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数控车床的零件加工》学习指南

一、课程说明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以培养熟练掌握数控加工工艺设计、程序编制及产品加工高技能人

才为目标，面向生产现场的实用型专业课程，满足企业产品零部件加工工作岗位

的需求而设置的一门数控技术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各类

典型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分析与编写能力、数控加工程序编制能力、数控加工刀

夹具选用和准备能力、数控车床操作能力及加工过程控制能力等核心职业能力。

使学生成为一名数控车床操作熟练，数控工艺设计与编程能力强，职业素质高的

数控编程与加工高技能人才，能够完成数控车床操作工和数控工艺员等就业岗位

工作。通过进一步的职业技能强化训练，取得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同时为

后续的职业技能鉴定和企业顶岗实习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教学方式

以普适性的工作过程步骤为基础，充分发挥专兼结合教学团队的优势，结合

企业生产实际情况，分析各类典型零件数控加工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确定数

控加工主要包括图纸分析、拟定工艺过程、编制加工工艺规程和数控加工程序、

工件刀具装调和零件加工、零件检测、加工质量分析等工作过程。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形成教学做一体的工作过程教学法，将知识点

与技能点有机结合，让学生学的更快。教学实训与生产加工相结合，以实现学有

所用，提高就业上岗能力。职业资格培养与学历教育相结合，使学生具备再学习、

再提高的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学习情境安排及学时分配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序

号

课

程
学习情境 子学习情境 工作任务 学时

教学模

式

1

使

用

数

控

学习情境 1

数控车削加

工工艺制定

数控车削加

工工艺制定

掌握数控车削加工工艺

制定

一体化

教学

学习情境 2

典型零件的

数学处理

典型零件的

数学处理

掌握典型零件的数学处

理

一体化

教学



序

号

课

程
学习情境 子学习情境 工作任务 学时

教学模

式

车

床

的

零

件

加

工

学习情境 3

简单零件数

控车削编程

简单零件数

控车削编程

掌握简单零件数控车削

编程

一体化

教学

学习情境 4

复杂零件数

控车削编程

复杂零件数

控车削编程

掌握复杂零件数控车削

编程

一体化

教学

学习情境 5

非圆曲线变

量编程

非圆曲线变

量编程
掌握非圆曲线变量编程

一体化

教学

学习情境 6

简单零件数

控车削加工

简单零件数

控车削加工

掌握简单零件数控车削

加工

一体化

教学

学习情境 7

复杂零件数

控车削加工

复杂零件数

控车削加工

掌握复杂零件数控车削

加工

一体化

教学

学习情境 8

配合零件数

控车削加工

配合零件数

控车削加工

掌握配合零件数控车削

加工

一体化

教学

总计

（三）、评价考核方式

课程成绩评价表

课程 学习情境

工作过程考核评价 综合任务考核评价

满

分

权重

(%)

得

分

满

分

权重

(%)

得

分

使

用

数

控

车

学习情境 1 数控车削加工

工艺制定
10 10

20 20
学习情境 2 情境典型零件

的数学处理
5 5

学习情境 3 简单零件数控

车削编程
10 10



床

的

零

件

加

工

学习情境 4 复杂零件数控

车削编程
10 10

学习情境 5 非圆曲线变量

编程
8 8

学习情境 6 简单零件数控

车削加工
10 10

学习情境 7 复杂零件数控

车削加工
12 12

学习情境 8 配合零件数控

车削加工
15 15

课程总成绩=Σ工作过程考核实得分＋综合任务考核实得分 总分

二、课程学习方法

1 、课程锻炼学生进行数控车床操作、编程和零件加工的职业技能，所以应

将学习的重点放在掌握数控车床的操作方法与编程，以及零件的加工方法和工艺

安排方法上。

2 、课程采用工作任务目标驱动下的一体化项目训练方式，即要求学生边学

边练，学练结合，每一项目的学习都必须跟随教师的指导和提示，开动脑筋，动

手练习。

3、学习数控车床操作时，要重点总结出各类数控车床在使用中的共性和各

自的特点，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4 、对某一个知识点的学习，要结合教师讲解、图片、视频录像和现场实践

