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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适于五年（三二分段）全日制高职专业，由

工程与设计系机械工程教研室与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福建）分院

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制订，于 2021 年 6 月 5 日，经 三明医学科技职

业学院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指导委员会专家评审论证后提报给教务

处。2021 年 7 月院两委会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提出了评审及修改意

见，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了修改，形成此稿。

主要编制人：

单位 姓名 职务/ 职称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工程与设计系 林钟兴 专业带头人/副教授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 刘文志 总工程师/高工

福建省三明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赖克进 副总经理/高工

福建永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吴厚雷 董事长/高工

福建天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王县贵 技术部经理/高工

三明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熊昌炯 实验室主任/高工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工程与设计系 陈龙波 讲师/ 工程师

审核人：

审核人 职务 姓名（签名）

刘文志 总工程师/高工

赖克进 副总经理/高工

黄榕清 教研室主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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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数控技术

【专业代码】460103

【学 制】全日制，5 年

【招生对象】普通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

【简史与特色】数控技术专业从 2005 年起开始招生，主要面向装备制造行业提供熟练掌握常用

数控设备操作与知识的技能型人才。专业认真贯彻实施现代学徒制，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改革，

形成 “资源共享、人才共育、校企共管”三位一体的紧密型校企合作模式，取得一定成效。

一、入学要求

五年（三二分段制）学历教育入学要求一般为初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

二、修业年限

修业年限为 5 年。

三、职业面向

面向机械制造类企业的职业岗位(群)，以数控设备操作使用，数控加工工艺设计，产品三维造

型与编程，机械零部件质量检测、试验，以及数控机床装调维护工作。

（一）职业岗位分析

序

号
岗位类别 职业岗位

岗位描述（典型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相应课程或教学

环节

1 初始岗位
机械产品质量检测、试

验；
具备机械制图能

力，具备测绘能

力，具备常用机械

零件材料选用能

力、具备机械原理

知识及常用机械

加工工艺知识。

掌握机械零部件测绘方法和

制图方法，熟悉常见类型机械

零件的工作原理、掌握车床常

见结构要素的加工方法，并能

触类旁通。具备工程力学的知

识，零部件受力分析能力、具

备常用机械零部件的设计能

力。

机械制图、金属材

料与热处理、公差

与互换性技术、工

程力学、机械制造

技术、机械设计基

础、机械加工实训、

专业实习、毕业作

业。

2 初始岗位
通用设备维护、维修、

管理人员；

3 初始岗位
通用设备、机床操作

员。

4 相近岗位
通用设备或机械产品、

金属材料销售人员；
具备机械制图能

力及 CAD 制图能

力，具备机械产品

试样或产品的检

测能力，了解机械

类国家相关标准。

掌握机械零部件手工制图及

CAD 制图方法，具备理论力学

及材料力学方面的知识，能结

合专业知识阅读并理解机械

类国家相关标准，并应用于企

业的标准化工作。

画法几何和机械制

图、CAD、工程力学、

计算机文件处理相

关知识等。

5 相近岗位
机械类企业标准化工

作、绘图工作等；

6 相近岗位
机械加工企业或制造

类企业工厂现场管理。

7 发展岗位
机械加工企业数控加

工工艺员；
熟悉机械零部件传

动原理、熟悉金属

切削机床内部结

构、熟悉金属材料

知识；具备机械加

工基本知识和设备

维修基本知识。

熟悉机械零部件传动原理、熟

悉金属切削机床、具有金属材

料的牌号及应用知识；具备机

械加工基本知识和设备维修

基本知识。

金属材料及热处

理；机械设计基础、

金属切削机床、机

械制造技术、机械

设备维修工艺等。

8 发展岗位
数控类产品技术支持

或技术支援；

9 发展岗位 机械设计或产品开发。

（二）基于职业岗位能力分析的培养方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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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书要求

1．全国计算机等级一级合格证书。

2．1+X 数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选考）。

（四）职业资格证书要求

鼓励取得钳工或电工职业资格证书。

四、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从事数控设备操作

使用，数控加工工艺设计，产品三维造型与编程，机械零部件质量检测、试验，以及数控机床装调

维护工作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培养规格

通过专业培养，毕业生应达到以下规格要求：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精

神。沟通和协作能力强，对时事政治、法律法规等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

2．具有高职教育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掌握机械制图知识和机械 CAD 技能，掌握机械制造与自

动化基础知识、具备机械设计、设备维修、数控编程加工等基本知识。

3．通过用人单位的上岗教育，能从事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编制，通用设备、数控设备的安装、使

用、维护、营销，机械行业生产一线管理等方面工作，成为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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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本专业落实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设置相关的公共基础课程。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72 学时/ 4 学分）

