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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信息表 

课程名称 
零件的数控铣编程

与模拟加工 
开课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课程代码 13011027 课程类型 理论+实践 

课程学时 48 适用专业 数控技术专业 

课程学分 3 授课对象 2020级 

考核性质 考查   

2.课程标准制定人员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王海宾 机械工程学院 副高级 / 教师 

2 石丹 机械工程学院 高级讲师/教师 

3 樊晓萱 
成都市时进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 
机械设计工程师 

二、制订课程标准的依据 

本课程标准根据数控技术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本课程任务，确

定课程的性质、定位和目标要求，依据数控专业方向的职业分析

与教学分析，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出发点，找准数控加工的工序等

技术核心能力，通过教学分析，确定本课程内容和评价建议。 

参照数控技术专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建立突出

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教学的基本要求，实行课程考核

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的评价办法。 

三、课程的性质 

《零件的数控铣编程与模拟加工》是数控技术专业的必修课

程，是在学习了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数控

加工工艺、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零件的机械加工等课程，具备

机械加工基础能力、读绘图及工艺分析等能力的基础上开设的一



门实践课程。本课程其功能是对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面向就业

中的零件的数控铣编程与模拟加工方向。本课程将促进学生充分

认识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能够运用 CAM软件完成机械零件的造

型，生成刀具轨迹，并对刀具轨迹进行后置处理输出程序。使学

生增加感性认识，巩固和加深所学的理论知识，强化数控加工工

艺分析能力，CAM 软件编程技能，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后续典型模具零件的数控加工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四、依托与服务的课程 

序号 依托课程名称 为本课程支撑的主要能力 

1 
《简单机械零件图的识读与绘

制》 
具备绘制机械零件工程图能力 

2 《简单机械机构的设计》 具备工艺知识，增强工程实践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3 《金属材料与刀具》 具备材料热处理及刀具工艺分析能力 

4 《零件的机械加工》 
具备普通机床操作能力、刀具、夹具、量具的熟练运

用能力，常规工艺的理解与运用能力 

5 《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 
具备编制数控加工工艺能力，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能

力 

6 《零件的 CAD制图》 具备计算机辅助设计能力 

序号 服务课程名称 需要本课程支撑的主要能力 

1 《典型零件的数控车加工》 具备模具零件数控工艺分析及加工能力 

五、课程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CAM（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基础知识； 

2.数控加工工艺分析与编制知识； 

3.三维建模技术知识； 



4.计算机自动编程技术知识； 

5.数控加工虚拟仿真技术知识； 

6.程序的后置处理及程序传输知识。 

（二）能力目标 

1.能够描述 CAM（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的概念和应用领域； 

2.能够根据图纸要求对零件进行数控加工工艺分析并编制

加工工艺； 

3.能够根据图纸要求创建加工用零件三维数模； 

4.能够调用零件三维数模进行计算机自动编程； 

5.能够运用虚拟仿真技术验证刀具路径、程序的正确性和合

理性； 

6.能够对刀具路径进行后置处理生成 G代码程序，并懂得程

序传输。 

（三）素质目标 

1.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安全生产意识； 

2.培养符合岗位需求的职业素养； 

3.培养良好的劳动意识； 

4.培养创新精神，团队意识； 

5.培养自主学习习惯； 

6.培养项目管理能力。 

（四）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序号 毕业能力要求 
对应的培养目

标指标 

1 具备符合企业需求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岗位职业素养。 1.5 

2 具备机械识图、制图知识。 2.1 



3 掌握工程材料及公差配合知识。 2.2 

4 掌握金属切削刀具、量具和夹具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 2.3 

5 掌握手工编程和 CAD/CAM自动编程的基本知识。 2.6 

6 
能熟练地使用一种常见的 CAD/CAM 软件自动编制较复杂零件

的数控加工程序。 
3.6 

 

六、课程设计 

（一）设计思路 

对标企业职业素养和能力要求，挖掘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创

设与企业工作内容一致的学习任务，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

培养扎实过硬的岗位能力。课程采用项目化教学，强调理实一体，

完成具体工作任务即完成学习任务，让学生充分了解企业工作模

式，适应企业工作模式。课程创设了 3 个工作项目，24 个学习

任务，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采用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方法

