时解决 ●

1.3.7 能进行刀具刃磨 ●

1.3.8 能认真负责，准时保质完毕生产任务 ●

1.3.9 能对的进行零件精度控制及调节 ●

1.3.10 能进行零件首件加工 ●

1.3.12 能按节能环保规定进行生产 ●

1.3.13
能及时发现生产中问题，分析因素并提出
对策

●

1.3
工件
加工
与调
试

1.3.14 能规范整顿工作环境、工具和产品 ●

1.4.1 能应用惯用检测工具进行零件检测 ●

1.4.2 能依照加工部位外观质量判断加工质量 ●

1.4.3 能依照零件质量规定使用检具进行检测 ●

1.4
零件
自检

1.4.4 能对加工成果进行反思，并提出优化方案 ●

2.1.1 能迅速识读机械零件图纸 ●

2.1.2 能对的分析尺寸公差与配合规定 ●
2.1
图纸
分析

2.1.3 能严格执行制图国标 ●

2.2.1 能对的选取加工设备 ●

2.2.2 能对的选用工装、夹具 ●

2.2.3 能对的地选用刀具 ●

2.
机
加
工
工
艺

2.2
工艺
分析

2.2.4 能进行尺寸链计算 ●



2.2.5 能合理选取加工材料 ●

2.2.7 能读懂加工对象详细规定 ●



2.3.1 能纯熟使用 CAD软件 ●

2.3.2 能纯熟惯用办公软件 ●

2.3.3 能进行零件工艺分析 ●

2.3.4 能合理地选取加工路线 ●

2.3.5 能依照加工规定对的配备刀具和量具 ●

2.3.6 能对的填写工艺及工序卡 ●

2.3
工艺
编制

2.3.7 能依照典型零件加工特点编制工艺规程 ●

2.4.1 能纯熟地进行工艺分析 ●

2.4.2 能纯熟地选取刀具切削参数 ●

2.4.3 能纯熟地编制工艺 ●

2.4.4 能纯熟地选取加工路线 ●

2.4.5 能依照产品功能及使用范畴优化工艺设计 ●

2.4
工艺
优化

2.4.6 能解决现场加工工艺问题 ●

2.5.1 能依照现场条件制定加工工艺路线 ●

2.5.2 能纯熟掌握典型零件加工办法 ●

2.5.3
能合理选取材料、机床、刀具、切削参数
等

●

2.5.4 能依照加工产品特性合理拟定加工工艺 ●

2.5
工艺
拟定

2.5.5 能与操作工等人员交流并有效沟通 ●

2.6.1 能识读机械零件图纸 ●

2.6.2 能应用 CAD软件绘图 ●

2.6.3 能依照零件加工规定拟定定位基准 ●

2.6.4 能依照零件工艺规定拟定夹紧方式 ●

2.6.5 能依照加工产品特点选取和设计夹具 ●

2.6
工装
夹具
设计

2.6.6 能分析和解决现场工艺和工装问题 ●



2.6.7
能设计出实用、经济，并满足装配工艺工
夹具

●

3.1.1 能识读机械零件图纸 ●

3.1.2 可以对的分析零件工艺规定 ●

3.1.3 能合理地选用加工设备 ●

3.1.4 能对的地选取刀具 ●

3.1.5 能对的地选取夹具定位基准 ●

3.1.6 能计算工件轮廓节点坐标 ●

3.1.7 能用数控编程指令进行加工程序编程 ●

3.1.8 能运用三维软件建数模 ●

3.1
编程
准备

3.1.9 会分析模具构造及性能 ●

3.2.1 能纯熟地操作电脑 ●

3.2.2 能进行零件加工工艺分析 ●

3.2.3 能对的选用刀具和切削参数 ●

3.2.4 能进行手工编程 ●

3.2.5 能纯熟运用自动编程软件进行零件编程 ●

3.2.6 能依照各种编程要领和代码优化程序 ●

3.2.7 会翻译数控机床英文提示及操作手册 ●

3.2.8 能对的选取加工机床 ●

3.2.9 能计算尺寸链并拟定加工余量 ●

3.2.10 有较强自我学习能力 ●

3.2.11 能与有关人员交流并有效沟通 ●

3.2
程序
编制

3.2.12 能通过资料查询等途径解决编程问题 ●

3.
数
控
编
程

3.3.1 能读懂程序 ●



3.3.2 能用仿真软件进行程序校验 ●

3.3.3 能依照加工规定调节机床参数 ●

3.3.4 能按设备操作规程进行程序调试 ●

3.3.5 能对的使用检测工具测量工件 ●

3.3
加工
与调
试

( 程
序校
验)