旨在从整体上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既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形成和发展

的历史逻辑，又体现这些理论成果的理论逻辑;既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整体性，又体现

各个理论成果的重点和难点，力求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2. 思想道德与法治（54 学时/ 3 学分）

旨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更好适应大学生活，促进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形势与政策（18 学时/1 学分）

通过教学，使学生较为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形势与政策的基本概念和正确分析形势的方法，理

解政策的途径及我国的基本国情、党和政府的基本治国方略，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学会用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形势，理解和执行政策。

4.军事理论课（36 学时/ 2 学分）

普通高等学校通过军事课教学，让学生了解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增强国防观念、

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5.大学生健康教育（32 学时/ 2 学分）

提高全体学生的健康素质，优化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帮助学生解决成长发展中的各种困惑及问

题，增强其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开发个体心理潜能，使全体学生都能得到全面而健康的发展。

通过对公共基础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懂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素质，良好的人文素质；具有

较强的身体素质、一定的军事素养和较强的心理素质；具备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自我学习与创新能力以及

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创业能力；能熟练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阅读英

文专业资料。

（三）专业（技能）课程

本专业安排了多门主干门课程，并提出了相应的课程目标、学习主要内容和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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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84 学时/6 学分）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应了解国家的制图标准；掌握手工绘图的技能技巧；充分理解点、线、面正投

影的基本规则和基本规律；掌握制图和看图的基本技能；学会由二维图形表示三维立体的方法；熟练掌握

根据二维图形想象出三维立体形状的方法；综合应用有关零件图、装配图的规定和知识，能读懂较为复杂

的零件图、装配图。通过本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与工作作风，

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协作敬业精神。

2．机械设计基础（60 学时/ 4 学分）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掌握机构的结构分析、运动特性，具有设计常用机构的能力，掌握通用

零件的设计方法，初步具有设计简单机械传动装置的能力，具有查阅及运用资料手册的能力，并获得

实验技能的训练。

课程内容包括常用机构的工作原理、类型、运动特性、功能及基本设计方法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以及在一般工作条件下通用零件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选用及设计计算方法。

3．机械制造技术（60 学时/ 4 学分）

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机械加工方面的的知识素养和技术素养，掌握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核心知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能从事机械加工工艺设计及通用加工设备的使用、维护和生

产管理。主要学习内容有：机械加工工艺系统的基本知识、机床夹具及各种机械加工方法的工艺特

点和特殊型面的加工方法、常见表面的加工方案分析、零件的机械工艺过程、特种加工和先进制造

技术等。

4．金属切削机床（44 学时/ 3 学分）

培养学生具有高等技术应用性工程技术人员必备的具有对金属切削机床的工作原理、性能、传

动及结构进行分析的能力；初步掌握各类金属切削机床的使用特点和机床传动系统的分析与调整，

再通过必要的技能训练，学会选用、使用及调整金属切削机床的能力。

主要学习机床的工作原理,技术性能,传动,构造及调整,使用方法.学习金属切削机床设计的一

般理论知识和方法。

5.液压与气动技术（42 学时/2 学分）

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机械加工方面的的知识素养和技术素养，掌握液压传动及自动化有关

核心知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能从事机械加工工艺设计及通用加工设备的使用、维护和生

产管理。

学习内容主要有液压动力元件、液压执行元件、方向控制阀、压力控制阀、流量控制阀的结构、

功能，液压系统分析、液压传动系统的维护等知识，以及气动执行元件、气动控制回路、气-电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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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气动传动系统分析与维护等，使学生掌握各种液压和气动元件的工作原理、特点、应用和选

用方法；熟悉各类液压与气动基本回路的功用、组成和应用场合；初步具备机床液压与气动系统的

安装调整、使用维护、故障诊断和排除的能力，并能进行简单的液压与气动基本回路的设计计算。

6．机械制造过程专业见习实训（22 学时/1 学分）

通过企业认识实习的过程，培养学生对企业的认识，对企业文化的了解，对企业工艺设备具有

形象思维与认识，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以下专业能力、社会能力与方法能力。主要内容

有了解铸造、锻造、焊接生产工艺过程、特点和应用；解常用钢铁材料的种类、牌号、性能特点。

了解热处理的作用及常用钢的常用热处理工艺方法；了解金属切削过程，认识车床、铣床、刨床等

常用机床。

7．钳工实训（44 学时/ 2 学分）

通过对学生进行基础技能学习和操作，学会划线、锯割、挫削、钻孔、攻丝等加工方法及量具

的正确使用，使学生掌握钳工基本操作技能，为今后机械设备的安装和检修，保证各种机械设备的

正常运转，打下扎实的基础。

8．车工实训（44 学时/ 2 学分）

通过对学生进行基础技能学习和操作，学会车外圆、端面、内外锥面、螺纹、台阶轴、组合件

等加工方法及量具的正确使用，使学生掌握车工基本操作技能，为今后走进企业和用人单位，打下

扎实的基础。

9．数控机床实训（66 学时/ 3 学分）

通过对学生进行基础技能学习、专业操作技能训练、岗位职业技能培养三个环节的培养，达到

国家职业标准中级工水平。即能正确编制中等难度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加工程序，并能在数控机

