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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任务来源

本任务书是根据教务处下达的“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教学

任务通知书”，由实训教学部调整，交中心核对并确认，教务处审

核通过而来。

二、任务要求

1.请各位老师严格按照此任务书指导学生实训，不得擅自变动

人员、时间和教学内容，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请假者，应向实训教学

部书面告假，并请人代课；

2.指导老师按“实训教学任务要求”中的要求，负责指定班组学

生集中上课，实训报告要求学生在本工种实训期间独立完成；

3.指导老师负责“安排表”中指定序号的学生实训，按“实训教学

任务要求”中的教学环节，现场讲解、示范、指导、批阅报告和工

件（签名）、设备维护和保养、环境和清洁卫生等；

4.本任务书“安排表”中，在无课期间必须做好下次实训的准备、

维护和保养自己管属之设备和环境，学习、进修和业务提高等工作。

三、实训地点

1.车 工—上课：教室 2，实训：基地 1楼。

2.钳 工—上课：基地 2楼，实训：基地 2楼。

3.铣/刨/磨—上课：教室 1，实训：基地 1楼。

4.铸/锻/焊—上课：基地 1楼，实训：基地 1楼。

5.产品分析—基地 2楼。

6.特种加工—基地 2楼。

车、钳、铣刨磨、铸锻焊、产品分析、特种加工在冶金与石油

科技大楼之间公路向前直行 20米左边，工程训练中心实训基地。

7.数控加工—石油科技大楼底楼数控加工实训区，KF05。

8.机器人实训—石油科技大楼底楼机器人实训区。

9.数字孪生实训——石油科技大楼底楼 K119

四、实训时间

上午 8：30—11：50 下午 14：00—17：20。

星期六、星期日休息，每周三下午教师政治学习、教研活动，

学生自主学习。特殊情况（法定假节日、校春季运动会等）按学校

要求执行。

五、其它

1、本任务书每工种一份，各批次教学专业《结课实作考核内

容及评分标准》每个工种一份，作为中心和实训教学部向每位老师

下达的下学期正式书面任务通知书。

2、本任务书中所有内容必须严格执行，中心和实训教学部将按任

务书的实施情况进行随机抽查与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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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学院 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校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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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工程技能训练实训教学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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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教学任务要求
（一）教学环节要求

1.课程简介、安全教育、劳动教育

由杨斌、周明举负责，在学生进入实训的第一次课，安排专门时

间和教室进行集中动员，时间 3-4学时。

主要内容为：中心概况、规章制度、课程简介及目的要求、安全

培训、实训安排、劳动教育与劳动纪律、成绩评定办法等。

2.课程教学与实训指导

实行指导老师负责制，由实训教学部统一安排，指导老师按分组

实习安排表负责指定班组学生上课，提前到位，集中学生，准时上课。

主要内容为：

（1）问候学生、自我介绍、点名考勤；

（2）本工种课程教学要求、实训内容（详见“各工种授课进度安

排表”）、安全规程、基本知识（详见“教案”）、工件加工工艺；

（3）设备或工位划分（落实到每个指导老师和所带的学生序号）、

清洁安排、设备介绍（组成、作用等）、操作演示、安全注意事项、

基本技能（加工工序）、设备操作和维护保养等。

（4）上课前做好准备工作，如材料、工具、量具、刀具、实训内

容等，各司其职。学生实训时，指导老师必须提前到岗，按每个老师

对应带的学生现场分组示范讲解，安全巡回，指导本组指定序号的学

生实训。

（5）指导和管理指定序号的学生实训。保证计划实施、过程控制、

时间内容、安全督促、纪律考勤、工件考评、报告批阅、小结总结等。

3.成绩批阅

工程技能训练：《实训报告》占总成绩的 12%，操作技能占总成

绩的 28%，工程与社会占总成绩的 15%，沟通表达占总成绩的 10%，

职业规范占总成绩的 20%，团队合作占总成绩的 15%；以上成绩按百

分制评定。

《实训报告》务必在本工种结束前批阅完成，以便交其他工种使

用，实训结束后 1周内，由责任老师将所有教学资料整理完备，按要

求提交。

4.实训结束

每天实训结束，安排学生对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工具、附件摆放

规范和整齐，做好所属工位的清洁卫生。

提前 10-20min安排学生大扫除、保养设备和工量具等工作。

（二）实训管理

1.严格实施教学计划，注意控制实训进程、教学内容、实训安排

等各个环节。实训时间不得随意滞后或提前结束，未经同意不得擅自

更改教学计划。

2.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和任务要求。

3.规范管理实训档案。

4.各区域由所属责任人负责管理。责任人负责自己区域内的所有

事务，其主要内容有：设备使用、维护、保养，环境整齐、清洁，工

具、安全、消防设施等，以及学生的安全文明、实训指导、劳动纪律

等管理。如有问题，采取口头或书面方式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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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种授课进度安排表

课次 工种/课次 学时 内容提要 备注

第 1次
课程简介、安全劳动教

育/第 1次
4

1. 中心简介；

2. 课程简介；

3. 通用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4. 课程成绩组成及注意事项、请销假及实训时间要求等。

