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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素养与技能高度融合课程体系

基于中德合作的汽车专业技能与素养融合融通课程体系，将非专业能力培养

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和内容，并将非专业能力培养与专业能力培养融合融通，将人

文素养、科学素养、职业素养与职业技能培养融合融通，构建以培养人文素养、

职业素养、职业能力、创新精神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和评价体系，以点

带面，可由汽修专业延伸拓展到其他专业，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推动职业教育

专业教育模式改革，探索职业教育模式改革发展特色之路。在课程方案中，确立

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专业技能模块由原来的系统化课程改为学习

领域课程，基础模块中的专业基础课融入到专业技能模块学习领域课程中。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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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素养与技能高度融合课程体系的课程大纲框架图

序

号

学习

领域
目标描述 学习内容

参考

学时

1

手动

零件

加工

为使用手动工具加工本职业典型零件做

准备，为此要充分利用结构图和简单的技术图

纸;

编制和修订零件图并绘制功能单元和简单

组件的零件图，借助应用程序编制和补充零件 表

及工作计划；

根据应用工艺理论基础， 使用所需要的工

具、材料、半成品和辅助手段制定工作进度 计划，

确定必须的工艺数据并进行需要的计 算；

选择 并使用适合的测试工具， 编制相应的测

试记录;

通过试验对选定的工作步骤进行检查，评价

工作结果并概算加工成本;

整理和演示工作结果;

关注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的规定。

识 读 与 绘 制

零件图

识 读 与 绘 制

装配图

工艺规划描述

铁 和 非 铁 金

属 金属材料 的特

性

公 差 配 合 与

测量

学 习 标 准 件

认 识 并 使 用

台钳工具，电工工 具

材料、工资和工

具成本组件尺寸、零

件数量计 算 演 示 技

术标准

144

2
机械

加工

零件

使用机械制作本职业典型的零件，为此使用

部件装配图、结构图以及零件表；

借助应用程序绘制并修改零件图及工作

计划:根据材料特性选择材料并按照产 品将其

归类；

制定加工计划，测定技术数据并进行必要的

计算；

掌握机械的基本结构和作用方式并能按照

工作合同根据功能的、工艺的和经济的标准选 择

机械以及相应的工具，使机械处于使用状 态;

开发评价标准，选择测试手段并会使用，整

理并解释测试记录:

演示工作结果，优化工作过程并开发选择方

案。为此，使用现代媒体和演示形式;

遵守劳动保护与环境保护的规定。

钻、锉、磨、铣、车

机械功能单元

及 其 作 用 方 式 工

具的耐用度

加 工 数 据 及

其 计 算 冷 却 与 润

滑 剂 质 量 管 理 基

础

工 具 与 机 械

成 本，材料消耗， 工

作时间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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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件

制作

做好简单组件制作的准备工作，阅读本职业

典型的总装图、组件图、结构图和简单的线

路图并描述组件的功能关系;

绘制并修改零件图、 组件图和零件表， 使用

技术资料提供的信息，并借助学习程序制定

简单的控制计划，选择相应的部件;

使用 专业术语和概念对组件的正确安装

加

以描述，对不同的装配建议进行比较，系统

地和符合标准地描绘零件，使用装配说明，

并在考虑装配辅助手段及顾客特殊要求的

情 况下制定装配计划:根据作用原理区分

咬合 方法并按照应用的要求进行分类;

根据生产需要选择所需工具、标准件和卡具，

并以小组形式来组织简单的装配工作;

开发功能测试的测试标准，制定测试计划，

做好测试记录并进行整理和演示;

会评价测试结果，排除质量缺陷，优化

装配过程并考虑其经济性;

遵守劳动保护与环境保护的规定。

识 读 并 绘 制

零 件图、组件图和 总

装图，结构图 技术资料

组件功能描述

零 件 表 和 装

配 计划装配描述

工具、夹具

紧固、连接、传

动基础标准件

质 量 管 理 基

础功能检查

力 矩 与 转 矩

计算

控制技术基础

工 作 组 织 和

工 作计划装配成

本

64

4

数控

车编

程与

加工

使用数字控制工具机加工零件，分析和绘制

符合加工要求的零件图井以此为依据引用数 控

加工的信息资料:

计算加工所需的技 术数据和几何数据， 制定

工作计划和工具使用计划，并在这些计划的 基础

上开发计算机支持的数控程序，通过模 拟来检查

和优化加工程序，实施数据保护， 并使用程序指

南和制造资料;