床上进行相应操作，并加工出符合要求的零件。

主要内容的了解数控机床的结构组成和用途。了解数车、数铣常用刀具的种类和材料。学习 G

代码编程的实际运用，练习外圆、平面、孔的加工方法，能完成简单零件的整体加工。

10．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66 学时/ 3 学分）

通过深化装配图教学内容，进行装配图综合化学习，主要内容有装配图基本知识，减速器拆、

装实践，选择典型零件测量、设计、绘装配图及零件图。

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增强对机械设计工作的了解和认识，具备初步的机械运动方案设计及机

械传动系统设计的能力。同时具备机械设备的拆装、计算、制图和使用技术资料的基本能力，培养

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毕业后从事机械设计、产品开发等技术工作打下基础。

11．数控车工职业资格证书考证综合实训（44 学时/ 2 学分）

根据数控车中级工标准要求，培养学生全面掌握中级所需要的数控车工工艺理论知识,掌握常用

数控车床的调整和维护保养方法；能合理的选用常用的刀具；能合理地选择工件的定位基准，了解

常用车床夹具的结构原理和使用方法等，熟悉广数系统、华中系统和 FANUC 系统操作，完成中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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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零件的工艺编程及加工，通过中级数控车工职业资格证书的操作考试和理论考试。

12．专业实习及顶岗实习（600 学时/ 40 学分）

根据所学专业前往企事业单位进行顶岗实习，完成顶岗实习报告，指导教师跟踪指导。

学生可以选择中等复杂零件，完成从原材料（或毛坯）加工为成品的加工工艺过程设计;

学生可以选择数控机床或普通机械加工设备，完成从拆卸、检修到装配的全过程的规程设计;

学生可以选择中小型数控机床或中型普通机械加工设备，完成安装、调试的规范设计:

按照工艺过程卡格式填写加工工艺文件。按照检修规程格式填写检修规程文件。按照安装调试

规范格式填写安装调试规范文件等。

（三）学分、学时分配说明

本专业规定学生修满 233学分准予毕业，其中必修课程最低学分为 207学分，选修课程为 26学

分（课程超市中学生必须选修 4个学分以上）。

本专业总学时共计 4770学时。实践教学总学时 2816学时，占比 59.0%。其中集中实践和毕业

实习共 1792学时。

（四）大学生德育课程

学生德育课程成绩由团学处具体负责考评办法的制定、完善和实施指导。德育课程成绩由团学

处负责考核评定,学生德育课程以学期为单位，每学期测评一次,学生德育课程满分为 100 分，及格

分为 60 分。

六、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教学进程是对本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实施进程的总体安排，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实施的具体体现。本专业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件（一）。

七、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课程名称
配 备 教 师 情 况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及专业 职称 学历 备注

数控技术与编程、机械设备维

修工艺
刘文志 男 1965.06 福建农林大学 高 工 本科

专业

带头人

AutoCAD、CAM、机械设备维

修工艺
陈龙波 男 1972.02

福州大学

电机电器智能技术

讲师

工程师
本科

专业

负责人

机械制造技术、机械设计基

础、工程力学
林陈彪 男 1962.05

福州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教 授

高 工
本科

CAD/CAM、机械设备维修工艺、

数控技术与编程
马昭坚 男 1966.04

西北纺院

机械制造

讲师

工程师
本科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电工技

术
胡玉汞 男 1966.10

西北纺院

工业电气自动化

教 授

高 工
本科

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材料及

热处理
陈 旻 男 1961.12

福州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副教授

工程师
本科

电工技术、电子技术应用 陈名毅 男 1990.8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

学
助教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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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 练永华 男 1970.12
中国纺织大学

纺织工程
副教授 本科

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 陈桂英 女 1973.07
西北纺院

工业管理
副教授 本科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吴诗红 女 1965.07
天津工程师院

机电技术教育

讲师

工程师
本科

应用数学 陈志刚 男 1968.04
福建师大

数学
讲师 本科

数控技术与编程、画法几何与

机械制图
叶达佳 男 1981.01

福建农林大学

电气自动化
讲师 本科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吴文群 男 1983.03
福州大学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讲师