第 2次 普通车削/第 1次 2
1. 车工基础知识；

2. 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3. 车床的基本操作及加工示范讲解。

第 3次 普通车削/第 2次 6
1. 零件-销轴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2. 指导学生使用车床完成零件-销轴加工。

第 4次 普通车削/第 3次 4
1. 零件-螺钉坯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2. 指导学生使用车床完成零件-螺钉坯加工。

第 5次 普通车削/第 4次 4
1. 零件-台阶轴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2. 指导学生使用车床完成零件-台阶轴加工。

第 6次 钳工/第 1次 2
1. 钳工常用技能和工量具；

2. 钳工职业分类、职称及特点；

3. 钳工安全作业及职业道德。

第 7次 钳工/第 2次 6 1. 零件-样板的加工演示操作与讲解，指导学生加工样板。

第 8次 钳工/第 3次 4
1. 钻床种类及结构组成；

2. 钻床常用刀具及配件，麻花钻的切削原理及排屑原理；

3. 零件-样板的钻孔加工演示操作与讲解，指导学生加工样板的工艺孔和螺纹孔。

第 9次 钳工/第 4次 4

1. 配做的工艺路线讲解

2. 丝锥和铰手的结构分析

3. 零件-销轴、配合样板的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4. 零件-样板的螺纹孔加工演示操作与讲解，指导学生加工样板的螺纹孔和配合三角样板。

第 10次 普通铣削/第 1次 2 1. 铣工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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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工种/课次 学时 内容提要 备注

2. 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3. 铣床操作演示与讲解。

第 11次 普通铣削/第 2次 6
1. 平面铣削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2. 指导学生使用铣床完成平面铣削加工。

第 12次 普通铣削/第 3次 4
1. 典型零件-四面体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2. 指导学生使用铣床完成典型零件-四面体加工。

第 13次 普通铣削/第 4次 4
1. 典型零件-六面体（骰子）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2. 指导学生使用铣床完成典型零件-六面体（骰子）加工。

第 14次 铸造/第 1次 4

1. 铸造基础知识；

2. 铸造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3. 砂型整模造型操作演示与讲解；

4. 指导学生完成砂型整模造型流程。

第 15次 铸造/第 2次 4
1. 两箱分模造型操作演示；

2. 两箱分模造型工艺分析与讲解；

3.指导学生完成两箱分模造型流程。

第 16次 气割、焊接/第 1次 4
1. 电焊、气割及气焊基础知识；

2. 电焊、气割及气焊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3. 气割的操作演示与讲解，指导学生使用割据完成气割实训。

第 17次 气割、焊接/第 2次 4
1. 电焊使用操作演示与讲解；

2. 指导学生使用手工电弧焊完成电焊实训。

第 18次 3D打印/第 1次 4

1. 3D打印技术的基本概念、特点和应用情况，以及研究前沿；

2. 3D打印主流技术（熔融沉积成型、光固化成型、激光选择烧结成型；

3. Inventor 三维软件基本操作技术；

4. Up Studio打印软件基本操作技术；

5. BOX 3D打印机基本操作技术。

第 19次 3D打印/第 2次 4/8
1. Inventor三维创意设计技术；

2. Flashpoint打印软件基本操作技术；

3. UP300 3D打印机基本操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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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工种/课次 学时 内容提要 备注

第 20次 激光加工/第 1次 4

1. 特种加工基础知识；

2. 激光加工基础知识；

3. 激光加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4. 非金属激光雕刻机的加工工艺；

5. 选用合理的加工参数进行零件的加工。

第 21次 激光加工/第 2次 4/8
1. 中等难度零件的处理方法；

2. 选用合理的加工参数进行零件的加工。

第 22次 线切割加工/第 1次 4

1. 线切割加工原理；

2. 线切割加工特点；

3. 快走丝机床结构介绍；

4. 快走丝 CAXA绘图软件讲解；

5. 线切割加工示范操作；

6. 学生分组练习；

7. 检查加工产品是否符合尺寸要求。

第 23次 线切割加工/第 2次 4/8

1. 进一步熟练掌握线切割加工方法；

2. 创新设计产品，修改有关加工参数；

3. 加工创意产品；

4. 检查是否符合规定尺寸；

5. 修改并重新加工。

第 24次
铁艺（产品分析）/第 1

次
4

1. 铁艺创作基础知识及其在工程技能训练课程中的独特地位；

2. 铁艺创作的的典型加工工艺、典型加工设备和工具；

3. 如何避免铁艺创作中的常见危险状况；

4. 铁艺创作实训的任务和目的，练习现场铁艺创作设备和工具的操作技能；

5. 完成边长为 100mm 的正方体框架的制作。

第 25次
铁艺（产品分析）/第 2

次
4

1. 完成像框支架的分析与仿制；

2. 完成可折叠护颈手机支架的分析与仿制。

第 26次
铁艺（产品分析）/第 3

次
4

1. 完成收纳篮的分析与仿制。

2. 完成厨房用挂钩架的分析与仿制 (视时间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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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工种/课次 学时 内容提要 备注

