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数控技术应用（660103）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 

三、基本学制 

3年 

四、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面向制造类企业，培养从事数控设备的

操作与编程，产品质量的检验，数控设备的管理、维护、营销及售

后服务等工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五、职业范围 

序号 对应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专业（技能）方向 

1 数控车工 数控车工 数控车削加工 

2 数控铣工 

数控铣工、加工中心操作工 数控铣削（加工中心）加工 

3 加工中心操作工 

六、人才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具有以下职业素养、专业知识和技能： 

（一）职业素养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自觉遵守行业法规、规范和企业规

章制度。 

2、具有创新精神和服务意识。 

3、具有人际交往与团队协作能力。 

4、具备获取信息、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5、具备借助词典阅读外文技术资料的能力。 

6、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7、具有安全文明生产、节能环保和遵守操作规程的意识。 

8、具有规范意识、标准意识和质量意识。 

(二)专业知识和技能 

1、具备识读与绘制零件图、装配图的能力。 



2、掌握机械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懂得机械工作原理，能准确

表达机械技术要求。 

3、掌握必备的金属材料、材料热处理、金属加工工艺的知识和

技能。 

4、掌握电工电子基础知识，具备解决本专业涉及电工电子技术

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 

5、具备钳工基本操作。 

6、具备操作和使用普通机床（车床、铣床）的初步能力。 

7、具备操作和使用数控机床的初步能力。 

8、具备基本的数控机床的维护能力。 

9、能进行 CAD/CAM软件的基本操作。 

10、具备对机械制造类企业生产一线产品质量进行检验、分析

的初步能力。 

专业（技能）方向——数控车削加工 

1、熟悉常用数控车床的结构、种类，具备操作常用数控车床的

初步能力。 

2、掌握数控车削加工的工艺分析与编程技术，达到数控车工四

级技能等级标准，并通过考核鉴定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3、初步具备数控车床的维护能力。 

专业（技能）方向——数控铣削（加工中心）加工 

1、熟悉常用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的结构、种类，具备操作常

用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的初步能力。 

2、掌握数控铣削（加工中心）加工的工艺分析与编程技术，达

到数控铣工（加工中心操作工）四级技能等级标准，并通过考核鉴

定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3、初步具备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的维护能力。 

（三）语言文字能力要求 

普通话水平达标，口语表达清晰达意，交流顺畅；掌握相应学

段应知应会的汉字和汉语拼音，具有与学段相适应的书面写作能力、

朗读水平和书写能力；具有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自

信心。 

七、主要接续专业 

高职：数控技术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八、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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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铣削（加工中心）加工方向 

1、 车工实习 

2、 CAD/CAM 

3、 数控车削技术训练 

4、 数控编程与操作 

1、CAD/CAM 

2、数控铣削（加工中心）技术训练 

3、特种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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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设置及要求 

本专业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 

公共基础课包括德育课、文化课、体育与健康、公共艺术、历

史，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类基础课。 

专业技能课包括专业核心课、专业（技能）方向课和专业选修

课，实习实训是专业技能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含校内外实训、顶岗

实习等多种形式。 

 

（一）公共基础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

时 

1 
职业生涯

规划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并与

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28 

2 
职业道德

与法律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大纲》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28 



3 
经济政治

与社会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经济政治与社会划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4 
哲学与人

生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哲学与人生教学大纲》开设，并与专

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5 语文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开设，并注重在职业

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12 

6 数学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数学教学大纲》开设，并注重在职业

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12 

7 英语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开设，并注重在职业

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12 

8 
计算机应

用基础 

依据《中等职业学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大纲》开设，并注

重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84 

9 
体育与健

康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指导纲要》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28 

10 公共艺术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教学大纲》开设，并与专业

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28 

11 历史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历史教学大纲》开设，并与专业实际

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28 

 

（二）专业技能课 

1、专业核心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

时 

1 
机械制图与计

算机绘图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制图教学大纲》开设，并与

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202 

2 机械基础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基础教学大纲》开设，并与

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56 

3 电工学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基础教学大纲》开设，并与

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72 

4 
机械制造工艺

基础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制造工艺基础教学大纲》开

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08 

5 液压与气动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液压与气动教学大纲》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72 

 