制定工件和工具的夹紧方案， 检查安全装置，

确保其具有正常功能，调整工具机械并在关 注劳

动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情况下试验数控程 序;

在制定测试计划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测试

手段，并解释和整理调查结果:

学生区分技术加工过程与程序技术条件加

工过程分别对尺寸精确度与表面光洁度的影

响，探讨和反思合同执行情况;

比较数控加工 与传統加工的经济性和生

产质量。

数 控 铣

轮 廓 点 计 算

程序运行计划

机械系统 的

结构与特点

协 调 系 统 与

参考点

控制种类

程 序 结 构

路径条件、附加

功能

循环语句、子程

序

加工参数

加工资料

标准

整 理 与 演 示

技术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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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控

铣编

程与

加工

使用数字控制工具机加工零件，分析和绘制

符合加工要求的零件图井以此为依据引用

数 控加工的信息资料:

计算加工所需的技 术数据和几何数据， 制定

工作计划和工具使用计划，并在这些计划的

基础上开发计算机支持的数控程序，通过模

拟来检查和优化加工程序，实施数据保护，

并使用程序指南和制造资料;

制定工件和工具的夹紧方案， 检查安全装置，

确保其具有正常功能，调整工具机械并在关

注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情况下试验数控

程 序;

在制定测试计划的基础上， 选择适合的测试

手段，并解释和整理调查结果:

学生区分技术加工过程与程序技术条件加

工

过程分别对尺寸精确度与表面光洁度的

影 响，探讨和反思合同执行情况;

比较数控加工 与传統加工的经济性和生

产质量。

工 作 合 同

数 控 铣

轮 廓 点 计 算

程序运行计划

机械系统 的

结

构与特点

程 序 结 构

路径条件、附加

功能

切削半径补偿、

路径修正

循环语句、子程

序

加工参数

加工资料

标准

整 理 与 演 示

技术

108

6

机床

电气

与液

压传

动

分析控制系统并在关注劳动保护规定的情

况

下和能源流的情况下开发该使系統投入

运 行；

根据技术文件检查监控的功能过程并在考

虑

材料流、信息流和能源流的情况下开发误差

原因探寻策略及控制技术系统优化策略:

计算并评价各种压力和应力的关系，并比较

不同仪器技术的经济性和功能性，探讨和评

价可供选择的方案;

制定和完善技术图低并演示其结果，为此使

用适合的应用程序:

根据工作需要使用各种信息媒体， 包括相关

的英文媒体。

技 术 系 统 图

路径步进图

开关原理图和

电路图

气动、液动、

电动控 制 、 调 节

控制回路、工作

电流回路

基本逻辑电路

信号存储、逻 辑

控制 和程序控制

传感器、反应器

标准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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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AD

技术

利用 AutoCAD 软件进行平面绘图与工程

设计，学习常用的绘图命令、编辑方法、作图 技

巧，文本、尺寸、公差的标准，绘图输出 打印等。

掌握复杂图形(如块的定义与插入、图案填

充等)、复杂文本等的生成及编辑方法和知 识。

要求达到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与设 计软件

(AutoCAD) 及相关设备以交互方式独 立、熟练地

绘制产品的二维工程图。

通过广东省计算机辅助绘图与设计中级证

书的考核。

绘 图 命 令 、

编 辑 方 法 、

作 图技巧 ，文

本、尺寸、公差 的标准，

绘图输出打印

定义与插入、图

案填充等

复 杂 文 本 等

的 生 成 及 编 辑 方

法和知识。

144

8

机床

维护

及保

养

做好技术系统保养特别是运行设备保养的

准备工作，并调查影响运行状态的因素，并从 安

全性、可行性和经济性的角度评价维修措 施的意

义;

阅读结构图、保养计划和指南，制定保养工

作计划并确定必需的工具和辅助材料;

使用基本的电子技术和控制技术并阐述不

同仪器技术的简单电路图;

遵守劳动保护与环境保护的规定，尤其是电

气运行设备的安全规程;

