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制造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机械制造技术 660101

二、学制及招生对象

1. 学制：三年制中专

2. 招生对象：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机械制造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技等方面全面发展，具有必备的

科学文化基础知识，掌握机械制造技术专业基础理论，具有较

强的机械制造、加工技术、维修能力，具有相关设备的操作、

维护技能，具有专业技术的综合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创新精神，

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生产第一线高素质劳动者

和中初级专门人才。应具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的基础知识，能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分析和认识问题：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

国，具有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树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遵纪

守法：艰苦奋斗，热爱劳动，开拓创新：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竞争意识。在具有本专业必需的文化基

础知识的基础上，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

论、先进的设计技术和现代制造技术：具有分析、解决有关模



具及其制品成型工艺技术问题的能力和生产现场管理的能力。

应具有一定的体育运动技能和卫生保健知识，养成锻炼身体的

习惯，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有关要求，身心健康。一定

的美学知识，对自然、社会生活和艺术具有初步的美学欣赏和

鉴别能力，具有一定的环保意识。

四、机械制造技术专业培养规格及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企业生产一线，从事机械制造工作。

其主要业务范围是：钳工基本操作：机械制造及装配：焊接技

术：车加工技术：数控加工技术：cad 辅助设计：金属材料制

造：模具制造安装、调试和维护；解决生产现场制造工艺及装

备的技术问题：生产一线的管理工作：生产中技术性操作工作

等。应具有以下基本知识和能力：

(1) 知识结构

①.具备基本的科学文化素养，掌握必需的人文科学基础知识。

②.掌握机械制图、计算机辅助绘图(AutoCAD)的方法，具有制

图员技能等级证书。

③.初步掌握机械制造的一般性基础知识和工程材料及其制造

的应用技术基础知识。

④.初步掌握电气、电子、PLC、液压传动和气压传动技术在本

专业的应用技术基础知识。



⑤.初步掌握金属材料、塑料等成型工艺的应用技术基础知识。

⑥.初步掌握机械加工技术基础知识。

⑦.初步掌握机械基础知识。

⑧.初步掌握钳工、焊接、车工、数控等工种的基本知识。

(2)能力结构

①.初步具备钳工加工能力。

②.初步具备编制和实施车工工艺的能力。

③.初步具备操作普通车床加工中等难度零件的能力。

④.初步具备数控制造、电制造的编程、操作、调试和维护的应

用能力。

⑤.具备本专业相应钳工、普车、焊接、cad 等 3-4 个工种中级

技能操作等级证书。

⑥.初步具备金属材料热处理的能力。

⑦.具备国家一级计算机应用能力和模具 CAD/CAM 应用的初步

能力。

⑧.具备从事机械制造技术的质量控制和生产现场管理的初步

能力。

⑨.具备阅读本专业一般外文资料的初步能力。

⑩.具备技术创新的初步能力。

(3)资格证书要求



本专业的毕业生要求都要在毕业时取得毕业证，技能证由

学生自愿考取。

五、机械制造专业职业面向

为深化机械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改革，按照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研究课题要求，深

入研究 21 世纪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对职业技术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知识和能力结构的需求情况，

定位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中等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

格，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设专业的课题改革和教材建设规

划项目机械制造技术专业项目课题组成员对全国各地区行业内

的国有、集体、个体等 140 多家企业自 2002 年以来聘用的机械

制造技术专业的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走访。共发出问卷调

查表 1800 多份，回收有效调查表 846 份，回收率 47%。与此同

时，项目组成员还分别依靠行业协会，即我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辖的企业，调研的目的是掌握自 2010 年以来，中等职业学校

培养的机械制造技术专业人才的从业情况，了解毕业生对机械

制造技术专业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课程设置体系以及实践

教学环节设置等方面的意见，听取各类用人单位对中等职业学

校机械制造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建议。以此作为中等职业学校

机械制造技术专业改革与建设的依据。



1、我县机械工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盐山是管道装备制造业为

主的城市，需要大量的机械类数控技术应用人才。学校依托园

区建校，厂区车间建专业，更有效打造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培

养数控技术应用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不断满足盐山各经济园

区及全国经济发展对数控技术应用人才的需求.