（三）专业（技能）方向课 

（1） 数控车削加工 
 

序

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

学时 

1 车工实习 掌握车工安全操作规程，能选用合适的量具正确测量工件，

能制订简单轴类零件的车削加工顺序，能选择合适的刀具并进行

刃磨，能合理选用切削用量，能对普通车床进行简单的维护，能

加工本工种五级工难度的零件 

112 

2 CAD/CAM 了解自动编程软件的一般概念、应用范围及数控机床的通信 112 



接口技术，了解目前企业常用 CAD/CAM 软件的种类和基本特点，

熟练掌握 CAD/CAM 软件的应用技术，能应用 CAD/CAM 软件实施数

控加工 

3 数控车削

技术训练 

掌握数控车床安全操作规程，能选用合适的量具正确测量工

件，能对轴类零件进行正确的工艺分析，能选用合理的切削用

量，掌握轴套类零件、孔轴类零件、螺纹的加工知识，能加工中

等复杂程度轴套类零件 

112 

4 数控编程

与操作 

掌握各种数控机床的加工知识，能运用各种指令编程及手动

操作 

468 

 

（2）数控铣削（加工中心）加工 
序

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

学时 

1 CAD/CAM 

了解自动编程软件的一般概念、应用范围及数控机床的通

信接口技术，了解目前企业常用 CAD/CAM软件的种类和基本特

点，熟练掌握 CAD/CAM软件的应用技术，能应用 CAD/CAM软件

实施数控加工 

112 

2 

数控铣削

（加工中

心）技术训

练 

掌握数控铣床（加工中心）安全操作规程，掌握常用工量

具的使用方法并能正确测量工件，掌握平面加工、轮廓加工、

槽加工、孔加工的加工方法，能对中等复杂程度零件进行正确

的工艺分析，能选用合理的切削用量，能加工中等复杂程度的

零件 

112 

3 
特种加工技

术 
掌握现代机床各种先进的加工方法及技术要领。 140 

 

专业选修课 

管理类，如职业健康与安全、现代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基础等。 

新技术应用类，如现代制造技术、特种加工技术等。 

质量控制类，如质量管理与控制、精密测量技术等。 

技能拓展类，如电加工技术训练、跨专业（技能）方向类课程

等。 

顶岗实习 

顶岗实习是本专业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岗位工作能力培养的重

要实践教学环节，要认真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实习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保证学生顶岗实习的岗位与其所

学专业面向的岗位群基本一致。在确保学生实习总量的前提下，可

根据实际需要，通过校企合作，实行工学交替、多学期、分阶段安

排学生实习。 

十、教学时间安排 

（一）基本要求 

1、三年总学时大致在 3000-3300，学生在校学习时间 5 个学期，

第 6 个学期顶岗实习。公共基础课约占总学时的 1/3，约 900 学时。

专业技能课占总学时的 2/3，约 1600 学时，其中专业核心课约 650



学时，专业方向课约 950学时。学分按 16学时为 1学分计算。 

2、每学期安排教学时间 18 周，周学时；顶岗实习也按每周 28

小时（1小时折合 1学时）计算。 

3、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约为 1:1。 

4、公共基础课的要求：公共基础课定为 11 门。分别是：职业

生涯规划、职业道德与法律、经济政治与社会、哲学与人生、语文、

数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体育与健康、公共艺术、历史。德

育课包括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与法律、经济政治与社会、哲学

与人生，开设 4 个学期，每学期 1 门，每周 2 节。语文、数学、英

语等公共基础课必须保证 144 个课时，可开设 2 学期，每周 4 节；

公共艺术，开设 1 学期，每周 2 节；计算机应用基础开设 2 学期，

分别是每周 4节和 2节。体育与健康开设 4个学期，每周 2节。 

5、顶岗实习统一安排在第三学年 6学期，每周计算 28学时。 

7、学分计算方法。最小学分单位为 0.5 学分。小数位学分的计

算方法：0.25 学分以下计为 0,0.25 到 0.75 计为 0.5,0.75 以上计

为 1. 

8、每学期考试门数定为 3 门，其余课程为考查课。编写时仅需

要在考试、考查项内注明学期数即可。 

（二）教学安排 

 (660103)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教学进程表 

课程 

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理

论 

实

践 

学期 
考试类别 

1 2 3 4 5 6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考试 

考

查 

公 

共 

基 

础 

课 

1 职业生涯规划 2 28 28  2       1 

2 职业道德与法律 2 28 28   2      2 

3 经济政治与社会 2 36 36    2     3 

4 哲学与人生 2 36 36     2    4 

5 语文 7 112 112  4 4      1-2 

6 数学 7 112 112  4 4     1-2  

7 英语 7 112 112  4 4      1-2 

8 计算机应用基础 5.5 84 40 44 4 2     1-2  

9 体育与健康 8 128 10 118 2 2 2 2    1-4 

10 公共艺术 2 28 28  2       1 

11 历史 2 28 28   2      2 

小  计 46.5 732 570 162 22 20 4 4     



专 

业 

技

能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1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12.5 204 102 100 6 6     1-2  