和手段，有效促进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企业调研，教

研讨论等方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任务课题，经教学化处理，

供学生学习和训练，有效促进专业技术的熟练掌握。 

（二）课程总体设计 

课程总体设计表 1：课程项目/情景表 

项目/情

景编号 

项目/情

景名称 
项目/情景描述 

学时

安排 
教学载体 

对应的

培养目

标指标 

项目一 
职业素养 

安全生产 
CAM 岗位职业素养及安全要求 8 

《职业素养》 

《安全文明生产要求》 
 

项目二 三维建模 创建零件/产品数模 24 
阀体建模 

气动马达建模 
 

项目三 数控编程 编制工艺，创建刀路，生成程序 16 
编程基础件 

数控大赛实操试题 
 

合计 48   

 
 



 
 

项目/情景设计表 2 
课程名称 《CAM》 总学时 48 

项目/情景

编号 

项目一 职业素养安全生产 

项目二 三维建模 

项目三 数控编程 

学时 

8 

24 

16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CAM（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基础知识； 

2.数控加工工艺分析与编制知识； 

3.三维建模技术知识； 

4.计算机自动编程技术知识； 

5.数控加工虚拟仿真技术知识； 

6.程序的后置处理及程序传输知识。 

（二）能力目标 

1.能够描述 CAM（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的概念和应用领域； 

2.能够根据图纸要求对零件进行数控加工工艺分析并编制加工工艺； 

3.能够根据图纸要求创建加工用零件三维数模； 

4.能够调用零件三维数模进行计算机自动编程； 

5.能够运用虚拟仿真技术验证刀具路径、程序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6.能够对刀具路径进行后置处理生成 G代码程序，并懂得程序传输。 

（三）素质目标 

1.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安全生产意识； 

2.培养符合岗位需求的职业素养； 

3.培养良好的劳动意识； 

4.培养创新精神，团队意识； 

5.培养自主学习习惯； 

6.培养项目管理能力。 

教学过程

设计 

项目一 职业素养安全生产： 

讲解本课程对于岗位特点，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和安全文明生产要求。对职业素

养和安全文明生产要求进行测试。 



 

项目二 三维建模： 

学习并运用一款 CAM 软件，创建一项机械产品数字样机。要求对每个零件进行

三维建模并装配出数字样机，培养建模思路，掌握建模技术。 

 

项目三 数控编程： 

学习并运用一款 CAM软件，完成数控车、铣加工零件的“编制加工工艺”、“编

辑刀具路径”、“设定刀具和加工参数”、“虚拟仿真加工验证”、“后置处理生

成 G 代码程序”、“传输程序”等工作任务。培养工艺分析能力，掌握计算机自动

编程技术。 

 