第 27次 数车/第 1次 4

1. 数控技术基础简介;
2. 数控机床的加工流程及组成简介;
3. 数控机床编程基础知识;
4. 数控车床编程方法及常用编程指令讲解。

第 28次 数车/第 2次 4

1. 阶梯轴零件数车工艺分析及设计;
2. 阶梯轴零件数车编程讲解;
3. 数车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4. 数车程序输入及模拟加工示范讲解;
5. 学生数车程序输入及模拟加工指导。

第 29次 数车/第 3次 4
1. 车削零件工艺设计及编程简介;
2. 学生数车编程指导;
3. 学生数车程序输入及模拟加工指导。

第 30次 机器人/第 1次 4

1. 机器人定义、发展历史；

2. 机器人分类；

3. 机器人系统构成与参数；

4. 机器人编程方法及常用编程指令。

第 31次 机器人/第 2次 4

1. 机器人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2. 学生程序的输入及调试指导；

3. 机器人绘图编程与调试；

4. 工件搬运编程与调试。

第 32次 机器人/第 3次 4
1. 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2. 机器人堆垛编程原理与调试；

3. 学生程序的输入及调试指导。

第 33次 数字孪生/第 1次 4

1. 数字孪生定义、发展历史；

2. 数字孪生系统分类；

3. 数字孪生虚拟仿真实训系统构成与参数；

4. 智能制造仿真场景搭建。

第 34次 数字孪生/第 2次 4 1. 工业机器人编程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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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次 工种/课次 学时 内容提要 备注

2.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示教仿真演示；

3. 学生完成工业机器人编程与示教仿真训练；

4. 学生完成完成工业机器人上下料仿真训练。

第 35次 数字孪生/第 3次 4

1. 数控车床对象容器配置；

2. 数控车床刀具安装与调试；

3. 数控车床程序设计与调试；

4. 数控车床程序容器配置及仿真调试。

第 36次 数字孪生/第 4次 4

1. 加工中心对象容器配置；

2. 加工中心刀具安装与调试；

3. 加工中心程序设计与调试；

4. 加工中心程序容器配置及仿真调试。

第 37次
总结反思、提交资料、

结课考核/第一次
4

1. 总结反思；

2. 提交资料；

3. 批阅整改；

4. 结课考核。

说明：

1、本表所关联的内容由指导老师在学生进入本工种上课的第一时间内负责安排落实到每位老师和学生，按本表要求严格实施，无特殊情

况不得擅自变动、调整；

2、若有时间不够的项目，应尽量压缩在教室和现场上课时间，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动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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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工程技能训练分组实习安排表（第一批次 2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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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工程技能训练分组实习安排表（第二批次 2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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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工程技能训练分组实习安排表（第三批次 1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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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工程技能训练分组实习安排表（第四批次 20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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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工程技能训练分组实习安排表（第五批次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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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工程技能训练分组实习安排表（第六批次 1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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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工程技能训练分组实习安排表（第七批次 1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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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工程技能训练分组实习安排表（第八批次 169人）



18

各工种教案

课程简介、安全劳动教育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工程训练中心历史沿革，熟悉工程技能训练课程内容及相关要求，熟悉

并严格遵守实训通用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二、重点难点

重点：熟悉并严格遵守实训通用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难点：让学生明白遵守实训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性。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工程训练中心历史沿革；

2. 本课程在教学中的地位；

3. 工程技能训练课程内容及相关要求；

4. 实训通用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教学设计：本次课是本门课程的第一次课，所以要引导学生熟悉并正确认识

工程训练中心，本课程在学生培养计划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大国工匠系列纪录片

等内容给同学们建立起学习工程技能训练的兴趣。再由纪录片中的各个板块来认

识工程技能训练各工种之间的联系，从而引出本课程在培养计划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纪录片中有关安全环节的分析，引出本课程通用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等

知识，让学生明白遵守实训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性。

本次课采用多媒体教学。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可根据个人兴趣观看大国工匠、大国重器系列纪录片。

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熟悉并掌握本课程教材中各工种实训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熟悉本课程教材中各工种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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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车削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车削加工基础知识，掌握车削加工的基本方法，工具、刀具、量具等的

使用方法，了解铣床结构和用途；熟悉车床的基本操作，并严格遵守车工安全操

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车床的基本操作；

难点：1. 使用普通卧式车床的安全操作规程。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车工基础知识；

2. 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3. 车床操作演示；

教学设计：讲解车工基础知识，通过典型案例引出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

要求等知识，让学生明白遵守实训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性。演示讲解车床的基本

操作方法，指导学生能够正确使用车床。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预习车床零件-销轴的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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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车削 第 2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车削加工基础知识，掌握车削加工的基本方法，工具、刀具、量具等的

使用方法，了解车床结构和用途；熟悉并严格遵守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熟悉并了解零件-销轴的加工工艺，能够使用普通卧式车床完成零件-销轴加工。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零件-销轴加工工艺；

难点：1. 使用普通卧式车床完成零件-销轴加工。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车工基础知识；

2. 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3. 零件-销轴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教学设计：讲解车工基础知识，通过典型案例引出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

要求等知识，让学生明白遵守实训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性。讲解车削加工基本方

法并分析零件-销轴的加工工艺，演示操作并讲解零件-销轴的加工过程，指导学

生使用车床完成零件-销轴加工。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预习零件-螺钉胚的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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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车削 第 3 次课