2 机械基础 3.5 56 56   4     2  

3 电工学 4.5 72 72    4    3  

4 机械制造工艺基础 7 108 108    6    3  

5 液压与气动 4.5 72 72     4   4  

小  计 28.5 448 378 70 6 8 10 4     

专

业

方

向

课 

1 CAD/CAM 14 224 112 112    6 6  4-5  

2 特种加工技术 9 140 70 70     16  5  

3 数控编程与操作 

（含加工工艺） 

29 468 234 234   14 14   3-4  

4 数控机床结构与维护 4 60 60      6  5  

5 数控车削技术训练 7 112  112     4w   5 

6 数控铣削（加工中

心）技术训练 

7 112  112     4w   5 

7 车工实习 7 112  112  4w      2 

8 钳工实习 7 112  112 4w       1 

小  计 84 1340 476 864   14 20 28    

顶岗实习 31.5 504  504      28   

专业技能课小计 144 2292 854 1438 6 8 24 24 28 28   

合  计 190.5 3024 1424 1600 28 28 28 28 28 28   
                                

十一、教学实施 

教学要求 

1、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的教学要符合教育部有关教学的基本要求，按照培

养学生基本科学文化素养、服务学生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的功能来

定位，重在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教学手段、教学模式

的创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职业能力

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专业技能课 

专业技能课按照相应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强化理论实

践一体化，突出“做中学、做中教”的职业教育教学特色，提倡项

目教学、案例教学、任务教学、角色扮演、情境教学等方法，利用

校内实训实习室和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将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

习和教师的引导教学等教学组织形式有机结合起来。要保证学生有

充分的动手训练时间，有意识地强化企业工作规范及安全生产知识，

培养学生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及成本控制和环境保护意识。 

充分运用多媒体、三维模型、实物展示、实际操作等手段，直



观讲解教学重点要点。为配合教学，还要准备相应的资料，比如加

工工艺卡、加工流程表、实训报告等。 

各学校在依据本标准制订实施性专业教学标准过程中，要结合

本地实际情况和学校的办学特色。在实施性专业教学标准中，学生

至少要选择一个专业（技能）方向的课程学习。 

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要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灵活性，合理调配教师、实训室

和实训场地等教学资源，为课程的实施创造条件；要加强对教学过

程的质量监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促进教师教学的能力

的提升，保证教学质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教学过程管理，即按照教学过程的规律来决定教学工作的顺

序，建立相应的方法，通过计划、实施、检查和总结等措施来实现

教学目标。 

2、教学业务管理，即对学校教学业务工作进行的有计划、有组

织的管理。 

3、教学质量管理，即按照培养目标的要求安排教学活动，并对

教学过程的各个阶段和环节进行质量控制。 

4、教学监督管理，将教学监控分为教学质量监控和教学过程监

控，找出反映教学质量的资料和数据，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

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纠正存在的问题的建议，促进教学质量的

提高，促进学生学习水平的提高和教师的专业发展，保证课程实施

的质量，保证素质教育方针的落实。 

十二、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应体现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注

意吸收行业企业参与。 

校内评价与校外评价相结合，职业技能鉴定与学业考核相结合，

教师评价、学生互评与自我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

相结合。不仅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更要关注运用

知识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重视规范操作、安全文明生产

等职业素质的形成，以及节约能源、节省原材料与爱护生产设备，

保护环境等意识与观念的树立。 

十三、实训实习环境 

本专业配备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校内实训室 

根据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开设本专业必须具备

的实训室与主要工具盒设施设备的名称及数量见下表。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台/套） 



1 

 
钳工实训场所 

工作台 10 

台虎钳 60 

台式钻床 3 

砂轮机 2 

锯床 1 

通用量具 若干 

2 通用车、铣实训场所 

通用车床 20 

万能铣床 6 

砂轮机 2 

测量工具 若干 

3 数控加工实训车间 

加工中心 2 

数控铣床 4 

数控车床 13 

线切割机 2 

4 CAD/CAM 一体化场所 

电脑 49 

多媒体 1 

绘图软件 49 

数控仿真软件 49 

校外实训基地 

为满足本专业学生校外实训实习的需要，具备 1-3家制造类企

业作为校外实训基地，校外实训基地能提供数量充足的数控设备操

作与编程、产品质量检验、数控设备管理、维护等岗位供学生实习。

同时，学校有健全的校外实训实习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十四、专业师资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和《中等职

业学校设置标准》的有关规定，学校在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置教

师资源。专业教师学历职称结构合理，配备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

专业职务的专任教师 2 人；建立“双师型”专业教师团队，其中

“双师型”教师达到 30%以上；具有业务水平较高的专业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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