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数控车削加工工艺制订

教学方法 引导文法、六步法、交互检查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1.掌握数控车削工艺分析

2.掌握工艺装备及夹具的设计和选择

3.掌握切削用量的选择

4.掌握数控车刀的选择

5.掌握车削加工顺序的确定

6.掌握对刀点与换刀点的确定

教学重点 零件加工工艺分析。

工作对象 轴类零件、工艺方案。

工具
零件图样，编制加工工艺的规范、图表、手册，刀具选用的图

表、手册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教师评价为主(占 50%)、小组互评(20%)、自我评价(30%)；

评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教材、课件、视频文件。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企业资料等。

（3）提供引导文

（4）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1）分析论证数控加工工艺方案

（2）数控加工工艺规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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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学组织

（1）指导学生进行加工方法的选择，掌握工序划分的方法、定位基准的选

择，走刀路线的设计，加工设备、夹具、刀具、工具的选择，切削用量的选

择方法。



（2）协助学生获得加工工艺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手册及工具书能力。

3．决策计划结果

制作数控加工工序卡片、零点设定卡片、刀具卡片、小组分工计划。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分析论证数控加工工艺方案

（2）数控加工工艺规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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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学组织

（1）工件材料、刀具、量具及设备等的准备。

（2）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3）现场 5S 管理

3.实施结果

项目报告、符合要求的零件

四、检查评价

（1）对零件加工工艺方案分析，提出改进措施等。

（2）完成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小组

自评。

（3）教师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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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典型零件的数学处理

教学方法 讨论法、交互检查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任务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数控编程前数学处理的

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掌握利用三角函数计算法和平面解析几何

计算法计算基点坐标，为数控编程做准备。对于由直线和圆弧组

成的零件轮廓，手工编程时，常采用三角函数计算法和平面解析

几何计算法计算基点坐标的数值。

教学重点
基点和节点的坐标计算、刀位点轨迹的计算

典型零件上基点和节点的几何要素的计算

工作对象 典型零件图纸的几何要素的求解

工具
参考教材、零件图样、计算器、作业纸、计算机网络、课件、多

媒体设备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成果评价为主(占 50%)、自我互评(20%)、教师评价(30%)；评

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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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教材、课件、绘图软件。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企业资料等。

（3）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1）分析零件图纸几何要素的计算方案

（2）零件图纸的几何尺寸标注

（3）具体实施计划

2．教学组织

（1）讲解基点和节点的概念、刀位点轨迹的原理、非圆曲线节点坐标求解方法、

案例展示零件图纸的基点和节点的求解方法

（2）指导学生进行坐标点求解方法的选择，掌握图纸基点和节点要素的求解过

程，通过公式计算与电脑绘图进行对比进行结果，总结求解技巧。

（3）协助学生获得图纸几何要素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电脑软件绘图能力。

3．决策计划结果

制作图纸要素求解过程，图纸绘制尺寸标注，小组分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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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通过实物了解零件的应用特点；

（2）通过网络或图书查阅几何点的求解公式，分解案例求解过程等相关信息；

（3）根据零件的几何要素要求进行求解分析；

（4）制定零件图纸的求解步骤和绘图过程；

（5）形成作业纸文档或图片。

2. 教学组织

（1）相关教材、课件、计算器、电脑绘图软件、作业纸等准备工作；

（2）将学生以小组划分（每 5人为一小组）；

（3）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4）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任务成果。

3.实施结果

符合任务要求的任务卡片

四、检查评价

（1）对完成的任务卡片，进行可行性分析，提出改进措施等。

（2）完成成果评价和自我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

（3）教师进行评价。



《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复杂零件数控车削编程

教学方法 引导文法、六步法、交互检查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曲面零件图纸

2.掌握零件加工工艺分析

3.掌握工艺处理

4.掌握数控车削加工工艺

5.掌握程序编制

6.能够对一般零件数控车削加工工艺进行处理

7.能够熟练应用循环指令编制加工程序

教学重点 循环指令编制加工程序

工作对象 零件图样

工具 零件图样，计算器，课件，多媒体设备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教师评价为主(占 50%)、小组互评(20%)、自我评价(30%)；