一、教学目的

进一步了解车削加工知识，熟练掌握车削加工的基本方法；熟悉并严格遵守

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熟悉并了解零件-螺钉胚的加工工艺，能够使用

普通卧式车床独立完成零件-螺钉胚的加工。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螺钉胚的加工工艺；

难点：1. 使用普通卧式车床完成零件-螺钉胚的加工。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零件-螺钉胚的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3. 指导学生独立完成零件-螺钉胚的加工。

教学设计：通过典型案例强调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等知识，让学生

深刻认识遵守实训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性。讲解并分析零件-螺钉胚的加工工艺，

指导学生独立完成加工零件-螺钉胚。

本次课采用实践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预习零件-台阶轴的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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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车削 第 4 次课

一、教学目的

进一步了解车削加工知识，熟练掌握车削加工的基本方法；严格遵守车工安

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熟悉并了解典型零件-台阶轴加工工艺，能够使用普通

卧式车床独立完成典型零件-台阶轴的加工。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典型零件-台阶轴的加工工艺；

难点：1. 使用普通卧式车床完成典型零件-台阶轴的加工。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车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零件-台阶轴的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3. 零件-台阶轴的加工演示操作与讲解，指导学生独立加工零件-

台阶轴。

教学设计：强化安全意识。讲解并分析零件-台阶轴的加工工艺，演示操作

并讲解零件-台阶轴的难点加工过程，指导学生独立加工零件-台阶轴。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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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工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钳工通识，熟悉钳工发展、职业、技能、应用、安全等相关知识，掌握

钳工技能应用特点和对象。（2学时）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钳工职业特点及技能应用特点和对象。

2. 钳工工量具的种类和使用原则

难点：1. 钳工所有技能的应用范围和特点。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钳工常用技能和工量具

2. 钳工职业分类、职称及特点

3. 钳工安全作业及职业道德

教学设计：讲解钳工基础知识，通过教学短片引出钳工常用技能和工量具，

使学生对钳工工种有初步了解。讲解钳工职业分类、应有范围及特点以及职级的

相关知识，使学生对钳工职业有初步的认识。通过教学短片（大国工匠、劳模等）

引出工匠精神和职业道德，使学生明白克服困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本次课采用多媒体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钳工实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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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工 第 2 次课

一、教学目的

掌握钳工基本操作技能-划线、锉削、锯割（6学时）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划线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2. 锉刀、锯工的选用原则及操作使用方法

难点：1. 锉刀的操作手法及加工质量的保证

2. 锯条安装方法及锯割质量的保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零件-样板的加工演示操作与讲解，指导学生加工样板。

教学设计：讲解并分析零件—样板的加工工艺，涉及识图与评分要求、划线

操作、锉削操作、锯割操作等。并通过演示操作并纠错指导学生的操作手法，指

导学生完成样板的划线定位、锯割分断、锉削基准等工序内容。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复习样板的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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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工 第 3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钻床的结构组成和切削原理，掌握工件的装夹定位，掌握钻床的操作方

法和安全规程。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钻床的切削原理及工件装夹

2. 钻床操作步骤和安全规程

难点：1. 使用钻床完成工艺孔和螺纹孔的加工，并达到图纸加工要求。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钻床种类及结构组成；

2. 钻床常用刀具及配件，麻花钻的切削原理及排屑原理；

3. 零件-样板的钻孔加工演示操作与讲解，指导学生加工样板的

工艺孔和螺纹孔。

教学设计：讲解钻床的种类及结构组成，使学生了解钻床选用的原则，熟悉

不同种类的钻床的结构的差异，理解钻床的工作原理。讲解钻床常用的麻花钻、

机用虎钳、手虎钳、钻夹头等功能及作用，掌握其用法，理解麻花钻的切削原理

和注意事项。演示实操钻床的操作方法，掌握工件的装夹方法、钻床操作的安全

规程及操作要领，完成样板工艺孔、螺纹底孔的加工。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了解工艺孔的其他作用

2. 了解螺纹孔结构及形成原理



26

钳工 第 4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配做的目的及原因，了解螺纹的加工计算方法，掌握配做的工艺及技巧，

掌握丝锥和绞杆的操作方法及技巧。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配做的目的及工艺路线

2. 丝锥加工形成螺纹的原理

难点：1. 使用丝锥和铰手完成样板螺纹的加工。

2. 配做样板，达到配合三角样板的技术要求。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配做的工艺路线讲解

2. 丝锥和铰手的结构分析

3. 零件-销轴、配合样板的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4. 零件-样板的螺纹孔加工演示操作与讲解，指导学生加工样板

的螺纹孔和配合三角样板。

教学设计：讲解配做样板的额工艺路线，让学生理解工艺路线的重要性。讲

解丝锥和铰手的结构，让学生了解丝锥的切削原理及注意事项。演示实操丝锥和

铰手的操作方法，讲解工丝锥的操作要领和注意事项，指导学生完成样板螺纹孔

的加工和配做三角样板。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螺纹形成的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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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铣削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铣削加工基础知识，掌握铣削加工的基本方法，工具、刀具、量具等的