工程师
本科

机械制造技术 邱晔明 男 1984.10
昆明工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副教授

工程师
本科

冲压模具设计 杨丽娟 女 1985.07
福建工程学院/材料成

型与控制工程
讲师 本科

工程力学 章淑萍 女 1986.03
福建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讲师 本科

专业实习 林钟兴 男 1963.07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无线电专用机械设备

副教授

高工
本科

数控加工工艺、数控编程实

训
陈辉华 男 1975.06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

学
副教授 本科

机械制造技术、机械设计基

础
王福建 男 1963.11 福建农林大学

高级

工程师
本科

机械制造技术、数控编程实

训
陈 涛 男 1995.8 三明学院物机系 助教 本科

机械设计基础 卓永红 女 1973.06
福建机电学校

机械制造
工程师 中专 兼职

实 训 张东阳 男 1968.7
三明广播电视大学机

械

高级

技师
大专 兼职

实 训 赖 堃 男 1972.10
龙岩师专

数 学
技师 大专 兼职

实 训 刘万福 男 1964.05
三明重机

机 械

高级

技师
中专 兼职

专业见习 熊昌炯 男 1963.11
郑州工学院

机械
高工 本科 兼职

专业见习 吴 龙 男 1973.02
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
教授

博士

研究

生

兼职

专业实习 黄志鹏 男 1962.09
福建机电学校

机械制造专业

高级

工程师
大专 兼职

专业实习 陈建明 男 1973.12
福建机电学校

机械制造专业
工程师 大专 兼职

专业实习 张志平 男 1963.08
衡阳冶金机械学院机

械制造与设计

高级

工程师
本科 兼职

专业实习 李荣照 男 1965.08
合肥工业大学

机械制造专业

高级

工程师
本科 兼职

专业实习 黄华山 男 1975.08
福建高级工业专门学校

模具设计与制造
工程师 专科 兼职

专业实习 罗水华 男 1975.09
景德镇陶瓷学院

机械设备与工艺
工程师 大专 兼职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验、实训设施

专业实验室及多媒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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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名称 实验课名称 实验室设备 备注

电工、电子实验室 电工、电子、电拖实验课
电工、电子、电拖

三合一成套设备

微机应用实验室 单片机实验 单片机实验系统

PLC 应用实验室 PLC 实验 PLC 系统

CAD/CAM 多媒体教室 CAD/CAM 网络计算机

机床电气维修实验室
机床电气维修技能

培训、考核

亚龙 YL－115－I 型四合一机床

电气培训考核装置

金工实训车间

主要配置设备 实训内容

1.车床 8 台

2.摇臂钻床 1 台

3.立式铣床 1 台

4.牛头刨床 1 台

5.钳台 48 套

6.台钻 5 台

1．普通机床的操作培训

2．钳工技术培训

3．车工资格证书考证

4．装配钳工资格证书考证

5．工具钳工资格证书考证

数控实训中心

主要配置设备 实训内容

1．雕铣机4台

2．数控铣床2台

3．数控车床9台

4．加工中心1台

5.线切割、电火花机床各1台

1．数控铣床操作培训

2．数控车床操作培训

3．数控铣床加工程序编制、加工培训

4．数控车床加工程序编制、加工培训

5．加工中心操作培训

6．加工中心加工程序编制、加工培训

7．数控车床资格证书考证

2．校外实训基地

学院与福建省三明双轮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厦工集团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中机数控科技（福

建）有限公司、三明辉煌重工集团、三明齿轮箱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合作建立了校外实习、实训基

地。

序

号
基地名称 企业简介 经营范围或主导产品 地址

1
福建省三明双轮化

工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系产品开发、制造、

经营、产品服务为一体的

现代化企业，前身福建省

三明化工机械厂是原机械

工业部骨干企业。

压力容器及石化、造纸工业设备、压力

管配件、非标设备、金属构件、工业管

道阀门、起重运输机械设计、开发、制

造、销售、安装、维修等业务。

三明沙县

高沙工业

园区

2
厦工集团三明重型

机器有限公司

公司是福建省国有大中型

骨干企业、省优秀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拥有健全的

研发、制造、销售、服务

体系。

公司是目前国内领先的压路机制造商

之一、最大的垃圾压实机制造商，产品

远销新西兰、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埃

塞俄比亚等国家。

三明沙县

高沙工业

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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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基地名称 企业简介 经营范围或主导产品 地址