3.3.6 能依照检测成果调节程序或机床参数 ●

3.4.1 能依照刀具切削特点优化加工程序 ●

3.4.2 能优化刀具路线 ●

3.4.3 能通过修改程序提高加工效率 ●

3.4.4 能不断创新和改进工艺办法 ●

3.4
程序
优化

3.4.5 会考虑人机工程和防错功能 ●

3.5.1 能有效进行程序文档管理 ●3.5
程序
管理 3.5.2 能保证电脑与数控机床数据传播 ●

4.1.1 能对的使用量检具及测量设备 ●

4.1.2 能按工厂质量控制流程进行检测 ●

4.1.3 会使用计算机进行测量数据管理 ●

4.1.5 能依照零件工艺规定进行测量 ●

4.1.6 能依照零件精度规定选取检测工具 ●

4.1.7 能读懂测量成果和报告 ●

4.1.8 能执行检具管理规定 ●

4.1
测量
操作

4.1.9 能规范填写检测数据 ●

4.2.1 能找出零件技术规定及基准位置 ●

4.2.2 能对的填写尺寸分析表 ●

4.2.3 能进行工件尺寸链分析 ●

4.
质
量
控
制

4.2
尺寸
分析

4.2.4 能依照检测成果判断零件与否合格 ●



4.2.5 能读懂零件加工尺寸链之间关系 ●



4.2.6 能应用专用软件分析零件加工稳定性 ●

4.2.7 能读懂零件加工质量控制图 ●

4.3.1 能依照加工规定选取机床 ●

4.3.2 能对的使用量具检测工件尺寸 ●

4.3.3 能调节各类刀具尺寸，修改加工零点 ●

4.3.6 能精确进行零件加工精度修正 ●

4.3.7 能与工艺等部门进行有效沟通 ●

4.3.8 能依照测量成果调节参数 ●

4.3.9 能通过抽检发现并解决加工异常状况 ●

4.3.10 能对的解决尺寸质量原则与产品性能关系 ●

4.3.11 能有效组织质量控制会议 ●

4.3.12 能对的解决机床参数与加工尺寸关联 ●

4.3.13 能依照检测报告调节有关加工程序 ●

4.3
尺寸
控制

4.3.14
能对的运用数理记录手段，分析解决产品
加工质量问题

●

5.1.1 能进行设备点检 ●

5.1.2 能遵守操作规程 ●

5.1.3 能对的理解和使用机床附属设备 ●

5.1.4 具备敬岗受业、吃苦耐劳精神 ●

5.1.5 能按照操作规程操作机床 ●

5.1.6 能使用对的地维护办法 ●

5.1
维护

5.1.7 能按操作规程进行设备寻常保养 ●

5.2.1 能遵守车间设备维修规程 ●

5.2.2 能与其她部门人员进行有效沟通 ●

5.
设
备
维
护
与
保
养

5.2
维修

5.2.3 能进行设备参数对的设立 ●



5.2.4 能对的描述机床故障现象 ●

5.2.5 能辨认机床故障报警信息 ●

5.2.6 能对的使用维修工具解决机床普通故障 ●

5.3.1 能按设备管理规定进行管理 ●

5.3.2 会管理设备台账 ●

5.3.3 会用办公软件进行管理 ●

5.3.4 能阅读有关设备英语资料 ●

5.3.5 能阐明机床构造与原理 ●

5.3
设备
管理

5.3.6 会设备基本维护 ●

6.1.1 能按照工作现场流程解决问题 ●

6.1.2 能严格遵守并执行岗位职责 ●

6.1.3 能与其她人员进行良好协作与沟通 ●

6.1.4 能按规定解决生产现场问题 ●

6.1.5 能对的制定生产筹划并组织生产 ●

6.1
现场
问题
解决

6.1.6 能对的使用生产现场设备 ●

6.2.1 能严格遵守并执行现场管理制度 ●

6.2.2 能与其她人员进行良好协作与沟通 ●

6.2.3 能及时与各职能部门对接 ●

6.2.4 能及时对的解决生产现场问题 ●

6.2
协调
响应

6.2.5 能有效地协调部门之间工作关系 ●

6.3.1 能按规定对文档进行有效管理 ●

6.3.2