使用方法，了解铣床结构和用途；熟悉铣床的基本操作，并严格遵守铣工安全操

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铣床的基本操作；

难点：1. 使用普通立式铣床的安全操作规程。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铣工基础知识；

2. 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3. 铣床操作演示；

教学设计：讲解铣工基础知识，通过典型案例引出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

要求等知识，让学生明白遵守实训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性。演示讲解铣床的基本

操作方法，指导学生能够正确使用铣床。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3.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4. 预习铣床平面铣削的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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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铣削 第 2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铣削加工基础知识，掌握铣削加工的基本方法，工具、刀具、量具等的

使用方法，了解铣床结构和用途；熟悉并严格遵守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熟悉并了解平面铣削的加工工艺，能够使用普通立式铣床完成平面铣削加工。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平面铣削加工工艺；

难点：1. 使用普通立式铣床完成平面铣削的加工。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铣工基础知识；

2. 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3. 平面铣削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教学设计：讲解铣工基础知识，通过典型案例引出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

要求等知识，让学生明白遵守实训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性。讲解铣削加工基本方

法并分析平面铣削的加工工艺，演示操作并讲解平面铣削的加工过程，指导学生

使用铣床完成工件平面铣削。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预习四面体的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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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铣削 第 3 次课

一、教学目的

进一步了解铣削加工知识，熟练掌握铣削加工的基本方法；熟悉并严格遵守

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熟悉并了解典型零件-四面体的加工工艺，能够

使用普通立式铣床完成典型零件-四面体的加工。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典型零件-四面体的加工工艺；

难点：1. 使用普通立式铣床完成典型零件-四面体的加工。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零件-四面体的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3. 零件-四面体的加工演示操作与讲解，指导学生加工四面体。

教学设计：通过典型案例强调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等知识，让学生

深刻认识遵守实训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性。讲解并分析零件-四面体的加工工艺，

演示操作并讲解四面体的加工过程，指导学生加工四面体。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预习六面体（骰子）的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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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铣削 第 4 次课

一、教学目的

进一步了解铣削加工知识，熟练掌握铣削加工的基本方法；严格遵守铣工安

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熟悉并了解典型零件-六面体（骰子）加工工艺，能够

使用普通立式铣床完成典型零件-六面体（骰子）的加工。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典型零件-六面体（骰子）的加工工艺；

难点：1. 使用普通立式铣床完成典型零件-六面体（骰子）的加工。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铣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零件-六面体（骰子）的加工工艺分析与讲解；

3. 零件-六面体（骰子）的加工演示操作与讲解，指导学生加工

六面体。

教学设计：强化安全意识。讲解并分析零件-六面体（骰子）的加工工艺，

演示操作并讲解六面体（骰子）的加工过程，指导学生加工六面体。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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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铸造基础知识，掌握铸造的基本方法，工具、量具等的使用方法，并严

格遵守铸造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铸造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铸造的基本操作；

难点：1. 铸造的基本操作。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铸造基础知识；

2. 铸造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3. 砂型整模造型操作演示与讲解；

4. 指导学生完成砂型整模造型流程。

教学设计：讲解铸造基础知识，通过典型案例引出铸造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

要求等知识，让学生明白遵守实训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性。演示讲解砂型整模造

型的基本操作方法，指导学生能够正确完成砂型整模造型流程。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5.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6. 预习两箱分模造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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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 第 2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铸造基础知识，掌握铸造的基本方法，工具、量具等的使用方法，并严

格遵守铸造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能自主完成两箱分模造型流程。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两箱分模造型相关要求；

2. 完成两箱分模造型流程；

难点：1. 完成两箱分模造型流程。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两箱分模造型操作演示；

2. 两箱分模造型工艺分析与讲解；

3.指导学生完成两箱分模造型流程；

教学设计：讲解两箱分模造型的工艺流程，演示操作并讲解两箱分模造型过

程，指导学生完成两箱分模造型流程。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自主学习挖砂造型工艺。



33

气割、焊接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初步掌握焊接加工的基本方法，了解电焊、气割及气焊的使用方法；了解焊

接加工工艺；熟悉并严格遵守焊接安全操作规程；掌握对接平焊焊接简单零件，

并能正确操作焊钳和焊条与工件的角度。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电焊、气割及气焊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气割的基本操作；

难点：1. 气割的基本操作。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电焊、气割及气焊基础知识；

2. 电焊、气割及气焊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3. 气割的操作演示与讲解，指导学生使用割据完成气割实训；

教学设计：讲解电焊、气割及气焊基础知识，通过典型案例引出焊接安全操

作规程及相关要求等知识，让学生明白遵守实训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性。演示讲

解气割的基本操作，指导学生正确使用割据完成气割实训。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7.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8. 预习电焊的相关操作方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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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割、焊接 第 2 次课

一、教学目的

初步掌握焊接加工的基本方法，了解电焊、气割及气焊的使用方法；了解焊

接加工工艺；熟悉并严格遵守焊接安全操作规程；掌握对接平焊焊接简单零件，

并能正确操作焊钳和焊条与工件的角度。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电焊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电焊的操作演示与讲解，指导学生使用手工电弧焊完成电焊实训；

