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控铣削编程与加工》课程标准 

一、 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计划学时 90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技能 考核方式 考试 

适用专业 数控技术 

二、课程的定位及性质 

《数控铣实训指导书》是数控加工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是一门理实一体化课程。

其目标在于培养数控加工专业学生的编程和操作能力，依据劳动管理部门的数控铣中级

工职业技能要求特点，满足职业技能培训与技能鉴定考核的要求，达到本专业职业资格

等级标准的要求。 

三、课程的设计思路 

课程设计思路应以就业为导向，根据企业用工需求的技能要求特点，并参照数控铣

中级工、高级工考证考核要点，构建本课程的设计思路。数控铣实训课程实践性较强，

是长期生产实践的总结。根据数控铣国家职业标准，分解成若干教学活动，在实训中加

深对专业知识、技能的理解和应用，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四、课程目标 

通过分解任务，进行项目化活动，使学生掌握数控加工专业的知识与技能, 掌握零

件的读图、识图能力，独立进行编程加工，具有制订较复杂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规程和

分析解决生产中一般工艺问题的能力。 

1、知识目标： 

（1）能识读一般机械零件图样和简单装配图样； 

（2）了解数控铣床的基本常识，初步掌握 CAD/CAM绘图软件的基本操作。 

（3）掌握普通铣削的基本工艺知识，达到相应工种初级认知水平。 

（4）握数控铣削的基本工艺知识，懂数控铣床维护的流程。 

2、技能目标： 



（1） 能熟练使用常用的工量具，并根据切削条件估算刀具寿命，合理选用刀具。 

（2） 能读懂中等复杂程度的零件图。 

（3） 掌握数控加工的金属切削知识，独立完成零件的编程加工。 

（4） 熟练掌握数控铣床的操作方法，能处理常见故障。 

（5） 通过深入生产实践，对典型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进行分析，提高工艺设计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3、社会能力 

（1）在实际加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同时具有质量、效率意识； 

（2）通过小组合作完成学习项目，培养学生与人沟通和团队协作精神； 

（3）在教学中，及时对学生的进步进行鼓励，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4）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求真务实、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 

（5）通过学习和体验，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五、课程内容与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知识和技能要求 学习活动设计 参考学时 

项目 1 

安全教育与

机床基本原

理、程序编制 

1、掌握数控铣床安全操作规程 

2、掌握数控铣编程方法 

3、了解数控铣基本原理及构造 

1、数控铣安全操作规程 

2、基本原理及基本构造 

3、数控铣程序编制 

44 

项目 2 
数控铣基本

操作 

1、掌握数控铣操作的基本知识 

2、掌握机床控制面板的使用方法及

程序的手工输入 

3、掌握数控铣床的各种操作方式 

1、机床的开关机、坐标

识别、控制面板说明 

2、机床各种操作方式 

3、程序的手工录入 

12 

项目 3 
数控铣床刀

具 

1、掌握数控铣常用刀具的相关知识 

2、掌握刀具装夹、拆卸的方法 

1、数控铣床常用刀具 

2、手工装夹、拆卸刀具 

3、刀库混乱的处理 

6 

项目 4 
工件安装与

找正 

1、掌握数控铣床夹具的基本知识 

2、掌握数控铣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 

1、百分表的使用 

2、直角尺的使用 

2、虎钳装夹工件基本工

艺要求 

3、压板装夹工件的方法 

8 

项目 5 
对刀与坐标

设定 

1、掌握工件坐标系的建立方法 

2、掌握数控铣刀补的建立方法 

1、各种坐标系的关系 

2、对刀的原理 

3、工件坐标系的建立

（G54、G92） 

4、刀补设定 

12 

项目 6 程序的输入 1、掌握手工输入程序的方法 1、程序的输入 6 



及加工 2、掌握自动加工过程中的监控 2、自动加工操作 

3、自动加工过程监控 

项目 7 

典型零件的

工艺分析及

编程 

1、掌握典型零件的工艺分析 

2、掌握典型零件加工程序的编制 

1、平面加工 

2、型腔加工 

3、轮廓加工 

4、孔系加工 

5、槽的加工 

6、其他零件的加工 

120 

项目 8 综合训练 

1、掌握常见零件进行工艺分析，熟

悉加工过程 

2、编制正确的程序 

1、盘类零件的加工 

2、箱体类零件的加工 
80 

项目 9 
自动编程与

数控仿真 

1、掌握自动编程的概念 

2、熟悉自动编程软件的使用 

1、自动编程简介 

2、CAD/CAM编程简介 

3、数控仿真加工 

9 

合计学时 297 

六、实施建议 

1、教学方法与手段 

(1) 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先进模式，突出项目教学；提倡多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

理论实践互相渗透。建议采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和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 

(2) 教师应依据工作任务中的典型产品为载体安排和组织教学活动。以小组形式进

行学习，对分组安排及小组讨论（或操作）做出明确要求。 

(3) 教师应以学生为主体设计教学结构，通过指导学生完成任务项目，将有关知识、

技能与职业道德和情感态度有机的融合。同时，营造和谐、活跃的教学氛围，激发学生

参与教学活动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习信心与成就感。 

 (4)教师在讲授或演示教学中，充分利用各种工量具、刀具、零件实物、机床设备、

投影、多媒体软件、电子教案等工作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和掌握。 

(5)本课程以理实一体化为前提，在数控机床上开展项目式训练，强调项目式学习。

如果班级人数多，机床数量不足时，可以考虑在课余时间再适当增加一些课时，予以强

化训练。 

（6）在加工时，注意强化测量工具的使用，还要注重加工工作过程及行为的规范

性训练。 



2、教材及相关资源开发建议 

（1）以“理实一体化”为主线设计教材，将本专业知识分解成若干典型的任务，以

实用为前提，引入必须的理论知识，加强实际操作能力的提高。教材应图文并貌，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学生的认识和理解。 

（2）尽量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配备丰富的课件、网络等教学辅助设备。对应教

学内容，开发配套教学资源，更好服务于教学。先在计算机上采用仿真加工等方式讲解

加工案例，随后在生产型数控机床上完成零件数控加工过程， 

3、考核与评价 

改革考核手段和方法，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考核内容可包括机床保养、实习

报告、阶段测验、学习纪律等，注重职业能力的提高，对于在学习和应用上有创新的学

生应给予提别鼓励和评价。 

（1）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包括学期技能考核和职业技能鉴定两种方式，学期技能考核是对学生一学

期学习过程与收获的综合考核；以学习的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考核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侧重于过程性评价，考核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并注重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学生评价。以此

做为学生的课程学习成绩。 

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则是对接中级数控铣工的职业技能鉴定标准，由劳动部门统一考

核，考教分离。通过职业技能鉴定的学生，可以免除学期课程考核。 

（2）成绩评定方法 

针对课程的特色，对接于学校《专业课程考核评价体系》进行综合成绩的评判断。

也可以参考“平时成绩占 60%，期末考试占 40%”的方案。 

（3）试卷来源 

试卷由试卷库随机抽取、教师随机出题、劳动部门技能鉴定题库等三种方式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