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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同制定项目评价材料

学校与合作企业一起讨论制定项目评价材料和考核方案，学生

整个培养过程与企业岗位要求高度统一。

（1）构建多方参与的专业教学质量监测机制和评价模式。在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制定和完善数控专业“多元化”评

价方案，建立由学校、企业和学生多方参与的多元评价模式，改进

质量评价的内容、方法和手段，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2）建立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建设信息化的毕业生实

习跟踪管理平台，构建和完善在校生学习成果评价及毕业生实习、

就业跟踪调查机制，建立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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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测评表

2020 年 10 月 24 日

考核学校：

考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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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表：子弹挂件加工（样板）

（考评员使用）

考生 考官 成绩

一、任务接受及任务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配分 评价

1.分析任务要

求。

在任务情境处标记关键词 5

加工时间描述准确 5

机床型号描述准确 5

加工精度描述准确 5

材料依据描述合理 5

形状依据描述合理 5

尺寸依据描述合理 5

快速、准确分析筛检可用素材 5

任务分析书写清晰工整 5

2.画出设计方

案初稿图纸。

设计方案初稿图纸干净整洁 5

材质标注符合规范 5

外形尺寸标注符合规范 5

精度标注符合规范 5

草图版式绘制合理 5

草图版式绘制美观 5

按照规范在草图上标注了主要指标 5

独立完成设计方案初稿 5

二、任务计划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配分 评价

1.编写加工工

序卡。

表头信息准确 5

工步内容划分合理 5

每一工步使用的刀具与刀具规格准确 5

各工步切削三要素参数匹配合理 5

每一工步的切削深度准确，在合理范围 5

每一工步的主轴转速准确 5

每一工步的进给速度准确 5

准确应用专业术语及代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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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信息填写齐全，零件名称、图号等正确 5

工序卡书写清晰工整 5

独立完成加工工序卡编写 5

2.绘制切削刀

路路径。

使用铅笔及绘图工具 5

快速定位路线使用虚线绘制 5

切削进给路线使用实线绘制 5

线条横平竖直，粗细均匀 5

依据工序卡工步顺序绘制 5

端面切削刀路绘制准确合理 5

外轮廓切削刀路绘制准确合理 5

外圆沟槽切削刀路绘制准确合理 5

切断刀路绘制准确合理 5

各工步均有对应的刀路绘制 5

本零件整体刀路设计准确合理 5

图形清晰、整洁、美观 5

独立完成切削刀路路径绘制 5

3.列出刀具清

单。

表头信息准确 5

准确勾选子弹挂件加工刀具 5

刀具号编排合理 5

理由描述准确 5

刀具清单卡片填写内容完整 5

刀具名称描述用专业术语 5

刀具规格准确 5

刀具示意图绘制美观 5

4.列出量具清

单及测量数据

记录表格。

合理选择刀片刀尖半径 5

正确选择刀尖方位 5

刀具清单填写清楚工整 5

量具选择合理 5

测量数据项清晰准确 5

刀具清单书写清晰工整 5

5.编制数控程

序。

程序单一

程序书写符合程序单格式 5

依据编程指令格式及刀具路径书写程序行 5

程序组成符合编程规则 5

数控程序中初始化指令标准、齐全 5

换刀点选择合理、标准，指令符合规范要求 5

起刀点指令准确无隐患 5

程序中设有观察点且符合安全、易检测的要求 5

主轴转速设置符合工步要求 5

程序内容完整准确与工步刀路吻合 5

使用循环指令时，参数设置符合标准要求 5

程序说明描述准确 5

指令选择符合安全、高效、简洁的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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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退刀点选择符合安全、规范的原则 5

程序结束指令简洁、高效，符合标准 5

程序单二

程序书写符合程序单格式 5

依据编程指令格式及刀具路径书写程序行 5

程序组成符合编程规则 5

数控程序中初始化指令标准、齐全 5

换刀点选择合理、标准，指令符合规范要求 5

起刀点指令准确无隐患 5

程序中设有观察点且符合安全、易检测的要求 5

主轴转速设置符合工步要求 5

程序内容完整准确与工步刀路吻合 5

使用循环指令时，参数设置符合标准要求 5

程序说明描述准确 5

指令选择符合安全、高效、简洁的要求 5

程序中退刀点选择符合安全、规范的原则 5

程序结束指令简洁、高效，符合标准 5

程序单三

程序书写符合程序单格式 5

依据编程指令格式及刀具路径书写程序行 5

程序组成符合编程规则 5

数控程序中初始化指令标准、齐全 5

换刀点选择合理、标准，指令符合规范要求 5

起刀点指令准确无隐患 5

程序中设有观察点且符合安全、易检测的要求 5

主轴转速设置符合工步要求 5

程序内容完整准确与工步刀路吻合 5

使用循环指令时，参数设置符合标准要求 5

程序说明描述准确 5

指令选择符合安全、高效、简洁的要求 5

程序中退刀点选择符合安全、规范的原则 5

程序结束指令简洁、高效，符合标准 5

程序内容完整准确 5

程序说明描述准确 5

独立完成三个程序单编制 5

三个程序单书写清晰工整 5

6.提出工件保

护方案。

保护内容全面 5

保护材料及数量合理 5

选择的保护材料环保 5

选择的保护材料经济 5

工件保护方案书写清晰工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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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工准备与任务实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配分 评价