难点：1. 使用手工电弧焊完成电焊实训。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电焊使用操作演示与讲解；

2. 指导学生使用手工电弧焊完成电焊实训；

教学设计：讲解电焊的工艺流程，演示操作并讲解电焊过程，指导学生使用

手工电弧焊完成电焊实训。

本次课采用实践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自主学习气体保护焊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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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 3D打印技术的原理、特点；初步掌握 3D打印操作。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3D打印规范化操作及相关参数的意义；

2. 典型零件——象棋的加工工艺；

难点：3D打印机的操作及参数调整。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1. 3D打印技术的基本概念、特点和应用情况，以及研究前沿；

2. 3D打印主流技术（熔融沉积成型、光固化成型、激光选择烧结成型）；

3. Inventor 三维软件基本操作技术；

4. Up Studio打印软件基本操作技术；

5. BOX 3D打印机基本操作技术；

教学设计：

通过 3D打印技术的原理，来引入不同实现手段导致的分类，最后熔融堆积

打印技术原理。并让学生们总结概括其特点。

通过老师问题式引导启发学生思考的主动积极性。并通过示范操作来让学生

们了解 3D打印的规范操作规程，最后学生们通过操作训练来巩固掌握知识和技

能。

本次课采用理论讲解+示范操作+学生分组操作练习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中本环节的内容；

2. 构思创意加工的内容。



36

3D打印 第 2 次课

一、教学目的

进一步了解造型软件，可以利用软件进行初步复杂造型，巩固并掌握 3D打

印机的参数设置和 3D打印操作。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3D打印规范化操作及相关参数的意义；

2. 创意零件的设计

难点：3D打印机的操作及参数调整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1. Inventor三维创意设计技术

2. Flashpoint打印软件基本操作技术

3. UP300 3D打印机基本操作技术

教学设计：

从上次课程中教学难点，以及学生在实际打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入手，通过

谈论难点和问题来进一步熟悉 3D打印安全操作流程和处理打印过程中出现的简

单的问题。

本次课采用老师问题引导式讨论+学生实际操作训练。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完成实习报告中本环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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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加工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特种加工基础知识，了解激光雕刻机加工的基本原理、加工特点、分类

与应用；了解激光雕刻机结构组成；熟悉并严格遵守激光加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

关要求，熟悉并了解非金属激光雕刻机的加工工艺，能够独立使用非金属激光雕

刻机进行零件的加工。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激光加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非金属激光雕刻机的加工工艺；

难点：1. 选用合理的加工参数进行零件的加工。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特种加工基础知识；

2. 激光加工基础知识；

3. 激光加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4. 非金属激光雕刻机的加工工艺；

5. 选用合理的加工参数进行零件的加工。

教学设计：讲解特种加工基础知识，讲解激光加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等知识，通过小视频讲解激光加工原理和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演示操作典

型零件的加工工艺过程，指导学生正确使用和操作机床。

本次课采用理论讲解+实践演示操作。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掌握非金属激光雕刻机的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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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加工 第 2 次课

一、教学目的

熟练掌握激光加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熟练掌握非金属激光雕刻机的

加工工艺；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创新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正确选

用合理的参数进行中等难度的零件加工。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激光加工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要求；

2. 非金属激光雕刻机的加工工艺；

难点：1. 选用合理的加工参数进行中等难度的零件加工。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中等难度零件的处理方法；

2.选用合理的加工参数进行零件的加工。

教学设计：演示复杂零件的处理方法；指导学生根据不同的材料正确选用加

工参数的原则与方法，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次课采用理论讲解+实践演示操作。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掌握非金属激光雕刻机加工零件时材料选用与加工方法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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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切割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线切割加工原理、特点，掌握线切割加工 CAXA软件，熟练线切割加

工操作。

二、重点难点

重点：熟悉并掌握线切割加工操作。

难点：如何掌握方法满足加工产品合格。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讲解线切割加工原理及特点；

2. 现场讲解线切割机床的结构及加工方法；

3. 示范操作及加工；

4. 学生分组练习并现场指导。

教学设计：本次课是本门课程的第一次课，所以要引导学生熟悉并正确认识

线切割加工基础知识，在工业当中的用途，引导他们的兴趣。现场示范操作；现

场分组并指导学生练习。

本次课采用讲解+现场演示操作讲解。

四、课后延伸

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创新设计下一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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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切割第 2次课

一、教学目的

进一步了解线切割加工原理、特点，掌握线切割加工 CAXA软件，熟练线

切割加工操作。

二、重点难点

重点： 线切割加工 CAXA软件绘图。

难点：如何掌握方法满足加工产品尺寸。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线切割 CAXA绘图软件；

2. 加工参数设置及修改；

3. 调整创意设计图尺寸；

4. 加工创意设计作品。

教学设计：以组为单位，以组长引头，充分发挥每组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发

挥想象及网上搜索资料，创意作品。通过线切割 CAXA绘图软件画出作品。然

后调整参数和尺寸，加工出规定尺寸的合格产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生的

安全意识和产品合格意识。

本次课学生独立思考为主+老师指导。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总结线切割加工在工业制造的优势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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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艺（产品分析）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1. 了解什么是铁艺创作实训。