测量和计算电气和物理参数，评价和评论其

工作结果并对其加以描述。

维修 的基本

概念保养计划

设 备 使 用 说

明 书 和 维 护 保 养

说明书

磨损原因、故障

原 因润滑和冷 却材

料、排放腐 蚀 防护和

防腐 蚀剂功能检查

维 修 成 本 和

停 机成本、故障后 果

损失分析

电气电路参数、

欧姆定律 电气电路

的危险、电气安全标

准与条例

108

9

CAM

技术

应用

学习用 Master CAM 软件进行 2D 绘图、 3D 绘

图的绘图方法，模具产品设计方法，2D 和 3D 的

刀路设计及加工编程，该软件与其它三维

造型软件和数控机床加工软件的程序转

换 等。

利用 Pro/E、UG、Solidworks 等(选一种)先

进三维造型软件进行实体造型、工程图绘制、模

具设计及相关分析计算的方法，培养学生 根

据零件结构进行实体造型和模具设计的能

力。

2D 绘图、 3D 绘

图的绘图方法

，模具产品设计

方法， 2D 和 3D 的刀

路 设 计 及 加工编

程

三 维 造 型 软

件进行实体造型、 工

程图绘制、模 具设计

及 相 关 分析计算

的方 法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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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加工

过程

的优

化

在关注经济特征值的情况下设计、评价和优

化加工过程;

用经济和生态的观点了解加工方法选择的

可能性，制订生产任务加工策略，并在考虑工 具、

材料成分及其供货的情况下确定加工参 数，为此

使用各种信息媒体;

根据定量的标称值评价工具磨损，监控和分

析工具磨损对切削过程质量和经济性的影

响，确定磨损位置、磨损种类和唐损原因之 间的

关系并优化工具的使用和开发减少磨损 的策略;

分析各种机械结构形式和驱动方案，计算与

加工相关的功率数据并评价机械使用的可能 性和

经济性，调查机械参数和加工参数对加 工过程的

质量和经济性的影响，计算和记录 测试数据，评价

测量顺序，阐述和演示结果。

加 工 技 术 发

展趋势

淬 火 方 法 和

退火方法

磨 损 标 称 值

工具监控系统

切削材料、涂膜

冷润滑剂使用

机 械 方 案

控 制 效 率

机 械 功 率

主生产时间、装

调时间和非生 产时间

核算

机 械 效 率 和

过程效率调查

216

11

柔性

制造

技术

介绍先进制造技术的内涵、体系结构及发展

趋势，以及现代设计技术、先进制造工艺技 术、

制造自动化技术、现代生产管理技术以 及先进制

造生产模式，全面介绍了先进制造 技术的基本内

容和最新技术。通过本课程学 习，使学生全面了

解制造技术的现状与发展 趋势，掌握先进制造技

术方法，先进制造工艺，更新制造技术理念。

学习机器人手动操作、坐标系设置、编程、

机器人参数设定及程序管理、机器人多功能 工作

站操作编程。通过学习，使学生熟悉工 业机器人

工作站在搬运、焊接等方面应用的 相关知识；掌

握工业机器人示教编程器相关 知识；掌握工业机

器人坐标系相关知识；掌 握工业机器人点焊、弧

焊等外围设备相关知 识；掌握工业机器人系统备份

的相关知识。

先 进 制 造 工

艺 技术、制造自动 化

技术、现代生 产管理

技术以 及先进制

造生 产模式。

机 器 人 手 动

操 作 、坐标系设

置、编程、机器 人参

数 设 定 及 程序管

理、机器 人 多功 能工

作 站操作编程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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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订单

任务

独立承担责任地制订加工合同的实施计划，

为此分析合同文件，并在考虑加工件的几何 尺寸

和质量要求的情况下确定工作策略。

计算或检查并优化加工参数， 根据工件几何

性状及所出现的应力，选择合适的切削系统 并按

照工作方式、应用可能性和可操作性给 予评价，

为此使用各种信息媒体。

选择刀具和切削材料井准 备所需要的测

试材料，根据加工技术、生态和健康的观点制 定

有效的冷润滑方案，制定和演示加工文件 并根据

经济和质量的要求研讨可供选择的方 案，为材料

流程的实现选择定位装置和起重 装置，并对运行

安全做出评价。

调整机器并关注其在 工作空间中相撞的

危险，根据劳动安全规则进行工件加工，测试 已

完成的零件的质量特征。

以合适的记录方式整理加工数据和测试

数据，并按照顾客导向的原则将加工件和加工 资

料转交给客户。

按照企业的要求在其责任领域里实施维修

措施。

合 同 分 析

工作岗位组织

CAD/CAM 技术

加 工 资 料

刀具夹具系统

工件夹具系统

张力与切削力

内 部 与 外 部

冷

润滑材料输送

多 轴 加 工

参 考 点

材料流、起重装

置

企业组织结构

产 品 担 保

顾 客 一 供 货

关系

安全规则

加工成本

测量机械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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