1. 检 查 工

具与材料。

确认刀具数量、规格与清单匹配 5

规范检查刀具和附件的功能及合法性并记录 5

确认量具数量、规格与清单匹配 5

规范检查量具的功能及合法性并记录 5

规范检查其它工具数量并记录 5

规范检查毛坯材料数量、外观及尺寸满足加工要求并记录 5

记录书写清晰工整 5

2 开 启 机

床。

3. 输 入 程

序及检查

程序内容。

规范输入程序 5

规范检查程序内容 5

编辑修改程序，达到准确无误 5

操作过程完整规范 5

4. 装 夹 与

对刀（工序

一）。

规范定位与夹紧 5

确认夹紧牢固 5

确认夹紧安全 5

规范对刀 5

确保对刀安全 5

操作过程专注 5

5. 程 序 运

行切削。

按“三看三慢三停”规范运行程序 5

程序运行时，手放在能及时反应的位置 5

时刻观察刀具与工件相对位置 5

有异常声响，及时停止运行 5

经常比对坐标显示与实际状态匹配 5

6. 测 量 及

精度调整。

正确使用量具检测关键值 5

精度调整符合专业要求 5

磨耗计算及调整正确 5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加工 5

加工中能独立完成操作 5

7. 卸 下 工

件并检测。

安全规范卸下工件 5

规范使用量具测量关键尺寸 5

8. 装 夹 与

对刀（工序

二）。

规范定位与夹紧 5

确认夹紧牢固 5

确认夹紧安全 5

规范对刀 5

确保对刀安全 5

操作过程专注 5

9. 程 序 运

行切削。

按“三看三慢三停”规范运行程序 5

程序运行时，手放在能及时反应的位置 5



7

时刻观察刀具与工件相对位置 5

有异常声响，及时停止运行 5

经常比对坐标显示与实际状态匹配 5

10.测量及

精度调整。

正确使用量具检测关键值 5

精度调整符合专业要求 5

磨耗计算及调整正确 5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加工 5

加工中能独立完成操作 5

11.卸下工

件并进行

离线测量

（观察考

生的测量

能力）。

安全规范卸下工件 5

尺寸精度检测方法正确 5

表面精度检测方法正确 5

几何形体加工完整 5

真实记录测量数据 5

数据记录清晰工整 5

12.包装工

件。
在包装工件过程中按照工件保护方案保护工件表面 5

四、任务交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配分 评价

1.向客户（考官）

交付。
简要介绍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礼貌，精炼，准确） 5

2.客户检验质量。

形状美观 5

形状加工达标

端面 5

外轮廓 5

外圆槽 5

弹尖圆弧 5

弹头大圆弧 5

60 度锥角 5

尺寸精度达标

最大外圆 5

台阶外圆 5

总长 5

外圆槽直径 5

外圆槽宽度 5

60 度锥角 5

弹头最大直径 5

表面精度达标

端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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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轮廓 5

外圆槽 5

弹尖圆弧 5

弹头大圆弧 5

60 度锥角 5

表面无划痕、毛刺 5

锐角倒钝 5

3.考生将自检数据

与检测数据进行对

照。

这一步主要为考生反思自检数据服务。不进行评

分。
5

4.考生对检验结果

进行反馈。

如果对检验结果有不同意见，应使用专业用语与

考官进行沟通交流，处置争议
5

五、整理现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配分 评价

1.整理现场，

归置物品。

规范完成设备工具整理、整顿、清洁、清扫（加工区） 5

规范完成工具柜整理、整顿、清洁、清扫 5

规范完成作业区整理、整顿、清洁、清扫 5

六、反思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配分 评价

1.完善改进工作计

划。

在“任务计划”部分清晰工整地标注了出现过的问

题及解决办法
5

如实记录行动过程中计划的错误及调整 5
全面准确地记录行动过程中对计划的调整 5
对任务计划补充改进意见 5

2.根据已有信息估

算本人加工零件的

材料成本。

材料成本估算 5

3 列出最满意的地

方，并说明主要原

因。

成功经验总结 5

4 列出最不满意的

地方，并说明主要

原因。

失败原因分析 5

5.反思评价考核过

程。

通过他人评价进行反思的能力 5
对自己时间管理能力的反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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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自己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 5
是否有能力发现新的学习方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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