2．本训练的目的和要求。

3．掌握铁艺创作的基本操作技能。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铁艺产品创作的目的和要求；

2. 典型加工方法和操作技能；

3. 安全操作要领。

难点：冷焊机、点焊机的操作要领。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1. 什么是铁艺创作？

2. 铁艺创作实训在工程技能训练课程中的独特地位。

3. 铁艺创作的典型加工工艺。

4. 铁艺创作的典型加工设备和工具。

5. 如何避免铁艺创作中的常见危险状况。

6. 练习现场铁艺创作设备和工具的操作技能。

7. 铁艺创作实训的任务和目的。

8. 完成边长为 100mm的正方体框架的制作。

9. 完成像框支架的分析与仿制。

教学设计：

先讲,弄清参训思路，后练,熟悉工具设备。从是什么，为什么到怎么办。

本次课采用教师讲解、演示 + 学生操作实践，最后教师总结。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从互联网进一步了解铁艺的应用情况，常见的制作的方法、设备和工具；

2. 完成实习报告中铁艺的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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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艺（产品分析） 第 2 次课

一、教学目的

1. 熟悉铁艺创作的基本操作技能。

2. 了解工程视野与工程思维。

3. 理解加工顺序对工作质量的影响。

4. 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观察分析案例产品实物。

2. 加工制作像框支架

3. 加工制作可折叠护颈手机支架。

4. 安全操作。

难点：了解工程视野与工程思维；加工顺序的合理性。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完成像框支架的分析与仿制。

2. 完成可折叠护颈手机支架的分析与仿制。

教学设计：先做后讲，增强实感；比较总结，启发思考。

学生分析案例实物，并完成产品创作，教师现场指导。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完善制作的产品，发挥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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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艺（产品分析） 第 3 次课

一、教学目的

1. 掌握铁艺创作的基本操作技能。

2. 学会合理选用设备和工具，完成产品的制作。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观察分析案例产品实物。

2. 加工制作收纳篮。

3. 加工制作厨房用挂钩架。(视时间选做)

4. 安全操作。

难点：根据加工目的和约束条件，合理选用设备和工具，完成产品的制作。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完成收纳篮的分析与仿制。

2. 完成厨房用挂钩架的分析与仿制。(视时间选做)

教学设计：先做后讲，增强实感；比较总结，启发思考。

学生分析案例实物，并完成产品创作，教师现场指导。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完善制作的产品，发挥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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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车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数控加工基础知识，了解数控机床的加工流程及组成，了解数控编程基

础知识，熟悉数车编程方法及常用编程指令。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数控加工基础知识；

2. 数车编程方法及常用编程指令。

难点：1. 数车编程方法。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数控加工基础知识；

2. 数控机床的加工流程及组成；

3. 数控编程基础知识；

4. 数车编程方法及常用编程指令。

教学设计：采用数控加工视频实例及图片讲解数控加工基础知识，数控机床

的加工流程及组成，指导学生与传统加工比较来分析总结数控加工的特点及运用

场合。讲解数车编程方法及常用编程指令。

本次课采用多媒体教学。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预习阶梯轴零件的数车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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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车 第 2 次课

一、教学目的

熟悉数车典型零件的编程方法，熟悉数控车床的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熟悉数车零件程序的输入及模拟加工方法。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数控车床的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2. 数车典型零件的编程方法；

3. 数车零件程序的输入及模拟加工方法

难点：1. 数车典型零件的编程方法。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阶梯轴零件数车工艺设计；

2. 阶梯轴零件数车编程；

3. 数控车床的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4. 数车零件程序的输入及模拟加工示范讲解；

5. 学生程序的输入及模拟加工指导。

教学设计：讲解阶梯轴零件数车工艺设计及编程，通过举例演示数控车床的

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示范讲解数车零件程序的输入及模拟加工，指导学生

进行程序的输入及模拟加工。

本次课采用示范与讲解。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预习车削零件的数车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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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车 第 3 次课

一、教学目的

进一步熟悉数车零件的编程方法，进一步熟悉数控车床的安全操作规程及注

意事项，进一步熟悉数车零件程序的输入及模拟加工方法。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数控车床的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2. 数车零件的编程方法；

3. 数车零件程序的输入及模拟加工方法

难点：1. 数车零件的编程方法。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数车零件工艺设计及编程简介；

2. 学生数车零件编程指导；

3. 学生程序的输入及模拟加工指导。

教学设计：简要介绍数车零件工艺设计要点及编程思路，指导学生进行数车

零件的编程，指导学生进行程序的输入及模拟加工。

本次课采用讲解与指导。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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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机器人定义、发展历史、分类基础知识，了解机器人系统构成与技术参

数，掌握机器人编程方法及常用编程指令。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机器人系统构成与技术参数；

2. 机器人编程方法及常用编程指令。

难点：1. 机器人编程方法与指令。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机器人定义、发展历史；

