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岗位职业能力分析的课程设置

基于岗位职业能力分析的机械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正是契合了当前国家

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优化学校专业布局，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

需求为导向，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1、进行企业调研，分析机械专业岗位职业能力

针对目前中等职业学校对机械加工技术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与社会人才

需求脱节，专业建设标准不明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的培养目

标不准确，学生对口就业比较困难等现象，通过采用文献研究、座谈、电

话访谈、实验、问卷调查、归纳等方法，对所调研行业、企业， 以及毕业

生的追踪调查，分析机械加工技术专业岗位职业能力。

所谓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其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职业能力可以定

义为个体将所学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在特定的职业活动或情境中进行类化

迁移与整合所形成的能完成一定职业任务的能力。

岗位能力是指通过练习获得的能够完成职业岗位任务的能力。根据我

国的具体情况，岗位能力可定义为，按照国家规定的职业标准，通过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考核，对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进行客观公正、

科学规范地评价与认证的活动。

根据国家对信息行业职业分类，机械加工技术专业的职业岗位主要有：

研发工程师、机械设计（结构）工程师、机电工程师、工艺工程师、数控

编程工程师、模具设计工程师、质量工程师、设备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

师。

2、基于岗位职业能力分析的中职机械加工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2.1建设标准

结合行业资格准入政策，实施毕业生的“1+X 证书”制度：以服务为宗

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行业应用为依托，以“双师”素质教师培养为保证，

把机械加工技术专业建成培养目标定位准确，技能培养突出， 专业理论知

识够用，实践教学体系完善，校企合作紧密结合，具有鲜明职业教育特色

的专业课程体系。

为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机械加工技术专业通过分析企业典型工作

任务和岗位职业能力，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行动导向课程体系，校企

共建网络专业的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并经过行业企业专家与高职院校的

论证，形成与企业对接紧密、特色鲜明、动态调整的中等职业教育课程体

系，以适应企业目前对基础技术人才的需求。

2.2教学标准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资格管理中职业分类目录里

的职业描述分析，归类得到如下三大类岗位职业能力所应具备的技术：

（1）研发工程师、机械设计（结构）工程师、机电工程师：具备自然

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基本知识；具备机械设计基础知识（如制图、材料、

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液压与气压传动、制造工艺

等）或机电系统设计基础知识（如电工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微机控制、

传感检测、控制理论、驱动技术等）；熟悉各类机械元器件、传感-驱动-

控制类元器件及其应用；

（2）工艺工程师、数控编程工程师、模具设计工程师、质量工程师：

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具备机械加工工艺和装配工艺的有关知



识；熟悉各类加工设备，特别是现代数控装备和加工的相关知识；熟悉各

类工艺装备，如模具、夹具、刀具、量具及其设计的有关知识；熟悉公差

及技术测量的有关知识；具备生产组织管理、质量控制、成本核算方面的

基本知识。

（3）设备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具备一定的工程实践能力和设备

调试、维护维修经验；良好的沟通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熟悉本行

业相关产品的功能、性能、原理、组成、使用和维护要求；具备设备验收、

调试和改造应具备的基本知识。

根据对岗位职业能力分析确定机械加工技术专业的专业（技能）方向。

研发工程师、机械设计（结构）工程师、机电工程师的专业技能方向是

SolidWords 三维设计建模，实体建模，运动仿真分析等；工艺工程师、数控

编程工程师、模具设计工程师、质量工程师的专业技能方向是质量控制和

数字编程方向；设备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的专业技能方向是维修功能

和自动化控制方向。并根据不同专业技能方向确定在人才规格培养中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确定好课程设置及要求，建立好校内外实训基地。校内实

训基地包括基础技能实训室（机械基础实训室、组装与维修实训室、设备

操作实训室）和专业技能实训室

（硬件设备实训室、机械加工实训室）。

2.3人才培养方案

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职业范围、人才规格，构建机械加工技术专业的

课程结构。将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其中专业技能课又分为

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方向技能课。公共基础课有：语文、数学、英语、体育



与健康、公共艺术、政治、历史、物理。公共选修课有职业生涯规划、时

事报告。专业核心课有：机械基础、机械绘图、金属加工与实训、极限配

合和公差，钳工工艺，数控技术等；

确定好课程开发的思路，对工作岗位（群）、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进

行分析，创设专业核心课程以及三个专业方向课程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情

境开发。

机械加工技术专业专业技能课程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情境开发一览表

如表 1所示。

表 1 机械加工技术专业技能课程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情境开发一览表

专业技能学习

领域（课程） 学习情境 1 学习情境 2 学习情境 3

…

课程 1：投影

法的应用

使用斜投影法

绘制三角尺的

投影图

使用中心投影法

绘制机械零件的

投影图

绘制机械零件的

多面正投影图

…

课程 2：绘图

工具的使用

了解绘图工具

发展史，认识

各种绘图软件

绘图软件中各种

工具的简单认

识。

使用绘图软件解

决问题

…

课程 3：零件

图理解

识别零件图中

各图标含义

可以简单描述零

件图的相关信息

可以详细描述零

件图中零件的功

能、作用

…



课程 4：三维

建模

对直轴进行三

维建模

绘制阶梯轴的三

维模型

绘制底座的三维

模型

…

2.4课程标准

课程开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融合，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相适应，注重

综合素质的培养，突出以职业能力为主线，打破陈述理论知识为主的“学

科性”课程体系，建立基于“工作过程”的行动课程体系。根据专业调研

结果，首先确定本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群），然后对各工作岗位（群）、

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进而归纳出典型工作任务并进行职业能力的分

析，结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求，按照职业成长规律与学习规律再对专业

核心课程与 3个专业方向课程进行 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情境开发，形成一

套实用的基于“工作过程”的行动课程体系。

建设过程中，每一门课程的课程标准按照课程定位、学习内容、学习

目标、教学参考几部分进行。其中学习目标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

会能力、个人能力；教学参考根据教学情境分别描述，包括学习情境描述、

学习目标、蕴含的理论知识、教学条件、教学法及教学流程设计、学习评

价。教学参考中的教学流程设计包括信息、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

价；教学参考中学习评价包括专业能力和非专业能力评价。

以岗位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构建课程体系，使得学生学以致用，培养

方向符合企业需求，学生升学、就业取得良好效果。教学实践表明，本课

程体系的构建对提升中职院校机械加工技术专业建设水平、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