能依照加工生产、档案管理需求，进行信
息收集和整顿

●

6.3.3 能纯熟进行计算机办公软件使用 ●

6.
生
产
现
场
组
织
与
管
理

6.3
现场
文档
管理

6.3.4 能按规定撰写现场工作总结等文献 ●



6.3.5 能按规定填写交接班记录 ●

6.3.6 能按规定进行设备管理并填写设备保养卡 ●

（4）形成了由“内容”与“形式”两个维度构成课程体系

咱们按照“公司需求与学生需求并重”原则，初步形成由“内容”

和“形式”两个维度构成课程体系“二维”模型（见图 2-1）。两个

维度涉及教诲教学活动四个模块。不同模块发挥不同作用，共同构成

完整课程体系，形成教诲合力。

图 2-1  东明县职业中专课程体系“二维”模型

内容维度，涉及“基本素质教诲体系”和“专业能力培养体系”，

教学目的均源于公司对学生需求，两者互相融合、彼此渗入，共同构

成完整课程体系。

“基本素质教诲体系”



是人才培养前提与基本，重要内容以学生思想品德、职业素养、

身心健康、应用基本等方面基本素质和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为主，渗入

专业特点和公司需求，重点解决学生“如何做一种社会人”问题。

“专业能力培养体系”是人才培养进一步深化与专门化，重要内

容以学生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系统化培养为主，渗入基本素质教

诲体系中职业素养和职业核心能力培养，解决学生“如何做一种职业

人”问题。

形式维度，涉及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延伸

与补充，两者是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重要构成某些。其中，第一课堂

侧重系统知识传授和专业技能培养，以课堂教学为主，是教诲教学主

渠道，第二课堂侧重实践锻炼和学生个性发展，以学生课外实践活动

为主。 

①基本素质教诲第一课堂设计

为了满足学生全面成长和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需要，将老式公共

必修课和某些分散在专业课中职业素质教诲某些进行整合，形成了四

大类别公共必修课（见表 2-5），重要涉及思想品德教诲类、职业素

养教诲类、身心健康教诲类和应用基本类课程。

同步，在公共必修课改革中，规定每门公共课按照“服务社会、

服务专业、服务学生，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必修与选修相结合、课内

与课外相结合，在教学中融入职业核心能力培养”



原则，结合专业特点和公司需求，实质性改革教学目的、教学内

容和考核原则，在详细教学实行中，通过教学办法改革，将职业素养

和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渗入在教学中。

表 2-5 东明县职业中专公共必修课构造表

课程类别 公共必修课

思想品德教诲类

1. 毛泽东思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

2. 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本

3. 形势与政策

4. 入学教诲（涉及学情、校情教诲）

职业素质教诲类 1. 专业入门教诲（涉及感受公司文化、职业认知）

2. 就业与创业（涉及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3. 顶岗实习（涉及职业素养训导）