2. 机器人分类；

3. 机器人系统构成与参数；

4. 机器人编程方法及常用编程指令。

教学设计：采用机器人应用实例图片视频与现场机器人结合讲解机器人基础

知识，机器人系统构成与技术参数，讲解机器人编程方法及常用编程指令，指导

学生操作机器人进行简单动作。

本次课采用多媒体讲解与指导。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预习机器人的绘图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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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 第 2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机器人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掌握机器人编程方法及常用编程指令，

熟悉机器人编程与调试，进行机器人绘图、工件搬运编程与调试。

二、重点难点

重点：1.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2. 机器人绘图编程与调试；

3. 工件搬运编程与调试

难点：1. 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机器人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2. 学生程序的输入及调试指导；

3. 机器人绘图编程与调试；

4. 工件搬运编程与调试。

教学设计：讲解机器人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通过举例演示机器人编程

与调试，指导学生进行机器人绘图编程输入与调试，指导学生进行工件搬运编程

与调试。

本次课采用讲解与指导。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预习机器人堆垛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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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 第 3 次课

一、教学目的

进一步熟练掌握机器人编程方法及编程指令，熟悉机器人编程与调试，进行

机器人堆垛编程与调试。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2. 机器人堆垛编程与调试

难点：1. 机器人堆垛编程与调试。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2. 机器人堆垛编程原理与调试；

3. 学生程序的输入及调试指导。

教学设计：简要介绍堆垛设计要点及编程思路，指导学生进行堆垛的编程，

指导学生进行程序的输入及调试。

本次课采用讲解与指导。

四、课后延伸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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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数字孪生基础知识，了解数字孪生虚拟仿真实训系统，掌握数字孪生虚

拟仿真实训系统，完成智能制造仿真场景搭建。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数字孪生虚拟仿真实训系统；

2. 智能制造仿真场景搭建。

难点：1. 完成智能制造仿真场景搭建。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数字孪生定义、发展历史；

2. 数字孪生系统分类；

3. 数字孪生虚拟仿真实训系统构成与参数；

4. 智能制造仿真场景搭建。

教学设计：采用数字孪生应用实例图片视频与现场智造设备结合讲解基础知

识，数字孪生虚拟仿真实训系统构成与技术参数，讲解智能制造仿真场景搭建方

法，指导学生完成智能制造仿真场景搭建。

本次课采用多媒体讲解与指导。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预习工业机器人编程与示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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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 第 2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工业机器人编程基础知识，掌握工业机器人编程与示教方法，完成工业

机器人编程与示教。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工业机器人编程基础知识；

2.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示教；

3. 工业机器人上下料训练。

难点：1. 完成工业机器人编程与示教；

2. 完成工业机器人上下料训练。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工业机器人编程基础知识；

2.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示教仿真演示；

3. 学生完成工业机器人编程与示教仿真训练；

4. 学生完成完成工业机器人上下料仿真训练。

教学设计：演示机器人编程与调试，指导学生进行工业机器人编程与示教仿

真训练，完成工业机器人上下料训练。

本次课采用讲解与指导。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预习数控车床操作与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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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 第 3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数控机床系统基础知识，完成数控车床虚拟系统连接、安装数控车床刀

具、对刀操作，根据图纸编写连接轴毛坯加工程序并完成加工调试。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数控车床虚拟系统连接；

2. 编写连接轴毛坯加工程序并完成加工调试。

难点：1. 编写连接轴毛坯加工程序并完成加工调试。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数控车床对象容器配置；

2. 数控车床刀具安装与调试；

3. 数控车床程序设计与调试；

4. 数控车床程序容器配置及仿真调试。

教学设计：演示讲解整个操作流程，指导学生进行仿真训练，完成数控车床

操作与调试仿真训练。

本次课采用讲解与指导。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根据兴趣预习加工中心操作与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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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 第 3 次课

一、教学目的

了解加工中心系统基础知识，完成加工中心虚拟系统连接，安装加工中心刀

具、掌握对刀方法，能够根据图纸完成下板工件的编程和加工调试。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加工中心虚拟系统连接；

2. 编写下板工件加工程序并完成加工调试。

难点：1. 编写下板工件加工程序并完成加工调试。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1. 加工中心对象容器配置；

2. 加工中心刀具安装与调试；

3. 加工中心程序设计与调试；

4. 加工中心程序容器配置及仿真调试。

教学设计：演示讲解整个操作流程，指导学生进行仿真训练，完成加工中心

操作与调试仿真训练。

本次课采用讲解与指导。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 完成实习报告本环节的内容；

2. 根据兴趣预习智能产线操作与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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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反思、提交资料及结课考核 第 1 次课

一、教学目的

总结反思解学各个环节受到的启发。检查提交资料的准确性、规范性与齐套

性。批阅提交资料，针对问题进行整改，直至达到要求。

二、重点难点

重点：1. 提交资料的齐套性和规范性；

难点：1. 批阅提交的资料，指出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批阅提交的资料，指出存在的问题并要求学生整改；

教学设计：通过批阅提交的资料，指出存在的问题，使得学生进行整改，直

至提交的资料达到归档要求，进行结课考核。

本次课采用实践操作指导。

四、课后延伸

学生在课后需完成以下内容的学习：

1.总结思考图纸资料的规范性，是否达到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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