3
中机数控科技（福

建）有限公司

公司是集研制、开发、生

产于一体的专业CNC雕刻

机厂家。公司紧跟世界数

控发展潮流，始终致力于

CAD/CAM雕刻技术、CNC数

控技术、激光雕刻技术的

研发；在精密雕刻机设计

以及雕刻工艺技术方面取

得了突出的成绩。

公司的产品已经涵盖了木工行业，铝幕

墙加工行业，广告装饰行业，标识标牌

行业，大理石雕刻行业以及工业礼品行

业。公司生产的木工雕刻机，木门雕刻

机，木门加工中心，移门雕刻机，广告

雕刻机，铝板切割机，铝单板切割机，

铜板切割机铝塑板切割机。

三明沙县

高沙工业

园区

4
三明辉煌重工

集团

公司是一家拥有自营进出

口权的省级民营科技型企

业。是清华大学，福州大

学产、学、研校企合作单

位。

公司主要从事的行业有：机械制造、生

铁冶炼、精细化工、塑料等。主要为矿

山、冶金、化工、机床等机械产品的设

计、生产、安装调试提供一条龙服务。

三明市

梅列区

5
三明齿轮箱有限公

司

公司是目前省内最具规模

的齿轮专业生产企业，现

由福建龙溪轴承（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拥有一整套较为先进的工程机械齿轮

和变速箱的加工生产技术。主导产品界

有 ZL40/50装载机齿轮、精密机床齿

轮、花键轴和装载机变速箱等。

三明市

梅列区

6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

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公司是中国重汽通过重组

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永安汽车厂设立的汽

车公司。

公司主要生产重、中、轻、微、客全系

列商用车，目前有四大产品系列近百个

品种。2015 年实现年产 10 万辆整车、

产值 100 亿元的目标。

三明

永安市

7
集辰（福建）农林

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集新型农业机

械、高效复合肥和生物技

术研究为一体的闽台合作

型现代化农业发展公司。

年生产及组装各种台湾先进农业机械

可达15万台。主要有沼气发电机、家用

挖掘机、畜牧无害化高速处理机、耕耘

机等。

三明沙县

沙县金古

工业园区

（三）教学资源

1.学校图书馆藏书 38.66 万册，图书馆能进行科技查新、文献检阅、传递、信息推送、学术不

端检测等服务。

2.学校有各种网上资源和网上课堂，目前主要有云课堂、在线课程、专业资源库、学习通、智

慧职教等。

3.及时更新教材，满足专业教学的需要。

教材推荐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单位 书号

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含习题集）
唐整生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9787562945727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含

习题集）
徐亚娥 西安电子科大出版社 7560616151

AutoCAD

AutoCAD2012 机械制图实

例教程
苏采兵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9787-5635-4343

-4

中文版 AutoCAD2008 实例

教程

刘 哲

刘宏丽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978-7-5611-319

4-7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机械工程材料 高琪妹 化学工业出版社
7-5025-5738-5/

G.1508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王 戟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750454213

工程力学 工程力学 吴健生 机械工业出版社 7-111-11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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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单位 书号

工程力学 胡如夫 浙江大学出版社 TB12-49/79

电工技术
电工技术 吴雪琴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7-5682-7746-4

电工技术 付植桐 清华大学出版社 730204927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陈于萍 高等教育出版社 7-111-08514-0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杨好学 西安电子科大出版社 7560616348

电子技术应用
电子技术 刘继平 机械工业出版社 7-111-10759-4

电路与电子技术 路松行 西安电子科大出版社 7560614485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 陈国定 机械工业出版社 7111163826

机械设计基础 赵冬梅 西安电子科大出版社 756061423X

CAD/CAM软件应用

MasterCAMX 应用与实例教

程
郑金 人民邮电出版社 7-115-28835-6

CAD 与 CAM 技术 方 新 西安电子科大出版社 7560614027

数控机床与编程
数控加工编程及操作 顾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244373

数控机床原理与编程 陈富安 西安电子科大出版社 7560614310

机械制造技术
机械制造技术 邵 堃 西安电子科大出版社

5606-1641-0/TH

0055

机械加工技术 魏康明 西安电子科大出版社 7560616046

机械设备维修工艺
机械设备维修工艺 贾继赏 机械工业出版社 7-111-05291-9

机电设备维修技术 张翠凤 机械工业出版社 71110853 02

金属切削机床
金属切削机床 恽达明 机械工业出版社 7111172469

金属切削与机床 聂建武 西安电子科大出版社 7560616283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 余雷声 机械工业出版社 7-111-05126-2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 常文平 西安电子科大出版社 7560616143

数控工艺学
数控车工（中级） 崔兆华 机械工业出版社 7111200178

数控机床加工工艺 王爱玲 机械工业出版社 7111185870

热加工工艺基础
热加工工艺基础 司乃钧 高等教育出版社 704009825

热加工工艺基础 谷春瑞 天津大学出版社 7561822022

金工实习
金工实习 孔德音 机械工业出版社 7111062302

金工实习 张云新 化学工业出版社 7-5025-5737-7

（四）教学方法

1.以突出职业技能培养为特色，实行“双证书”教育

技能型紧缺人才的培养要把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放在突出的位置，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使学

