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加工技术》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机械加工技术 

【适用专业】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1、前言 

1. 1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中职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是从事机械加工工艺技术员、产品质量

检验员等岗位工作的必修课。其功能是培养学生对机械加工过程的各个环节的认知，掌握机械图样的识读

与绘制、零件的手工制作、使用普通机床的零件制作等技能，具备从事机械加工相关技术工作的基本职业

能力。 

1. 2设计思路 

本课程总体设计思路是以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相关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为依据确定课

程目标，设计课程内容，以典型工作任务为线索构建任务引领型的项目课程。 

课程结构以机械加工技术工作任务为线索进行设计，包括机械图样的识读与绘制、零件的手工制作、

使用普通机床的零件制作等几个学习项目。课程内容与要求的确定充分考虑了机械加工技术人员职业标准

的相关要求。 

为了充分体现技能为核心、知识为支撑和职业素养养成为主线的课程思想，将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成

若干个工作任务（项目），以工作任务为中心引出相关专业知识，渗透职业素养的积累，以典型的零件机

械加工过程为基础，展开教、学、做于一体的教学过程。教学活动设计由易而难，多采用学习小组领取任

务、查阅资料、制订方案、师生研讨、指导实施等师生互动的课内外活动形式，予师生以广阔的创新空间。

本课程要求充分运用现代职教理念与技术，引导学生在学做一体的活动中学会学习，培养兴趣，锻炼技能，

修炼素养；培养学生崇尚实践，崇尚技能，尊重科学，尊重劳动的意识；引导学生在与身边的老师、同学

共同讨论中深化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形成基本的职业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精神。 

本门课程的建议学时数为 234时。 

2、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整体认识机械加工过程，掌握机械图样的识读与绘制、零件的手工制作、使用

普通机床的零件制作的基本职业技能，培养沟通、合作、务实、严谨等基本职业素养；为提高学生各专门

化方向的职业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下职业能力。 

职业能力目标： 



 

 

了解常用机械工程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热处理的相关知识； 

能对结构不同的零件采取合理的表达方法并绘制该零件的零件图，标注完整的尺寸与技术要求； 

能正确识读机械零件图样，能读懂简单的装配图； 

能按照国家标准相关规定绘制零件图样； 

掌握钳工、车工、铣工基本操作技能； 

掌握量具的使用方法。 

3、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

号 

工作任

务 
课程内容与要求 活动设计 

参考

课时 

1 
认 识 机

械加工 

1.了解常用机械工程材料的力学性

能、应用范围和选用原则； 

2.了解热处理工艺控制材料的性能

的基本知识； 

3.认识各种机械加工设备。 

（1）认识机械产品制造过程 

（2）认识常见机械工程材料 

（3）钢的热处理 

18 

2 

机 械 图

样 的 识

读 与 绘

制 

1.了解国家标准对机械制图的相关

规定； 

2.掌握简单零件三视图的绘制方法； 

3.掌握典型机械零件的表达方法、尺

寸标注的方法及技术要求的表述方

法； 

4.能正确识读零件图和装配图。 

（1）机械图样的基本规定 

（2）正投影与三视图 

（3）组合体的图样绘制 

（4）图样的表达方法 

（5）标准件的图样绘制 

（6）零件图的识读与绘制 

（7）装配图的识读与绘制 

90 

3 

零 件 的

手 工 制

作 

1.培养学生的钳工基本操作技能；   

2.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

力； 

3.培养并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空间

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 

4.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 

（1）钳工的基本知识 

（2）钳工常用工具 

（3）阅读机械工程图样 

（4）划线的方法 

（5）简单零件的制作 

36 

4 

使 用 普

通 机 床

的 零 件

制作 

1.掌握车床、铣床的正确操作方法； 

2.掌握钻头、车刀的刃磨方法； 

3.掌握量具的使用方法； 

4.合理地选择工、夹、量具及制订简

单的车削加工顺序和切削用量； 

5.能正确识读机械加工工艺卡。 

（1）机床的认知与操作 

（2）光轴零件车削 

（3）台阶轴车削 

（4）内孔车削 

（5）圆锥及沟槽车削 

（6）平面铣削 

（7）四方体铣削 

（8）单双凸台阶铣削 

（9）单双凹槽铣削 

90 

总课时数 234 

 



 

 

4、实施建议 

4．1教材编写 

（1）本课程教材编写应打破传统的学科式内容体系，构建以任务引领和职业能力培养以及职业标准

为依据的课程内容体系。以本课程标准为依据进行编写。 

（2）教材编写应以行业专家对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所涵盖的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为依

据，体现基础性、趣味性和开拓性相统一的课程思想，激发学生对所学专业课程的热爱与追求，鼓励学生

开展创造性思维活动。并应为教师留有根据实际教学情况进行调整和创新的空间。 

（3）教材内容应凸显实践性、应用性和层次性的特征，强调教学内容、过程与岗位业务相吻合，并

使学生易学、易懂、易接受，不追求学科体系的完整。同时要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应纳入本专业领域的

发展趋势及与本课相关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 

（4）教材提倡图文并茂，增强直观性，力求教材配备电子教案、多媒体教学课件和多媒体素材库等，

便于组织教学和有利于初学者培养学习兴趣，以保障学生学习的持续性和全方位。 

（5）教材中有关专业技术的专用英文名词应提供正确的中文注释 

4．2 教学建议 

（1）精讲多练、学做一体。 

（2）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直观演示教学内容，同时通过组织实训、激发学生的现场意识，把学

生引向实践。通过组织小课题，拓宽思维空间，激发成就动机，使学生能主动地学习。运用小组学习、讨

论、交流经验等方式深化学习内容。 

（3）要注重技能训练及重点环节的教学设计。每次活动应使学生上一个阶梯，技能训练既要有连续

性又要有层次性、递进性。 

（4）根据工作任务的需要分别安排教学团队，充分发挥教师的特长，进而实现优势互补。 

（5）高度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适时将思想教育和心理调适渗透到教学活动中。 

（6）教学团队务必做好教学日记，详细记载教学过程，特别要将教学过程中有价值的东西记录下来，

并进行阶段性梳理总结，为总结经验、创造精品课程案例积累资料。 

4．3 教学评价 

（1）以学习目标为评价标准，坚持用多元评价方式引导学生形成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 

（2）学习评价宜以过程评价和目标评价相结合，注重实践性引导，过程评价以鼓励为主。 

（3）教学效果评价重点评价学习者的职业能力。 



 

 

4．4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开发适合教学使用的多媒体教学资源库和多媒体教学课件。 

（2）充分利用合作办学的企业资源，为学生提供阶段实训，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技能，在真实的环

境中磨练自己，提升自身的综合职业素养。 

（3）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开放实训中心，将教学与培训合一，课堂集中教学和学生个体练习相联系，

满足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