通过调查，我们认为，能力的培养要以技术应用为主线，

突出实用性实践技能，要定位于专业所覆盖职业岗位群在新技

术新工艺方面对毕业生能力的要求。为方便学生从事技能性操

作岗位，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制定教学方案时可采用双

证制（取得某一工种技能操作等级证书)教学。

2、机械制造技术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分析与就业前景

世界高科技竞争和突破正在创造着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秩

序，高新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引起传统产业的深刻变革，形

成了许多集成融合机械类、电子类、电脑类、电力电子类等的

新兴领域和新型产业，必然需要产品设备装配、维修、检测及

管理的大量专业技术人员。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越的自然资

源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长沙现阶段的经济建

设战略是以建设工业强市作为 经济强市的突破口，以新型工

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量的

机械制造技术和自动控制类专门操作人才。据调查，我县现有



作为本地经济发展支柱的管道制造企业 110 家，企业员工总数

3.56 万，按每年 5%正常减员计算，三年内需补充员工 5340 人.

为充分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我校领导带领有关科

室人员和专业教师，调研了一些大型机械制造类企业，还走访

了一些很有发展前景的单位。被调查的单位都涉及到机械制造，

大部分岗位需求综合素质高、具备较强动手能力的技能型人才。

在分别与企业领导、人事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毕业生进行深

入的交流和座谈后，充分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

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人才需求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机械

制造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将成为各企业争夺的对象。企、事

业单位急需一线技能型操作人才，为我们的毕业生提供了广阔

的就业空间。

调研表明，我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机械制造技术专业的中

职毕业生需求是巨大的，前提是毕业生具备实际工作能力。因

此，为了服务县域经济和适应区域经济，满足社会急需，我校

对机械制造技术专业进行了改革调整，建立了一个科学、完善、

具有职教特色的教学体系。突出应用性、整合性、实践性的原

则，使毕业生既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更具较强的操作技能。

六、机械制造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和条件



我校的机械制造技术专业开办于 1996 年，当时职业学校毕

业生的就业形势较为严峻，而市场对机械制造技术专业毕业生

又极为需求。学校多次派人到本地、天津和唐山进行人才需求

调研，分析市场特别是本地市场对模具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在

充分考察、调研后，学校完善了机械制造技术专业的培养课程

及调整培养方向。

专业调整面临师资和设备两大难题，学校迎难而上，克服

重重困难，坚持队伍建设与硬件建设两手抓。经过多年的努力，

机械制造技术专业已成为我校的优势专业之一。

七、机械制造技术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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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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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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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课

程

课 实

习

职业道德

法律
2 2 72 72 0

考

核

文

化

基

础

课

语文 3 3 3 3 216 216 0
考

试

数学 3 3 3 3 216 216 0
考

试

英语 3 3 3 3 216 216 0
考

试

计算机应

用基础
2 2 2 2 144 72 72

考

试

体

艺

课

体育 2 2 2 2 144 32 112
考

核

书法 1 1 1 1 72 36 36
考

核

选

修

课

程

拓

展

课

程

心理健康 1 18 18 0
考

核

物理 1 18 18 0
考

试

公共礼仪 1 18 10 8
考

核



安全教育 1 18 18 0
考

核

小计 17 17 17 17 1224 996 228

专

业

技

能

课

程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机械制图 4 4 144 144 0
考

试

机械基础 4 4 144 144 0
考

试

机械 CAD 4 4 144 72 72
考

试

钳工理论 3 3 108 108 0
考

试

专

业

技

能

方

向

钳工实训 2 2 4 4 216 72 144
考

核

车工实训 4 4 144 72 72
考

核

专

业

选

职

业

素

技能鉴定

课
2 2 72 72 0

考

核

数控加工 3 3 108 36 72 考



修

课

质

拓

展

核

小计 10 10 20 20 1080 720 360

合计 27 27 37 37 720 3024 1716 1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