身心健康教诲类

1. 体育

2.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诲

3. 军训

应用基本类

1. 高职语文

2. 应用数学（经济/工程）

3. 高职英语

4. 计算机应用基本

②基本素质教诲第二课堂

作为第一课堂延伸和补充，基本



素质教诲第二课堂活动目的同样来源于公司人才规定。咱们专门

组织了教诲专家、公共课教师、学生管理人员、专业教师和公司人员，

一方面依照公司需求拟定了第二课堂活动模块和活动目的，然后以活

动目的为重要根据，将各类讲座、比赛、培训和社会实践等学生活动

进行定位和整合，通过系统设计形式多样训练活动，增进学生职业素

质和职业核心能力提高。同步，咱们组建了一支涉及公共课教师、学

生管理人员和专业教师跨学科、多元化教学团队，实行详细第二课堂

教诲活动。

基本素质教诲第二课堂活动构造见表 2-6。

表 2-6东明县职业中专基本素质教诲第二课堂活动构造表

活动模块 活动目的 活动形式

1.职业道

德训练模

块

使学生理解公司对职业道德基本规范

和规定，从小事做起，在学习生活和社

会实践中进行实践和贯彻；树立诚实守

信，爱岗敬业等职业道德观念；逐渐形

成良好工作态度、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

组织学生参观公司、主题班会、公司专

家和先进毕业生讲座、辩论赛、演讲比

赛。开展劳动纪律态度和观念、责任感、

诚信、行为规范、环保、安全、励志等

教诲活动。

2.核心能

力训练模

块

渗入与人合伙、与人交流、解决问题、

自我学习、信息解决、创新和外语应用

等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提高学生就业竞

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依托职业道德训练、就业创业训练、创

新教诲训练、心理素质训练、身体素质

训练、人文素养培养、实践综合技能训

练等活动模块中载体和各项活动。

3.就业创

业训练模

块

培养学生树立对的择业观、掌握对的求

职办法与技巧，同步注重学生创业意识

培养，掌握初步创业办法。

组织学生开展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大赛、

职业礼仪大赛、创业筹划大赛、模仿面

试、实战演习等活动。



4.创新教

诲训练模

块

使学生具备创新意识与精神；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增进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和创

