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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信息表 

课程名称 零件的数控车削加工 开课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课程代码 13011023 课程类型 理论+实践 

课程学时 144 适用专业 数控技术专业 

课程学分 6 授课对象 2020级 

考核性质 考查   

2.课程标准制定人员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吉超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2 杨磊 凌升机械 工程师 

3 林玲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 

二、制订课程标准的依据 

以职业鉴定标准为依据，结合专业定位和实训条件；以

企业真实零件为载体，以工作任务为导向关注职业素养的形

成。 

通过任务引领型的项目活动，认知数控加工原理、工作

过程，熟悉数控加工行业规范，熟悉公差与配合标准，能数

控编程方法与相关指令，会知道刀具、量具、夹具规范及其

使用方法。课题零件的实际加工串联前阶段所学的编程基础

知识，加深巩固。通过零件尺寸、表面质量分析讨论总结原

因。形成良好的质量、安全意识，具有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

主动适应团队工作的职业素养。《数控加工》课程的主要功

能是培养学生熟练掌握数控加工过程中的主要操作技能、加

工零件的工艺分析能力和编程能力、熟练操作数控机床的能

力、加工零件的质量检测的能力以及贯穿加工过程始终的节



约成本和安全意识。这些都是数控加工岗位最为重要和基本

的能力，因此本课程在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处于非常重

要的地位，应当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校企合作，

设计“双线并行”项目化教学方式。 

课程团队与行业企业深入研讨、合作，在教学设计上确

立培养课程教学目标，通过项目教学把所需知识和技能教学

有机结合。 

根据课程职业能力目标，基于岗位工作任务设计和序化

教学内容。 按照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开发体系，基

于企业数控加工的真实工作流程，创设真实背景下的教学环

境，序化教学任务模块，使课程设计更加贴近企业应用。 

三、课程的性质 

本课程是数控技术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课，是一门实践

性很强、面向生产现场的、以多门相关专业课程为基础的应

用性专业技能课程。其任务是让学生能够熟练的掌握数控机

床的操作，编写中等难度的加工工艺，加工合格的产品，着

重讲解数控程序的编制及上机调试过程，让学生充分熟悉数

控车床的有关操作。 

四、依托与服务的课程 

序号 依托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支撑的主要能力 

1 
简答机械零件图的识读

与绘制 
认图、分析图纸的能力 

2 零件的普通机械加工 普通机床的基本操作，切削的基本原理 



3 简单机械机构的设计 机床机械原理的认识 

序号 服务课程名称 需要本课程支撑的主要能力 

1 计算机辅助编程与加工 
数控机床的基本操作，数控切削原理，编程思

路与技巧 

2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

修 
数控机床的基本工作原理 

五、课程教学目标 

（一） 知识目标  

1. 熟悉数控车床的基本操作。 

2. 熟悉数控车床的基本编程指令应用。 

3. 掌握数控系统的基本指令，正确编制典型零件的数控

车加工程序。 

4. 学会分析图纸，尺寸，掌握保证尺寸的方法。 

5. 自动编程软件应用。 

6. 零件数控加工程序，并虚拟加工零件。 

7. 熟悉实训车间现场管理。 

8. “7S”正真含义的理解。 

（二） 能力目标 

1. 能够熟练掌握数控机床的工作原理。 

2. 能够根据零件熟练地选择数控刀具和数控机床。 

3. 能够编写典型零件的数控加工程序。 

4. 能够用资料说明、核查、评价自身的工作成果。 

5. 能够熟练操作常见的数控车床。 

6. 能够对数控机床进行日常的维护和保养。 



7. 能够制定典型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过程。 

（三） 素质目标 

1.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会查阅相关技术资料。 

2. 培养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培养创新思维，能发挥团队协作精神。 

4. 培养学生能将自己的设计分析过程流畅地表达交流。 

5. 创新、创业的基础能力；工匠精神、环保意识。 

（四）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六、课程设计 

（一） 设计思路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适应现代化先进制造业

生产、管理一线需要，掌握机械零部件识图与测绘，CAD 三

维造型设计，机械加工工艺文件识读编制，各类金属切削加

工方法及加工装备、常见零部件程序编程方法与加工等基本

知识，具有现代数控设备的应用、操作、管理、维护、检修、

改造等技能，熟悉数控机床零件加工的规范和标准，能够在

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汽车制造业等应用行业从事技术工作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具有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 1.5 