锻炼进行。

5 、了解国家和河南省数控车床操作工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有针对性的进行

加工操作训练。



三、各项目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序

号

课

程
学习情境 能力（技能）目标 教学重点

1

使

用

数

控

车

床

的

零

件

加

工

学习情境 1 数

控车削加工工艺

制定

掌握数控车削加工工

艺制定

1.数控车削工艺分析；

2.工艺装备及夹具的设计

和选择；

3.切削用量的选择；

4.数控车刀的选择；

5.车削加工顺序的确定；

6.对刀点与换刀点的确

定。

学习情境 2 典

型零件的数学处

理

掌握典型零件的数学

处理

1.数值计算内容；

2.基点坐标的计算；

3.非圆曲线节点坐标的计

算；

4.列表曲线型值点坐标的

计算；

5.数控车床使用假想刀尖

点时偏置计算。

学习情境 3 简

单零件数控车削

编程

掌握简单零件数控车

削编程

1.机床坐标系；

2.机床坐标系、机床零点

和机床参考点；

3.工件坐标系、程序原点

和对刀点；

4.华中世纪星编程。

学习情境 4 复

杂零件数控车削

编程

掌握复杂零件数控车

削编程

1.曲面零件图纸；

2.零件加工工艺分析；

3.工艺处理；

4.数控车削加工工艺；

5.程序编制。

学习情境 5 非

圆曲线变量编程

掌握非圆曲线变量编

程

1.变量的种类；

2.A 类型的宏程序；

3.B 类型的用户宏程序；

4.非圆曲线变量编程。



序

号

课

程
学习情境 能力（技能）目标 教学重点

学习情境 6 简

单零件数控车削

加工

掌握简单零件数控车

削加工

1.数控车床加工工艺范

围；

2.数控车床加工刀具特点

及其选择；

3.常用量具的读数原理及

使用方法；

4.切削液的选择；

5.机床的基本操作；

6.加工工艺分析；

7.工件坐标的建立；

8.基点坐标的计算。

学习情境 7 复

杂零件数控车削

加工

掌握复杂零件数控车

削加工

1.工艺知识；

2.常用量具的读数原理及

使用方法；

3.加工工艺分析；

4.程序编制。

学习情境 8 配

合零件数控车削

加工

掌握配合零件数控车

削加工

1.编程相关知识；

2.工艺知识；

3.加工工艺分析；

4.程序编制；

5.加工操作。



《使用数控铣床的零件加工》学习指南

一、课程说明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以培养熟练掌握数控加工工艺设计、程序编制及产品加工高技能人