生成为企业生产服务一线迫切需要的技能型、应用性人才。培养方案体现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

以使学生毕业时确实具备相应的上岗能力。

2.以综合素质培养为基础，全面提高学生质量

充分认识职业和技术实践活动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成长的意义与价值，使受教育者形成健康的劳

动态度、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正确的价值观，将综合素质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全面提高学生

素质与质量。

3.以学生为主体，体现教学组织的科学性和灵活性

坚持工学结合，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融“教、学、练、做”为一体；模拟行业企业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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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核心课程，实施“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人才培养模式，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和

开放性的要求。

（五）学习评价

学习评价主要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评价，主要是考试与测验，评价的方法有量化评价和质

性评价。课堂教学考核成绩由平时作业、实验报告和出勤、半期考试和期末考试等组成，用百分制

考核，满分为 100 分，根据考试与考查种类制定相应的比例。实践教学考核要素有平时练习、实验

报告和出勤考核、操作考核等。

（六）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主要是对教师教学工作，包括教学设计、组织、实施等的管理和评价，教学设计有课

程标准、授课计划等；教学组织有教案、日志等；教学实施有教学巡视、听课、评课。二是教学评

估，包括年度考核、学生网评课堂及学生座谈反馈等。

八、毕业要求

学生毕业时应修满规定的学分，同时应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一级合格证书、数控车工职业资格

证书。

（一）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修满 233 学分：其中，必须修满：基础素质（公共）课 95 学

分、职业技术课 38 学分、选修课 26 学分，集中实践 74 学分。

（二）获取的职业资格证书要求：取得数控职业资格证书等与本专业相关的 1 项职业资格证书

（注：入校前，已取得以上基本能力证书的学生，可提出申请免修相应课程）。

（三）获取的基本能力证书的要求（计算机、外语、普通话、社会实践或志愿服务经历等）：

1．全国计算机等级一级合格证书。

2．1+X 数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选考）。

（四）工作经历证书的要求：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需要在 2 个冬季学期、2 个夏季学期参与社

会实践与企业实习，按要求填写工作经历证书。

（五）体质健康测试达标：按照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测试的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符合免测条件、按规定提交免测申请并获得批准者不受本条毕业资格的

限制。

（六）德育合格：学生处规定的德育成绩合格，没有处分，或者处分已经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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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专业课程设置表[不含集中实践环节] 课程类别、课程代码

课

类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性

质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学 年 及 学 期 周 学 时 数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一 二 三 四 五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15 15 15 13 15 8 8

公共基

础课程

（一）

必

修

课

1 语文（中职） 必/试 12 240 240 4 4 4 4

2 数学（中职） 必/试 12 240 240 4 4 4 4

3 英语（中职） 必/试 12 240 240 4 4 4 4

4 计算机应用基础 必/试 6 120 40 80 4 4

5 职业生涯规划 必/试 3 60 60 4

6 体育（中职） 必/试 6 120 40 80 2 2 2 2

7 职业道德与法律 必/试 3 60 60 4

8 经济政治与社会 必/试 3 60 60 4

9 哲学与人生 必/试 3 60 60 4

公共基础课（一）小计 60 1200 1040 160 22 22 18 18

专业

课程

（一）

专业

基础

课程

1 机械制图（中职） 必/试 3 60 30 30 4

2 autoCAD（中职） 必/试 3 60 30 30 4

3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中职） 必/试 3 60 30 30 4

4 电工基础（中职） 必/试 3 60 30 30 4

5 机械制造技术（中职） 必/试 3 60 30 30 4

6 数控编程与操作 必/试 3 60 30 30 4

专业课程（一）小计 18 360 180 180 4 4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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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

础课程

（二）

必

修

课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试 4 72 64 8 4

2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试 3 54 46 8 3

3

形势与政策 1
形势与政策 2
形势与政策 3

必/查 1 12+（6） 12 （6） 3次 3 次
（3

次）

4 信息技术 必/试 4 32+（40） 32 （40） 4

5
体育

体育选修课 必/试 4 32+（76） 4
28+

（76）
2 2

6 大学生健康教育 必/查 2 16+（16） 16 （16） 2

7
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生

涯规划
必/查 2 16+（16） 16 （16） 2

8 大学生就业指导 必/查 1 16 16 8 次

9 高等数学 必/试 2 32 32 4

10 应用文写作 必/试 1 16 16 2

11 军训 必/查 2 112 112

12 军事理论课 必/查 2 16+（20）
16+

（20）
2

13
劳动教育 1
劳动教育 2 必/查 1 18 4 14

每学期 9 学

时

14 四史 必/查 1 16 16 1

公共基础课（含公共选修课）（二）小计 30 650 310 340 18 10

公共基础课（含公共选修课）（一、二）小计 90 1850 1350 500 22 22 18 18 18 10
专业

课程

（二）

专业

基础

课程

1 机械制图（装配图部分） 必/试 6+(2) 94 48 46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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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必/试 3 60 40 20 4