新能力发展。

组织创新讲座、创新实践指引、创新大

赛、创新工作室等形式，以案例分析、

项目教学方式开展电子技术类、机械制

造类、计算机软件技术类、媒体开发类

创新项目实践指引，将电子设计大赛、

机器人设计大赛、数学建模大赛、广告

创意大赛等，勉励学生以团队合伙形式

完毕项目。



5.心理素

质训练模

块

使学生不断对的结识自我、增强自我调

控、承受挫折、适应环境能力，培养学

生健全人格和良好个性心理品质。

组织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活动月、心理健

康团队辅导、心理征询等活动。进行自

我意识、情绪管理、意志力、人格魅力、

潜能开发、心理援助等系列训练项目。

6.身体素

质训练模

块

使学生具备顽强意志品质和强烈竞争

意识；具备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态度和行

为；用科学办法参加体育活动，不断增

强身体素质。

组织课外体育活动、体育知识讲座、各

类体育竞赛、单项运动俱乐部形式。 

7.人文素

质教诲模

块

使学生具备良好人文素养，在各项实践

活动中树立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组织学生开展人文素质专项讲座、社会

调查、人文知识竞赛等形式。 

8.实践综

合训练模

块

在各项真实社会实践活动中，综合锻炼

和检查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核心能力。

组织学生开展公司调研、“三下乡”和

“四进社区”、温暖帮扶等活动，规定

学生撰写调研报告，并进行活动效果评

价等。 

③专业能力培养第一课程设计

为使本专业学生具备良好职业素质、较强实践能力、系统理论知

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依照数控技术专业岗位职业能力规定和学生职

业成长三个阶段（“操作工”→“技术员”→“生产组织与管理”），

结合数控技术有关国家职业资格原则，系统设计了“1+3”专业能力

培养课程构造,如图 2-2所示。



图 2-2   数控技术“1+3”专业课课程构造

其中，“1”是指一种平台，即“基本能力教诲”课程平台，其作

用是协助学生建立最基本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及职业素养，为实

行后续课程教学，形成综合职业能力打下坚实基本；“3”是相应学生

“操作工”、“技术员”、“生产组织与管理”职业成长三阶段而设立

三个课程模块，其作用在于协助学生形成三个阶段所需要专业理论知

识、专业技能及职业素养。“1+3”课程体系构造是专业工作任务分析

与教学论相结合产物，它从学生职业成长规律和教学规律角度，对职

业能力所相应知识、技能及素养等教学内容进行了序化，其目是协助

学生形成系统理论知识、工作所需专业技能和良好职业素质。

④专业能力培养第二课堂设计



本专业专业能力培养第二课堂重要包括“专业技能竞赛”、“专业

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教诲”三方面内容，旨在进一步提高学生专业

技能及职业素养，促使学生形成团队合伙、勤于钻研、开拓创新先进

品质，它是本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要环节。

基本素质教诲体系与专业能力培养体系互相渗入，第一课堂与第

二课堂互相融合，形成了数控技术专业“二维”课程体系（见表

2-7）。

表 2-7  数控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二维”构造

      内容

 形式
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

基本素质教诲体系

1.公共必修课

◎思想道德类课程

◎职业素质类课程

◎身心健康类课程

◎应用基本类课程

2.素质教诲选修课

◎思想道德类课程

◎职业素质类课程

◎身心健康类课程

◎应用基本类课程

◎职业道德训练模块  ◎心理素质教诲模块

◎核心能力训练模块  ◎身体素质教诲模块

◎就业创业训练模块  ◎人文素质教诲模块

◎创新教诲训练模块  ◎实践综合训练模块

专业能力培养体系

1．专业课

◎专业基本课程群

◎数控加工技术课程群

◎工艺及编程技术课程群

◎生产组织与管理课程群

◎顶岗实习

2.专业选修课

◎数控加工技术提高课程

◎模具制造拓展课程群

◎机床维护类课程群

1. 职业技能竞赛

◎机械制图与测绘竞赛

◎AutoCAD 技能竞赛

◎普车/普铣技能竞赛

◎数车/数铣技能竞赛

◎机械创新设计竞赛

◎UG 软件应用竞赛

◎部件数控加工与装配竞赛

2．专业社会实践

◎公司参观

◎公司文化讲座



◎生产技术讲座

3. 创新创业教诲

◎就业与创业讲座

◎科技讲座

◎创新讲座

◎创新工作室活动

2.2.1.3 校企合伙开展专业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

（1）组织多元化课程团队，推动两个体系课程原则建

设

在“校企一体，项目驱动”人才培养模式指引下，咱们从柳州福

臻车体实业有限公司、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

司等合伙公司中聘请了一批公司专家，分别进到不同专业核心课程开

发小组，共组建了 10 个专兼结合课程教学团队，共同进行专业核心

课课程原则开发。在课标制定过程中，各课程教学团队将公司岗位需

求与学生可持续发展相结合，遵循学生职业成长发展规律，提出了用

“AMF”课程设计思想（见图 2-3）重构教学内容，拟定了教学施条

件及考核建议，为课程教学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目的规定提供了科学

根据。



图 2-3 AMF课程设计思想

同步，为变化以往“基本素质课”与“专业课”之间“两张皮”

现象，实现素质教诲课与专业课有机融合，咱们通过跨系部合伙，组

建了以公共课教师为主，有专业教师、公司专家、教诲专家、学生管

理人员参加多元化大课程教学团队，依照学生职业岗位规定，共同制

定了基本素质课课程原则。

有关课程原则完毕状况详见表 2-8。

表 2-8 数控技术专业核心课及基本素质课课程原则开发一览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参加制定人员/所在单位

