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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工艺学是高职机电专
业的核心课程，旨在培养
学生掌握现代制造技术和
工艺知识。

课程定位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主要包括机械加工、热处
理、铸造、锻造、焊接等
制造工艺的理论和实践。

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实
验、实训等实践教学环节。

030201

当前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



大多数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制造工艺

知识和技能，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有待提高。

学生对课程内容较为满意，但希望增

加实践环节和案例分析，提高课程的

实用性和趣味性。

学生学习效果与反馈

学生反馈

学习效果



课程内容陈旧，与现代制造技术脱节。原因分析：随着制
造业的快速发展，新工艺、新技术不断涌现，而课程内容
更新缓慢，导致与现代制造技术脱节。

问题一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学生实践能力不足。原因分析：受实
验设备、场地等条件限制，实践教学环节往往流于形式，
学生缺乏真正的实践机会。

问题二

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创新。原因分析：传统的教学方法以
讲授为主，缺乏互动和讨论，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主动性。

问题三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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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改革目标

改革应以制造工艺学课程为突破口，推动高职教育教学整体改革，促进高职教育内涵式

发展。

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改革应着眼于现代制造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通过优化课程结构、更新教学

内容、创新教学方式等手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适应现代制造业发展需求

改革应注重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等，使学生

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和职业要求。

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遵循教育规律

改革应遵循高职教育规律，科学

设计课程结构，合理安排教学内

容和教学进度，确保学生能够在

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必要的知识和

技能。

符合学生认知特点

改革应符合高职学生的认知特点

和学习习惯，采用形象化、直观

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改革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通过案例分析、实验实训等方式，

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

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认知特点



突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

改革应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实验、实训等实践性课程

的比重，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操作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鼓励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

改革应鼓励学生发挥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通过开设创新

实验、创业实践等课程和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业能力。
开展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

改革应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引入企业真实案例

和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接触和了解现代制造业的最新技

术和工艺。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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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造工艺学涉及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和分类，明

确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完整的知识体

系。

梳理制造工艺学知识体系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岗位需求，精选制造工艺学

的核心内容，突出重点和难点，提高教学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精选核心内容

将制造工艺学课程内容划分为不同的模块，每个

模块对应一个或多个知识点，方便学生按需学习

和掌握。

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

精选核心内容，构建知识体系



更新教学内容

将新技术、新工艺及时引入制造工艺学课程，更新

教学内容，保持课程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拓展学生视野

通过引入新技术、新工艺，让学生了解更多

的制造技术和方法，拓展学生的视野和思路。

关注行业新技术、新工艺

及时关注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动态，了解新

技术、新工艺的应用情况和发展趋势。

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更新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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