评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图样、教材、课件。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等。

（3）提供引导文

（4）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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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学组织

（1）指导学生编写数控加工程序

（2）协助学生获得编程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手册及工具书能力。

3．决策计划结果



数控车削工艺分析、编写数控加工程序。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2. 教学组织

（1）编程过程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3.实施结果

项目报告、符合要求的数控加工程序

四、检查评价

（1）对编写的数控加工程序进行检验，分析工作过程，提出程序优化方案

等。

（2）完成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小组

自评。

（3）教师进行评价。



《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复杂零件数控车削编程

教学方法 引导文法、六步法、交互检查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曲面零件图纸

2.掌握零件加工工艺分析

3.掌握工艺处理

4.掌握数控车削加工工艺

5.掌握程序编制

6.能够对一般零件数控车削加工工艺进行处理

7.能够熟练应用循环指令编制加工程序

教学重点 应用循环指令编制加工程序

工作对象 零件图样

工具 零件图样，计算器，课件，多媒体设备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教师评价为主(占 50%)、小组互评(20%)、自我评价(30%)；

评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图样、教材、课件。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等。

（3）提供引导文

（4）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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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般零件数控车削加工工艺进行处理

（7）应用循环指令编制加工程序

2．教学组织

（1）指导学生编写数控加工程序



（2）协助学生获得编程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手册及工具书能力。

3．决策计划结果

数控车削工艺分析、编写数控加工程序。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2. 教学组织

（1）编程过程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3.实施结果

项目报告、符合要求的数控加工程序

四、检查评价

（1）对编写的数控加工程序进行检验，分析工作过程，提出程序优化方案

等。

（2）完成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小组

自评。

（3）教师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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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非圆曲线变量编程

教学方法 讨论法、演练法、交互检查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在数控编程加工中，对于由非圆弧曲线组织的工件轮廓或三维

曲线面轮廓，用普通插补指令难以完成其加工，可以采用编宏程

序的方法来完成。

学生通过该任务的练习，使学生了解变量符号的应用，如何

进行变量的运算，判断语句的循环条件。能够熟练的进行有规律

的曲面变量程序的编制。

教学重点

系统变量、公共变量、运算符及算术表达式、变量的各种运

算、条件判断语句

变量在数控加工程序中的应用

工作对象 典型非圆曲面体的变量程序的编制

工具
参考教材、零件图样、计算器、作业纸、计算机网络、课件、

多媒体设备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成果评价为主(占 50%)、自我互评(20%)、教师评价(30%)；评

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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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教材、课件、绘图软件、机床说明书。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企业资料等。

（3）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1）分析零件曲面特征和走刀路线的确定

（2）零件图纸的变量程序编制

（3）具体实施计划

2．教学组织

（1）讲解系统变量、公共变量、运算符及算术表达式、变量的各种运算、条件

判断语句使用方法。

（2）指导学生确定程序的编程方法，掌握走刀路线的设计过程，说明程序段落

的含义。

（3）协助学生获得程序编制的指令应用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仿真软件模

拟轨迹路线。

3．决策计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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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零件的数控加工程序，并注名程序说明，小组分工计划。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通过实物了解零件的应用特点；

（2）通过网络或图书查阅常用功能指令使用方法、编程案例等相关信息；

（3）根据零件的特点进行程序的编写；

（4）形成作业纸文档。

2. 教学组织

（1）相关教材、课件、计算器、电脑仿真软件、作业纸等准备工作；

（2）将学生以小组划分（每 5人为一小组）；

（3）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4）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任务成果。

3.实施结果

符合任务要求的任务卡片

四、检查评价

（1）对完成的任务卡片，进行可行性分析，提出改进措施等。

（2）完成成果评价和自我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

（3）教师进行评价。



《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简单零件数控车削加工

教学方法 引导文法、六步法、交互检查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数控车床加工工艺范围