掌握工程材料及公差配合知识 2.2 

掌握金属切削刀具、量具和夹具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 2.3 

掌握普通机床和数控机床的操作方法。 2.4 

能准确地检验加工产品的质量 3.4 



（二） 课程总体设计  

课程总体设计表 1：课程项目/情景表 

项目/情景编号 
项目/情景名

称） 
项目/情景描述 学时安排 教学载体 

项目/情景 1 底座加工 

1数控车床的基本操作。 

2数控车床的基本编程指令应用 

3数控系统的基本指令，正确编制典型

零件的数控车加工程序 

4分析底座加工工艺，制作工艺卡片 

5 加工底座 

6 质量分析和问题总结 

48 底座加工 

项目/情景 2 中心件加工 

1分析中心件加工工艺，制作工艺卡片 

2 加工中心件 

3 质量分析和问题总结 

24 
中心件加

工 

项目/情景 3 顶盖加工 

1分析顶盖加工工艺，制作工艺卡片 

2 加工顶盖 

3 质量分析和问题总结 

24 顶盖加工 

项目/情景 4 圆顶加工 

1分析圆顶加工工艺，制作工艺卡片 

2 加工圆顶 

3 质量分析和问题总结 

24 圆顶加工 

项目/情景 5 塔台加工 

1分析塔台加工工艺，制作工艺卡片 

2 加工塔台 

3 质量分析和问题总结 

4 组装灯塔 

24 塔台加工 

合计 144  

 

项目/情景设计表 1 
课程名称 零件的数控车削加工 总学时 144 

项目/情景 1 底座零件加工 学时 48 

教学目标 

1熟悉数控车床的基本操作。 

2熟悉数控车床的基本编程指令应用 

3掌握数控系统的基本指令，正确编制典型零件的数控车加工程序 

教学过程设

计 

任务分析，任务布置，罗列知识点，课程引入、案例分析、教学做一体、学生拓展练习、

上机操作、任务总结评价 

序号 教学任务 教学内容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教学教具

与材料 

教学方式

和方法 
授课场所 

1 
数控机床基本

操作 

设备操作、对

刀、编程基础 
24 

华中数控

机床、数控

刀具、铝棒 

理实一体

任务驱动

法、讲授 

教室、实训场 

2 底座加工 零件图分析、 24 华中数控 理实一体 教室、实训场 



程序编制、零

件加工、质量

控制 

机床、数控

刀具、铝棒 

任务驱动

法、讲授 

教学评价标

准 
零件测量 

备注：  

教学方式：学做一体、产学一体、理实一体、理论、理论+实践、实践教学等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讨论法、体验学习教学法、任务驱

动法、参观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 

 

项目/情景设计表 2 
课程名称 零件的数控车削加工 总学时） 144 

项目/情景

2 
中心件零件加工 学时 24 

教学目标 

1. 镗刀的安装及对刀方法。 

2. 套内零件的编程方法。 

3. 切槽加工的方式方法。 

教学过程

设计 

任务分析，任务布置，罗列知识点，课程引入、案例分析、教学做一体、学生拓展

练习、上机操作、任务总结评价 

序号 教学任务 教学内容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教学教具

与材料 

教学方式

和方法  
授课场所 

1 
工艺分析及卡

片制作 

分析零件图工

艺，制作工艺卡

片 

6 
图纸、绘图

工具 

理实一体

任务驱动

法、讲授 

教室 

2 零件加工 中心件加工 16 

华中数控

机床、数控

刀具、铝管 

理实一体

任务驱动

法、讲授 

实训场 

3 总结评价 质量分析总结 2 量具 讲授 教室 

教学评价

标准 

零件测量 

备注： 

教学方式：学做一体、产学一体、理实一体、理论、理论+实践、实践教学等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讨论法、体验学习教学法、任务驱

动法、  参观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 

 

 
 