3 数控技术与编程 必/试 3 60 30 30 4

4 CAXA 制造工程师 必/试 3 60 30 30 4

5 液压与气动技术 必/试 3 52 30 22 4

专业课小计:（二） 20 326 178 148 10 12 2

专业课程（一、二）小计 38 686 358 328 4 4 8 8 10 12 2

专业

选修

课

专业

技能

1 机械设计基础 必/试 2 32 22 10 4

2 数控加工工艺 必/试 2 32 22 10 4

3 CADCAM 软件应用 必/试 2 32 16 16 4

4 机械设备维修工艺 必/试 4 52 36 16 4

5 数控仿真 必/查 2 26 12 14 2

6 中望CAD机械绘图实例应用 必/查 4 52 26 26 4

专业

拓展

1 专业软件 solidwork 必/查 2 32 16 16 4

2 机床电气控制技术 必/查 4 60 40 20 4

3 智能控制技术 必/试 4 60 40 20 4

专业选修课小计: 26 378 230 148 10 8 4 12

课程超市、网络选修课（公共选修） 必/查 4 64 16 48 2 2

选修课（含公共选修与选修）小计： 30 442 246 196 10 8 6 14

学分/学时/周课时合计 158 2978 1954 1024 26 26 26 26 20 20 26 24

备注：1.（）数字是指课外时间实践或线上教学；2.公共选修课程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开课（理工类专业 4 学分，文科类专业 6学分）。

3.公共基础课程学时应当不少于总学时的 1/4，选修课教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均应当不少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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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课程设置表[集中实践环节]

课类
序

号
课程名称

实践

周数
学时 学分

学年及学期实践周数

一 二 三 四 五

1 2 3 4 5 6 7 8 9 10

校内技能专周

实训

1 专业见习、实习 1 22 1
1

2 钳工实训 3 66 3 3

3 普车实训 3 66 3 3

4 数车实训 3 66 3 3

5 数铣实训 3 66 3 3

6 暑期专业实习 3 (90) 3 3

7 综合实训 8 176 8 8

8 生产实训 8 176 8 8

9
1+X职业技能等

证书
2 44 2 2

毕
业
综
合
实
践

校外专周

实习

10
数控加工生产

实训
6 180 6 6

11
数控设备维修

实训
6 180 6 6

12
数控造型编程

实训
8 240 8 8

校外顶岗

实习
13 毕业实习

20

300 10

20

毕业作业 14
设计、论文、报

告
300 10

实践周数/学时/学分合计 74 1792 74 1 3 3 3 3 3 8 10 20 20

备注：若为打散实训可在数字后加“*”，如 2*表示每周为两课时实训课，不带符号的表示实践周数。

（三）专业集中实践环节课程教学主要内容与要求

序

号
课程名称 内 容 与 要 求

学

期
学时 地点 考 核

1 专业见习

了解铸造、锻造、焊接生产过程、特点和应用。

了解金属切削过程，认识车床、铣床、刨床等常用

机床。

了解以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为主的智能装备操作

过程。

1 22

校内外

实验室、

车间

出勤、项目、

报告

2 钳工实训

了解钳工工作在机械制造和维修中的作用。锯割、

锉削和钻孔的基本技能。按图制作简单的零件。钻床的

基本结构和操作方法。划线、攻螺纹、套螺纹、扩孔和

铰孔的方法。钳工工作的安全技术。

钳工技能考核(操作)

2 66
校内实

训车间

出勤、项目、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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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车实训