序号 教学任务 教学内容 

理论学

时+实践

学时 

教学教具与

材料 

教学方式

和方法  

授课场

所 

1 

任务 1-1 

学习职业素养及

安全生产要求 

《职业素养》 

《安全文明生产

要求》 

理论 1 

实践 3 

CAM软件 

训练图纸 

电子数模 

信息化 

项目化 

CAM数

控仿真

工作站 

2 
任务 1-2 

安装 UG NX软件 
软件安装 

理论 1 

实践 3 

CAM软件 

训练图纸 

电子数模 

信息化 

项目化 

CAM数

控仿真

工作站 

3 

任务 2-1 

观摩 CAM 技术工

作流程 

观看 CAM技术流

程 

理论 1 

实践 3 

CAM软件 

训练图纸 

电子数模 

信息化 

项目化 

CAM数

控仿真

工作站 

4 

任务 2-2：胶垫、

填料、球头、销

钉建模 

草图、拉伸、旋转 
理论 1 

实践 3 

CAM软件 

训练图纸 

电子数模 

信息化 

项目化 

CAM数

控仿真

工作站 

5 
任务 2-3： 调节

螺钉、螺套建模 

基准、孔、多边形、

螺纹 

理论 1 

实践 3 

CAM软件 

训练图纸 

电子数模 

信息化 

项目化 

CAM数

控仿真

工作站 

6 
任务 2-4： 阀

杆、开口销建模 
复杂草图、扫掠 

理论 1 

实践 3 

CAM软件 

训练图纸 

电子数模 

信息化 

项目化 

CAM数

控仿真

工作站 

7 
任务 2-5： 手

柄、弹簧建模 
调用标准件库 

理论 1 

实践 3 

CAM软件 

训练图纸 

电子数模 

信息化 

项目化 

CAM数

控仿真

工作站 

8 
任务 2-6：阀体

建模建模 

特征拆分思路 

布尔运算 

加强筋 

理论 1 

实践 3 

CAM软件 

训练图纸 

电子数模 

信息化 

项目化 

CAM数

控仿真

工作站 

9 任务 3-1 加工件建模 
理论 1 

实践 3 
CAM软件 信息化 CAM数



数控大赛实操试

题建模 

训练图纸 

电子数模 

项目化 控仿真

工作站 

10 

任务 3-2 

外形铣削及仿真

加工 

轮廓特征加工 
理论 1 

实践 3 

CAM软件 

训练图纸 

电子数模 

信息化 

项目化 

CAM数

控仿真

工作站 

11 

任务 3-3 

型腔铣削及仿真

加工 

型腔特征加工 
理论 1 

实践 3 

CAM软件 

训练图纸 

电子数模 

信息化 

项目化 

CAM数

控仿真

工作站 

12 

任务 3-4 

后置处理及程序

传输 

后置处理 

程序传输 

理论 1 

实践 3 

CAM软件 

训练图纸 

电子数模 

信息化 

项目化 

CAM数

控仿真

工作站 

 
 

课程总体设计表 4：嵌入课程的职业技能（资格）考试项目表 
序号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颁发部门 

1 《数控程序员》 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2 《1+X数控车/铣职业技能等级证》中级 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课程总体设计表 5：嵌入课程的学生职业技能比赛项目表 
序号 比赛名称 组织单位 

1 全国数控技能大赛 全国数控大赛组织委员会 

2 工业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 

3 工业设计技术 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 

 

七、课程评价与考核 

1.成绩生成原则： 

学生实训课程学习总成绩，由学习每个项目的过程考核成绩

即平时成绩 60％、期末成绩 40％组成。 

教师必须在实训课程教学开始时将课程成绩生成原则、考核

方案和要求告知学生，并反映在教学进度表中。每项考核成绩应

记录在案，且允许学生查询。 

2.评价内容：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学生的出勤率、学生的

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学生对训练课题的参与度和完成情况、小

组的团队合作意识、期末考试成绩。 

3.评价方法： 

    学生的出勤率：签到和签退制度来考评；学生的思想道德和

行为规范：观察学习期间态度，师生互评；学生对训练课题的参

与度和完成情况：训练课题完成进度表考评；小组的团队合作意

识：成员是否目标明确，分工明确且各司其责； 

期末考试成绩：理论试卷考核+实际操作考核。 

八、教学实施要求 

（一）教师要求  

要求授课教师有机械相关专业背景及企业工作经历，一级

实训指导教师或讲师支撑、相关技能技师及以上，有扎实的数控

编程专业知识及相关能力。 

（二）实训要求 

本课程要求实训室具备充足的实验、实训条件，要有足够

的实训场地供学生实习，具备充足的实训设备，提供不同类型的

软硬件设备。 
 

序号 名称 主要功能 基本配置要求 

1 

CAM 

数控 

仿真 

工作站 

说明能开设的实

训/实验项目 

1.安装 UG NX、硬件配置较高、能登录云班课教学平

台、CAD/CAM 实训机房，最好装有加工仿真软件，可

模拟加工过程，检验装夹及程序的正确性。若有条件，

可到加工中心实现加工。保证学生每人一台电脑 。 

2.场地大小/ m2：    200m2； 

3.环境要求：  通风、低噪声  ； 

 



（三）教学资源基本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尽量利用和开发现场教学录象和多媒体技

术为教学提供并展示各种所需的资料，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

并能随时抽取播出。 

 

 

（四）校企合作方式  

现代学徒制，订单班培养。 

教材名字 教材类型 出版社 主编 出版日期 

UG NX12.0数控编程教程 高等职业教

育规划教材 

机械工业出版社 展迪优 20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