才为目标，面向生产现场的实用型专业课程，满足企业产品零部件加工工作岗位

的需求，而设置的一门数控技术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各

类典型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分析与编写能力、数控加工程序编制能力、数控加工

刀夹具选用和准备能力、数控机床操作能力及加工过程控制能力等核心职业能力

。使学生成为一名数控机床操作熟练，数控工艺设计与编程能力强，职业素质高

的数控编程与加工高技能人才，能够完成数控机床操作工和数控工艺员等就业岗

位工作。通过进一步的职业技能强化训练，取得专业相关的职业技能证书，同时

为后续的职业技能鉴定和企业顶岗实习的学习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教学方式

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个零件加工到配合零件加工的递进关系设计各学习

任务，由每个载体逐步引出知识点，将编程指令、数控刀具及切削用量选择、刀

具路径设置、加工过程控制等知识技能学习融入零件的数控编程与加工工作过程

中，形成教学做一体的工作过程教学法，将知识点与技能点有机结合，让学生学

的更快。

（三）教学内容

根据企业调研，并进行一线岗位的职业能力分析，制定了八个学习任务如下表。

学习

领域
学习情境 学习任务

分配

学时

（H）

使用

数控

铣床

的零

学习情境 1

数控铣削加工工艺制定

1.掌握数控铣削工艺的基本原则

2.根据实例制定合理的加工工艺

学习情境 2

典型零件的数学处理

1.掌握零件图纸的几何元素计算方法

2.根据实例最佳方案计算出几何元素



学习

领域
学习情境 学习任务

分配

学时

（H）

件加

工

学习情境 3

简单零件数控铣（加）削

编程

1.掌握编程的基本指令

2.根据实例编写出简单的加工程序

学习情境 4

复杂零件数控铣（加）削

编程

1.掌握高级指令的使用技巧

2.根据实例编写出复杂的加工程序

学习情境 5

非圆曲线变量编程

1.掌握变量的基本指令

2.根据实例使用变量指令编写加工程

序

学习情境 6

简单零件数控铣（加）削

加工

1.根据简单案例加工要求合理的选用

设备、刀具、量具、等工具

2.根据技术要求制定合理的加工工艺

3.能够使用数控铣床完成零件的加工

学习情境 7

复杂零件数控铣（加）削

加工

1.根据复杂案例加工要求合理的选用

设备、刀具、量具、等工具

2.根据技术要求制定合理的加工工艺

3.能够使用数控铣床完成零件的加工

学习情境 8

配合零件数控铣削加工

1.根据配合零件案例加工要求合理的

选用设备、刀具、量具、等工具

2.根据技术要求制定合理的加工工艺

3.能够使用数控铣床完成零件的加工

总计

（4）评价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与评价以能力考核和形成性评价为主，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1.采取工作任务考核和综合任务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将能力考核作为主要的

评价依据

2.采取过程考核和形成性评价，记录学生完成的每一个任务的结果、能力表



现和综合素质变现等，作为工作任务考核的评价依据

3.课程根据八个学习情境的重要性进行成绩比例划分，工作过程占 80%，综

合任务考核占 20%。

课程的总成绩评价表

学习

领域
学习情境

工作过程考核评价 综合任务考核评价

满

分

权重

(%)

得

分

满

分

权重

(%)

得

分

使用

数控

铣床

的零

件加

工

学习情境 1 数控铣削加工工艺

制定
10 10

20 20

学习情境 2 典型零件的数学处

理
5 5

学习情境 3 简单零件数控铣

（加）削编程
10 10

学习情境 4 复杂零件数控铣

（加）削编程
10 10

学习情境 5 非圆曲线变量编程 8 8

学习情境 6 简单零件数控铣

（加）削加工工
10 10

学习情境 7 复杂零件数控铣

（加）削加工
12 12

学习情境 8 配合零件数控铣削加

工
15 15

学习领域课程总成绩=Σ任务考核实得分＋综合任务考核实得分

二、课程学习方法

（一）学好数控编程技术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1.具有基本的学习资质，即学员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和预备知识。

2.有条件接受良好的培训，包括选择好的培训机构和培训教材。



3.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二）学习数控编程技术，要求学员首先掌握一定的预备知识和

技能，包括：

1.基本的几何知识和机械制图基础。

2.基础英语。

3.机械加工常识。

4.基本的三维造型技能。

（三）选择参考资料：

数控编程技术的学习是一个分阶段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草考教材的内容应

按不同的学习阶段进行合理的分配。同时，从应用角度对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纳和

分类，便于读者从整体上理解和记忆。

（四）数控编程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基本可以归纳为 3 个阶

段：

第 1阶段：基础知识的学习，包括数控加工原理、数控程序、数控加工工艺

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第 2阶段：数控编程技术的学习，在初步了解手工编程的基础上，重点学习

高级指令编程技术加工。

第 3阶段：数控加工练习，包括一定数量的实际产品的数控编程练习和实际

加工练习。

（五）学习方法与技巧

同其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一样，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对提高数控编程技术的

学习效率和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下面是几点建议：

(1)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完成一个学习目标，并及

时加以应用，避免进行马拉松式的学习。

(2)对软件功能进行合理的分类，这样不仅可提高记忆效率，而且有助于从

整体上把握软件功能的应用。

(3)从一开始就注重培养规范的操作习惯，培养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这

一点往往比单纯学习技术更为重要。

(4)将平时所遇到的问题、失误和学习要点记录下来，这种积累的过程就是



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践经验是数控编程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通过实

际加工获得，这是任何一本数控加工培训教材都不可能替代的。虽然本书充分强

调与实践相结合，但应该说在不同的加工环境下所产生的工艺因素变化是很难用

书面形式来表述完整的。

最后，如同学习其他技术一样，要做到“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

敌人”，既要对完成学习目标树立坚定的信心，同时又脚踏实地地对待每一个学

习环节。

三、各教学任务的学习要点

学习领域

使用数控铣床的零件加工

学习情境 1

数控铣削加工工艺制定
课时: 8

学习目标 教学载体

基本要求：

1.认识数控铣削的主要加工对象

2.掌握对刀点与换刀点的确定

3.掌握数控铣削定位基准的选择

4.掌握零件毛坯工艺性的分析

5.能编写简单零件的加工工艺

较高要求：

1.能够对一般典型零

件做出详细的工艺分

析

2.能够根据实际加工

条件优化加工工艺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基本内容:

1.数控铣削的主要加工对象

2.加工定位基准的选择原则

3.换刀点与对刀点的确定

4.零件工艺性分析

5.加工工序的划分

6.具体任务的实施

拓展内容:

1.任务实施的设备选

用

2.零件的走刀路线的

优化

1.将零件的合理工艺的

划分作为重点

2.对加工零件进行合理

工艺分析

3.根据具体的任务作出

详细的加工工序划分



学习领域

使用数控铣床的零件加工

学习情境 2

典型零件的数学处理
课时:5H

学习目标 教学载体

基本要求：

1. 掌握常见的几种求基点的方法

2. 能够利用三角函数进行简单零件

基点的求解

较高要求：

1.能够对一般典型零

件进行基点坐标的求

解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基本内容:

1.数值计算的内容

2.基点坐标的计算

3.非圆曲线的节点坐标的计算

4.具体任务的实施

拓展内容:

1.能够对复杂零件进

行基点坐标的求解

2.具体求解点坐标的

详细方法

1.将零件的几何元素的

求解作为重点

2.对加工零件的求解方

法做出几种求解方案

学习领域

使用数控铣床的零件加工

学习情境 3

简单零件数控铣（加）削编程
课时:20H

学习目标 教学载体

基本要求：

1.掌握坐标系之间的关系

2.掌握数控加工程序的格式

3.掌握常用功能指令的使用方法

4.能编写简单零件的加工程序

较高要求：

1.能够对一般典型零

件进行程序编写

2.能够熟练应用简单

指令编写加工程序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基本内容:

1.坐标系

2.数控加工程序的结构与格式

3.铣床数控系统的功能和指令代码

4.常用指令功能应用

5.任务实施——简单零件的数控铣

削编程

拓展内容:

1.刀具半径补偿指令

的路线分解

2.具体典型零件的程

序编制

1. 将零件的加工程序

的作为重点

2.对零件进行多种编程

方式

3.根据具体的任务作出

详细的加工程序并说明

学习领域

使用数控铣床的零件加工

学习情境 4

复杂零件数控铣（加）削编程
课时:30H

学习目标 教学载体

基本要求：

1.掌握数控高级指令的应用

2.掌握数控铣床循环指令的应用

3.能编写复杂零件的加工程序

较高要求：

1.能够对复杂零件熟

练编写加工程序

2.能够熟练应用循环

指令编制加工程序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基本内容:

1.数控铣床高级编程指令应用

2.数控铣床固定循环指令应用

3.任务实施——复杂零件的数控铣

（加）削编程

拓展内容:

1.刀具长度补偿指令

的路线分解

2.具体典型零件的程

序编制

1.将零件的加工程序的

作为重点

2.对零件进行多种编程

方式

3.根据具体的任务作出

详细的加工程序并说明

学习领域

使用数控铣床的零件加工

学习情境 5

非圆曲线变量编程
课时:15H

学习目标 教学载体



基本要求：

1.了解宏变量及常量、运算符与表达

式

2.掌握条件判断语句的使用

3.了解系统变量，固定循环宏程序

4.掌握宏程序调用方法

5.变量程序编制应用举例

6.能够完成典型零件的变量编程

较高要求：

1.能够对复杂曲面熟

练编写加工程序

2.能够熟练应用系统

变量指令编制加工程

序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基本内容:

1.宏变量及常量

2.运算符与表达式

3.条件判断语句

4.系统变量

5.HNC-21M 固定循环宏程序

6.宏程序调用

7.变量程序编制应用举例

8.任务实施——变量编程

拓展内容:

1.系统变量与常用变

量的混合使用

2.结合系统变量完成

循环指令的编写

1. 将零件的变量程序

的作为重点

2.对零件进行多种变量

编程方式

3.根据具体的任务作出

详细的加工程序并说明

学习领域

使用数控铣床的零件加工

学习情境 6

简单零件数控铣（加）削加工
课时:22H

学习目标 教学载体

基本要求：

1.能够掌握简单零件的工艺分析

2.掌握工件的装夹方式

3.能够制定加工工序

4.能够合理选择刀具及切削用量

5.能够完成工件原点及基点计算

6.能够制定数控加工卡片

7.能完成加工程序的编写

8.能够完成零件的加工

较高要求：

1.能够对复杂零件制

定出数控加工工艺卡

片

2.能够熟练使用数控

机床完成零件的加工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基本内容:

1.零件分析

2.装夹方式分析

3.工序分析

4.刀具及切削用量

5.工件原点及基点计算

6.数控加工卡片

7.参考程序

8.试切加工

9.注意事项

拓展内容:

1.专用夹具的使用方

法

2.精密镗孔刀具的使

用

3.生产性工艺卡片的

制定

1.将零件的加工工艺制

定的作为重点

2.对零件进行多种工艺

编排

3.根据具体的任务作出

详细的工艺卡片并说明

学习领域

使用数控铣床的零件加工

学习情境 7

复杂零件数控铣（加）削加工
课时:30H

学习目标 教学载体

基本要求：

1.能够掌握复杂零件的工艺分析

2.掌握工件的装夹方式

3.能够制定加工工序

4.能够合理选择刀具及切削用量

5.能够完成工件原点及基点计算

6.能够制定数控加工卡片

7.能完成加工程序的编写

8.能够完成零件的加工

较高要求：

1.能够对复杂零件制

定出数控加工工艺卡

片

2.能够熟练使用数控

机床完成零件的加工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基本内容:

1.零件分析

2.装夹方式分析

3.工序分析

4.刀具及切削用量

5.工件原点及基点计算

6.数控加工卡片

7.参考程序

8.试切加工

9.注意事项

拓展内容:

1.专用夹具的使用方

法

2.精密镗孔刀具的使

用

3.生产性工艺卡片的

制定

1.将零件的加工工艺制

定的作为重点

2.对零件进行多种工艺

编排

3.根据具体的任务作出

详细的工艺卡片并说明

学习领域

使用数控铣床的零件加工

学习情境 8

配合零件数控铣削加工
课时:30H

学习目标 教学载体

基本要求：

1.能够掌握配合件的工艺划分

2.掌握工件的装夹方式

3.能够制定加工工序

4.能够合理选择刀具及切削用量

5.能够完成工件原点及基点计算

6.能够制定数控加工卡片

7.能完成加工程序的编写

8.能够完成配合零件的加工

较高要求：

1.能够对复杂零件制

定出数控加工工艺卡

片

2.能够熟练使用数控

机床完成零件的加工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建议

基本内容:

1.表面质量对零件使用性能的影响

2.进给路线的确定

3.对刀具的基本要求

4.工件位置的校正方法

5.配合加工

6.配合件精度保证

7.任务实施——配合零件的数控铣

削加工

拓展内容:

1.配合件的配合加工

方法

2.配合件的精度保证

的方法

3.加工程序的优化

1.将配合零件的加工工

艺制定的作为重点

2.对零件进行多种工艺

编排

3.根据具体的任务作出

详细的工艺卡片并说明



参考资源

1. 顾 京主编. 数控加工编程及操作.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2. 华茂发主编.数控机床加工工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0

3. 赵军华，肖龙主编.数控车削加工技术.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0

4. 周兰主编.数控车削编程与加工.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5

5. 周晓宏主编.数控铣削工艺与技能训练.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6

6. 肖龙，赵军华主编.数控铣削（加工中心）加工技术.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0

7. 孔胜平，王渝俊主编. 数控仿真技术实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6

8. 杜军主编.FANUC 宏程序-编程技巧与实例精解.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1

9. 曹著明，刘京华主编.组合件数控加工综合实训.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5

10.周晓宏主编.数控加工技能综合实训.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8

11. FANUC0i-TD 数控车床编程说明书

12. FANUC0i-TD 数控车床操作说明书

13. FANUC0i-MB 数控铣床编程说明书

14. FANUC0i-MB 数控铣床操作说明书

15.网络资源


	一、课程说明
	课程考核与评价以能力考核和形成性评价为主，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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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课程根据八个学习情境的重要性进行成绩比例划分，工作过程占80%，综合任务考核占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