项目/情景设计表 3 



课程名称 零件的数控车削加工 总学时） 144 

项目/情景

2 
顶盖零件加工 学时 24 

教学目标 

1.能够编写盘类零件的加工程序。 

2.正确编写 G72复合循环指令。 

3.内孔尺寸保证。 

教学过程

设计 

任务分析，任务布置，罗列知识点，课程引入、案例分析、教学做一体、学生拓展

练习、上机操作、任务总结评价 

序号 教学任务 教学内容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教学教具

与材料 

教学方式

和方法  
授课场所 

1 
工艺分析及卡

片制作 

分析零件图工

艺，制作工艺卡

片 

6 
图纸、绘图

工具 

理实一体

任务驱动

法、讲授 

教室 

2 零件加工 顶盖零件加工 16 

华中数控

机床、数控

刀具、量

具、铝棒 

理实一体

任务驱动

法、讲授 

实训场 

3 总结评价 质量分析总结 2 量具 讲授 教室 

教学评价

标准 

零件测量 

 
项目/情景设计表 4 

课程名称 零件的数控车削加工 总学时） 144 

项目/情景

2 
圆顶零件加工 学时 24 

教学目标 

1.能对多形面的零件工艺分析。 

2.能编写相应程序。 

3.特殊材料参数的调整。 

4.自行设计 

教学过程

设计 

任务分析，任务布置，罗列知识点，课程引入、案例分析、教学做一体、学生拓展

练习、上机操作、任务总结评价 

序号 教学任务 教学内容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教学教具

与材料 

教学方式

和方法  
授课场所 

1 
工艺分析及卡

片制作 

设计圆顶形状、

分析零件图工

艺，制作工艺卡

片、 

6 
图纸、绘图

工具 

理实一体

任务驱动

法、讲授 

教室 

2 零件加工 圆顶件加工 16 华中数控 理实一体 实训场 



机床、数控

刀具、量

具、圆柱有

机玻璃 

任务驱动

法、讲授 

3 总结评价 质量分析总结 2 量具 讲授 教室 

教学评价

标准 

零件测量 

 

 

项目/情景设计表 5 
课程名称 零件的数控车削加工 总学时） 144 

项目/情景

2 
塔台零件加工 学时 24 

教学目标 

1.运用于铣床加工特殊形面。 

2.能将已加工形面进行合理的装夹。 

3.正确的装配。制作工艺卡片 

教学过程

设计 

任务分析，任务布置，罗列知识点，课程引入、案例分析、教学做一体、学生拓展

练习、上机操作、任务总结评价 

序号 教学任务 教学内容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教学教具

与材料 

教学方式

和方法  
授课场所 

1 
工艺分析及卡

片制作 

分析零件图工

艺，制作工艺卡

片 

6 
图纸、绘图

工具 

理实一体

任务驱动

法、讲授 

教室 

2 零件加工 塔台加工、装配 16 

华中数控

机床、铣

床、数控刀

具、量具、

铝棒 

理实一体

任务驱动

法、讲授 

实训场 

3 总结评价 质量分析总结 2 量具 讲授 教室 

教学评价

标准 

零件测量 

七、课程评价与考核 

1. 理论知识评价与实践技能评价相结合。 

2. 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3. 教师评价与多方评价（包括学生和企业 ) 相结合。 



4. 鼓励探索多种形式的评价方式。 

学生课程学习总成绩，由学习每个项目的过程考核成绩

(即平时成绩 50%)、理论考试（20%）、实作考试三部分构成

（30%）。教师必须在课程教学开始时将课程成绩生成原则、

考核方案和要求告知学生，并反映在教学进度表中。每项考

核成绩应记录在案，且允许学生查询。 

八、教学实施要求 

（一）教师要求   

要求授课教师有机械相关专业背景，有扎实的数控知识

及相关能力，指导教师具有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 

（二）实训要求 

建议能配备数控车一体化学习站，具备数控工种的加工

条件，针对实训的开展能保证 2-3 人一台实训设备，并能保

证设备的完整性。 
序号 名称 主要功能 基本配置要求 

1 

数 控 车

工 实 训

区 

数控机床工作原

理、数控车床的操

作与加工，数控车

床手工编程及数控

车床加工工艺等 

1. 主要设备名称：ck6125i    ； 

2. 实训分组要求： 各类能力搭配 ；   

3. 场地大小/ m
2
：     300   ； 

4. 环境要求：需要有投影仪，能容纳学生

实训的车间和足够数量的数控机床。 

 

（三）教学资源基本要求  

先进制造技术的网络化、数字化发展迅速，应保证各种

媒体信息畅通，并通过专业建设委员会中来自行业企业的专

家以及企业兼职教师带来的新技术、新工艺及时更新教学内

容，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专业教学资源，或根据学校行业特



点建设教学资源，体现专业特色，不断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源，

满足个体化学习要求。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零件的数控车削

加工 

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

教材 

机械工业出版社 赵春梅 2019.8 

（四）校企合作方式  

1.学校设专业指导委员会；邀请企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参

与就搞好专业建设提出指导意见。 

2.学校顾问委员会；聘请企业有关人员为顾问委员，不

定期召开会议取得相关信息。 

3.产学研与军民融合大会。 

 

序号 数字化资源名称 网址 

1 西门子趣味数控 https://www.industry.siemens.com.cn/topics/cn/

zh/cnc4you/Pages/cnc4you.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