完毕状况

林若森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01 零件数控铣削加工
刘伟/柳州福臻车体实业有限公司；丘柳滨

/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

已完毕

韦富基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02 零件数控车削加工

潘林/五菱联发制动器厂

已完毕

蒙坚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03

零件数控电加工

廖德贵/柳州市嘉泰模具备限公司

已完毕

贾文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04 零件加工工艺与工装设计

李鹏/柳州微型空压机厂

已完毕

关意鹏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05 计算机辅助设计

黄海云/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已完毕



陈文勇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06 计算机辅助制造

韦彦少/柳州福臻车体实业有限公司

已完毕

刘驰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07 机械制图与测绘

蒋玉明/柳州商泰机械厂

已完毕

何秀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08 产品检测与质量控制

李碧梅/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已完毕

韦林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09 机械构造分析与设计

于辉才/柳州市恒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已完毕

甘业生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10 顶岗实习

莫翔明等/柳州福臻车体实业有限公司

已完毕

唐健等/柳职校基本部

11 高职语文

邓益民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已完毕

卢家林等/柳职校基本部

12 应用数学（工程）

陈文勇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已完毕

陈芳等/柳职校基本部

13 高职英语

贾文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已完毕

张翔/柳职校基本部

14 就业与创业

张映红等/柳职校机电工程系

已完毕

（2）校企合伙共同建设专业核心课程



为开发工作过程导向课程，摸索项目驱动课程教学，咱们精心选

取了《零件数控铣削加工》等 7门专业核心课程，与柳州福臻车体实

业有限公司等公司专家一道，共同对这些课程教学过程进行了科学设

计，将公司工作过程及生产项目引入课堂，在教学实行过程中强调以

学生为主，通过项目驱动课程教学，促使学生在完毕学习项目过程中

掌握有关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养成良好职业素质。

通过三年建设，7门课程所有完毕了有关建设任务，并获得丰硕

建设成果。其中，建成国家精品课程 1 门，省级精品课程 5门，精品

课程建设状况详见表 2-9。与此同步，《零件数控铣削加工》课程还

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实践教学方案设计竞赛三等奖，第三届广西教学软

件应用大赛二等奖，最佳教学设计奖，第二届广西当代教诲技术应用

大赛二等奖，《零件数控车削加工》也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实践教学方

案设计竞赛三等奖，第三届广西教学软件应用大赛三等奖。

表 2-9 数控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建设状况一览表

序号 建设内容 负责人 合伙开发公司/协会 建设完毕状况

1 零件数控铣削加工 林若森 柳州福臻车体实业有限公司
国家、省级、校级精

品课程

2 零件数控车削加工 韦富基 五菱联发制动器厂 省级、校级精品课程

3 零件加工与工装设计 贾文 柳州微型空压机厂 省级、校级精品课程

4 机械构造分析与设计 韦林 柳州市恒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省级、校级精品课程

5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 王世辉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省级、校级精品课程

6 零件数控电火花加工 蒙  坚 柳州市嘉泰模具备限公司 校级精品课程



7 计算机辅助设计 关意鹏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校级精品课程

8 计算机辅助制造 陈文勇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校级精品课程

（3）校企合伙共同开发教材



为使教材能反映公司生产实际和当代生产技术，实现教材内容与

生产实际“无缝对接”，保证教材内容实用性与先进性，咱们以专业教

师为主，邀请了柳州福臻车体实业有限公司、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

等地方公司一线技术专家参加到教材开发全过程之中。同步，依托

“广西高职高专精品规划教材委员会”，召开了两次教材开发研讨会，

与来自广西水电职业技术学校等区内高职校校专业教师共同研求教

材编写，在一定限度上保证了教材在区域内更具普适性和通用性。截

止到当前，咱们共完毕了《零件数控铣削加工》等 5门课程教材开发

（详见表 2-10）。

表 2-10 数控技术专业特色教材开发状况一览表

序号 建设内容 负责人 合伙开发公司/协会 完毕状况

1 零件数控铣削加工 林若森
柳州福臻车体实业有限公司

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
已出版

2 零件数控车削加工 韦富基 五菱联发制动器厂 已出版

3 机械构造分析与设计 韦  林 柳州市恒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已出版

4 零件电火花线切割加工 蒙  坚 柳州市嘉泰模具备限公司 已出版

5 零件加工与工装设计 贾  文 柳州微型空压机厂 已完稿

（4）开展教学办法和考核方式改革

①教学办法改革

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咱们以学校“精品课教学质量级别评估”