普车内容：

车床加工的安全技术，车床的结构组成和用途，常

用量具、常用车刀的种类和材料，外圆、端面车削方法，

切槽、切断和锥面等的车削特点。能完成简单零件的车

削加工和编程。

3 66
校内实

训车间

出勤、项目、

报告

4 数车实训

了解数控机床的结构组成和用途。了解数车常用刀

具的种类和材料。学习 G 代码编程的实际运用，继续练

习外圆、平面、孔的加工方法，练习锥度、弧度、螺纹

等加工方法，能完成简单零件的整体加工。

5 66
校内实

训车间

出勤、项目、

报告

5 数铣实训

学习加工中心的手工和自动编程及实际运用，练习

外圆、平面、孔、弧度等加工方法，能完成简单零件的

整体加工。

6 66
校内实

训车间

出勤、项目、

报告

6
暑 期 专 业

实习

选择校外合作企业，岗位应尽可能与机械类专业对

口，（如机床或机器操作、机械加工工艺规程制订、机械

零件加工程序编制、机械加工质量检测、设备维护维修，

设备装配调试，电机电器维护修理，自动控制设备操作

调试等岗位），进行实习以提高对专业的了解，以便后期

专业学习的深入。

6 （90）
校外合

作企业

出勤、项目、

报告

7 综合实训

利用在校内实训设备，综合数控工艺、数控编程、三维

造型、CAM编程，操作数控车数控铣进行中等难度零部

件加工装配。

7 176
校内

实验室

出勤、项目、

报告

8 生产实训

选择校外合作企业的岗位，尽可能与机械类专业对

口进行实习，以提高专业水平，便于专业和岗位的深入

了解和毕业后的就业选择。

8 176
校外合

作企业

出勤、项目、

报告

9

1+X 数控职

业 技 能 等

级证书

掌握中级数车应具备的工艺编制技术。掌握中级工

应具备的外圆、端面、钻孔、镗孔、切槽、切断、锥面、

螺纹等的车削方法。能完成中级车工相应难度的零件编

程加工。通过 1+X 数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操作考试和

理论考试。

2 44
校内实

训车间

出勤、项目、

报告

10
数控加工

生产实训

选择实习企业及岗位应尽可能与数控技术专业对

口，即数控机床操作、数控加工工艺规程制订、机械零

件加工程序编制、典型零件模具设计与制造，机械产品

的销售及售后技术服务等；如果是安排在管理或其它岗

位，应针对生产流程实施或管理等内容展开实习。

9 180
校外实

习车间

总结、教师测

评

11
数控设备

维修实训

选择实习企业及岗位应尽可能与数控技术专业对

口，数控加工质量检测、设备维护维修，设备装配调试，

电机电器维护修理，自动控制设备操作调试，典型零件

模具设计与制造，机械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技术服务等；

如果是安排在管理或其它岗位，应针对生产流程实施或

管理等内容展开实习。

9 180
校外实

习车间

总结、教师测

评

12
数控造型

编程实训

选择实习企业及岗位应尽可能与数控技术专业对

口，即数控零件三维造型，数控加工自动编程、典型零

件模具设计与制造，机械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技术服务等；

如果是安排在管理或其它岗位，应针对生产流程实施或

管理等内容展开实习。

9 240
校外实

习车间

总结、教师测

评

13

顶岗实习

与 毕 业 作

业

1．典型零件加工工艺

选择中等复杂零件，完成从原材料（或毛坯）变为

成品的加工工艺过程设计。

2．设备检修规程

选择中小型数控机床或普通机械加工设备，完成从

拆卸、检修到装配全过程的规程设计。

3．整机产品安装调试规范

10 300
校外合

作企业

企业评价

70%（实习表

现），指导教

师评价 30%

（实训日记、

实习总结、实

习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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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中小型数控机床或中型普通机械加工设备，完

成安装、调试的规范设计。

按照工艺过程卡格式填写加工工艺文件。按照检修

规程格式填写检修规程文件。按照安装调试规范格式填

写安装调试规范文件。

根据所学专业前往企事业单位进行顶岗实习，完成

顶岗实习报告，指导教师跟踪指导。

14

顶岗实习

与 毕 业 作

业

1．典型零件加工工艺

选择中等复杂零件，完成从原材料（或毛坯）变为

成品的加工工艺过程设计。

2．设备检修规程

选择中小型数控机床或普通机械加工设备，完成从

拆卸、检修到装配全过程的规程设计。

3．整机产品安装调试规范

选择中小型数控机床或中型普通机械加工设备，完

成安装、调试的规范设计。

按照工艺过程卡格式填写加工工艺文件。按照检修

规程格式填写检修规程文件。按照安装调试规范格式填

写安装调试规范文件。

10 300
校外合

作企业

设计/论文/

报告、教师测

评

（四）各类课程学时数分配表

课程类别

学时数

学分数 学时数比例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公共基

础课

必修课 1850 1350 500 90 38.8%
选修课 64 16 48 4 1.3%

专业课

基础课 686 358 328 38 14.4%
技能课（选修） 226 134 92 16 4.7%
拓展课（选修） 152 96 56 10 3.2%
集中实践 1792 0 1792 74 37.6
总 计 4770 1954 2816 232 100%

注: 1.校内专周实践按每周22学时计算，校外顶岗实习按每周30学时计算；每周1学分。

2.总课时共计 4770 课时，其中实践教学课时 2816，占总课时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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