 为抓手，积极组织专业教师开展教学办法改革，将过去“以教

师教学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学为中心”，将过去“重技能训练轻

职业素质养成”转变为“技能训练与职业素质教诲并重”，依照课程

特点灵活采用“六步教学法”、“启发引导法”、“案例教学法”、“微格

教学法”、“角色扮演法”、“仿真教学法”等教学办法开展教学，注重

发挥学生主体意识，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中主角，“教、学、做”一

体化，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增进了教学质量及教学效率提高。

以《零件数控铣削加工》课程为例，该课程在组织实行零件铣削

学习项目时，按照工作过程导向来组织教学，采用“六步教学法”开

展教学，理论与实践一体化，增进学生全面能力提高。表 2-11 为该

课程子学习项目 1.2.1“单一外形轮廓铣削”教学实行方案。

表 2-11　“单一外形轮廓加工”教学实行方案

环

节
教学内容

教师

活动
教学媒体 学生活动

时间

分派

公司加工视频、零件图

片

任务

导入

计算机\图

片\投影仪
视听 5min

刀具类型
计算机\图

片
10min

切削用量选取 计算机\课

件
10min

轮廓倒角指令格式、功

能及应用

（结合实例）

计算机\课

件\教材
15min

轮廓倒圆指令格式、功

能及应用

（结合实例）

计算机\课

件\教材
25min

资讯

刀具半径补偿指令格

式、功能及应用

知识

讲授

互动

教学

计算机\课

件\教材

学生听课，回答教师提问

20min



（结合实例）

布置项目任务：单一外

形轮廓加工

计算机\学

生任务书

小组组长安排各成员工作

岗位，成员明确岗位职责
5 min

小组内部讨论，分析任

务，拟定加工内容

观测

指引

计算机\学

生任务书\

教材

工艺员、编程员、质检员依

照任务书上图形查找收集

筛选资料，生产员机床点检、

准备工量具

20min

决策

小组讨论加工方案，拟

定走刀路线

观测

指引

计算机\学

生任务书\

教材

工艺员、编程员分析加工工

艺、走刀路线，生产员安装

工件，质检员观测其她组活

动开展状况

20min

筹划
小组选取切削参数，编

写 NC程序

观测

指引

计算机\学

生任务书\

教材

编程员选取切削参数，编写

NC程序，生产员进行对刀

操作，工艺员观测并记录本

组活动状况，质检员观测其

她组活动开展状况

20min

实行 小组进行零件加工
观测

指引

数控铣床\

学生任务书

生产员录入程序，进行生产

加工，工艺员、编程员观测

生产员加工操作过程，质检

员观测其她组零件加工状

况

70min

小组检测零件，改进方

案或完善零件

观测

指引

工件量具\

学生任务书

质检员在生产过程中和完

毕生产时对零件加工状况

和加工质量进行检测，工艺

员、编程员、生产员对浮现

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

方案

50min

检查

小组各自打扫机床及

机床周边区域，将工具、

物品摆放到指定位置

观测

指引

数控机床、

生产工具

清扫机床：全体成员打扫机

床、摆放工具物品
10min

学生总结工作过程各

方面状况

小组

加工

陈述，

教师

提问

点评

学生任务书、

塑料板与纸

张

各组工艺员陈述加工工艺、

生产员陈述加工过程、浮现

问题及解决方案，质检员陈

述检查状况并点评被观测

组活动开展状况（由教师抽

点陈述）

60min
评价

解说
归纳总结 学生听课、记录

20min



教师总结学生参加活

动各方面状况，并归纳

项目任务中运用到重

难点知识

：学生任务

书、塑料板

与纸张

共计
360

min

②考核方式改革

老式考核往往采用“一考定终身”评价方式。示范建设三年，咱

们始终在摸索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课程综合考核方式，以

便更好地对学生进行全面客观评价。过程性评价重要以专业能力、办

法能力、社会能力等为考核内容，依照学生完毕学习项目状况，对她

们能力进行全面客观评价。终结性评价重要用于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

和理论掌握状况，可以通过笔试、口试、操作等方式进行。

以《零件数控铣削加工》课程考核方案为例，该课程采用了过程

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方式，其中过程性考核占 60％，重要以

项目为载体，在实行 3个学习项目过程中，全面考查学生数控铣削加

工编程、操机能力，学生与人交流、团队协作、学习态度以及分析解

决问题等方面能力；终结性考核占 40％，重要以笔试、职业技能鉴

定考证等方式，综合考查学生对工艺及编程理论掌握状况，机床操作

等综合能力。

该课程详细考核内容详见表 2-12。

表 2-12《零件数控铣削加工》考核评价内容及原则

评价 考核 考核内容 考核原则 考核方式



方式 项目



零件

单项

构造

加工

训练

1.机床维护

2.机床操作

3.工艺及程序

4.零件加工

5.团队交流与协作

6.操作现场和物品

摆放

7.工量具使用

8.安全操作规程

1.机床操作及维护规范

2.零件工艺方案合理、程序

对的

3.零件加工达到图纸精度规

定

4.与团队成员有良好协作与

交流。

5.操作现场和物品整顿摆放

符合“5S”规定

6.对的使用工量具

7.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因违

规操作发生重大人身和设备

事故，此项按 0分计。

1.工艺方案制定、加工

质量评价两个环节通过

小组工作完毕，并实行

自评、互评及教师评价

2.每个学生独立完毕零

件加工

3.通过现场考查学生机

床操作、物品整顿、学

习态度、出勤、工量具

使用等状况。

零件

生产

1.机床维护

2.机床操作

3.工艺及程序

4.单位时间内完毕

零件加工数量、产

品合格率及耗材量

5.物品整顿摆放

6.生产过程总结报

告

7.操作现场和物品

摆放

8.工量具使用

9.安全操作规程

1.机床操作及维护规范

2.零件工艺方案合理、程序

对的

3.单位时间内产量、合格率

及耗材量

4.物品整顿摆放符合“5S”

规定

5.清晰报告出生产中解决实

际问题及过程

6.操作现场和物品整顿摆放

符合“5S”规定

7.对的使用工量具

8.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因违

规操作发生重大人身和设备

事故，此项按 0分计。

1.通过现场考查学生机

床操作、物品整顿、工

作态度、出勤、工量具

使用等状况

2．工艺方案制定、程序

评价通过上交教学文献，

并实行自评、互评及教

师评价

3.报告在规定期间内独

立完毕零件加工量、合

格率及耗材量等状况

4.解决实际问题，通过

先后零件质量对比评价

5.产量、合格率及耗材

量其中之一不符合规定

扣除该项目 50%分数。

过程

性考

核

(60%

)

零件

试制

1.机床维护

2.机床操作

3.工艺及程序

4.完毕首件试制时

间

5.零件质量及生产

成本

6.团队交流与协作

1.机床操作及维护规范

2.零件工艺方案合理、程序

对的

3.在规定期间内完毕首件试

制

4.零件合格、成本低

5.与团队成员有良好协作与

交流

1.通过现场考查学生机

床操作、物品整顿、工

作态度、出勤、工量具

使用等状况

2．工艺方案制定及程序

评价通过上交教学文献，

并实行自评、互评及教

师评价

3.记录试制完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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