2.掌握数控车床加工刀具特点及其选择

3.掌握常用量具的读数原理及使用方法

4.了解切削液的选择

5.掌握机床的基本操作

6.掌握加工工艺分析

7.掌握工件坐标的建立

8.掌握基点坐标的计算

教学重点 机床的基本操作、零件加工工艺分析、编程、零件加工。

工作对象 数控车削加工工艺方案、加工轴类零件。

工具

零件图样，刀具、夹具等工艺装备，编制加工工艺的规范、图

表、手册，刀具选用的图表、手册，通用夹具选用说明书，机

床编程手册，机床操作手册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教师评价为主(占 50%)、小组互评(20%)、自我评价(30%)；

评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教材、课件、视频文件。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企业资料等。

（3）提供引导文

（4）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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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学组织



（1）指导学生进行加工方法的选择，掌握工序划分的方法、定位基准的选

择，走刀路线的设计，加工设备、夹具、刀具、工具的选择，切削用量的选

择方法，程序编制，机床基本操作、对刀、试切、完成零件加工。

（2）协助学生获得加数控加工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手册及工具书能

力。

3．决策计划结果

制作数控加工工序卡片、零点设定卡片、刀具卡片、小组分工计划、小

组分组加工。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2）数控程序的输入、验证及调整；

（3）工件刀具的安装调整；

（4）数控加工；

（4）零件检验。

2. 教学组织

（1）工件材料、刀具、量具及设备等的准备。

（2）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3）现场 5S 管理

3.实施结果

项目报告、符合要求的零件

四、检查评价

（1）对零件进行检验，分析工作过程，提出改进措施等。

（2）完成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小组

自评。

（3）教师进行评价。



《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复杂零件数控车削加工

教学方法 引导文法、六步法、交互检查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工艺知识

2.掌握常用量具的读数原理及使用方法

3.掌握加工工艺分析

4.掌握程序编制

5.能够对复杂零件制定出数控加工工艺卡片

6.能够熟练使用数控车床完成零件的加工

教学重点 使用数控车床完成零件的加工

工作对象 数控车削加工工艺方案、加工复杂零件。

工具

零件图样，刀具、夹具等工艺装备，编制加工工艺的规范、图

表、手册，刀具选用的图表、手册，通用夹具选用说明书，机

床编程手册，机床操作手册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教师评价为主(占 50%)、小组互评(20%)、自我评价(30%)；

评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教材、课件、视频文件。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企业资料等。

（3）提供引导文

（4）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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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复杂零件制定出数控加工工艺卡片

（6）使用数控车床完成零件的加工

2．教学组织

（1）指导学生进行加工方法的选择，掌握工序划分的方法、定位基准的选

择，走刀路线的设计，加工设备、夹具、刀具、工具的选择，切削用量的选

择方法，程序编制，机床基本操作、对刀、试切、完成零件加工。



（2）协助学生获得加数控加工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手册及工具书能

力。

3．决策计划结果

制作数控加工工序卡片、零点设定卡片、刀具卡片、小组分工计划、小

组分组加工。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2）数控程序的输入、验证及调整；

（3）工件刀具的安装调整；

（4）数控加工；

（5）零件检验。

2. 教学组织

（1）工件材料、刀具、量具及设备等的准备。

（2）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3）现场 5S 管理

3.实施结果

项目报告、符合要求的零件

四、检查评价

（1）对零件进行检验，分析工作过程，提出改进措施等。

（2）完成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小组

自评。

（3）教师进行评价。



《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配合零件数控车削加工

教学方法 引导文法、六步法、交互检查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编程相关知识

2.了解工艺知识

3.掌握加工工艺分析

4.掌握程序编制

5.掌握加工操作

6.能够对复杂零件制定出数控加工工艺卡片

7.能够熟练使用数控车床完成零件的加工

教学重点 使用数控车床完成零件的加工

工作对象 数控车削加工工艺方案、加工配合零件。

工具

零件图样，刀具、夹具等工艺装备，编制加工工艺的规范、图

表、手册，刀具选用的图表、手册，通用夹具选用说明书，机

床编程手册，机床操作手册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教师评价为主(占 50%)、小组互评(20%)、自我评价(30%)；

评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教材、课件、视频文件。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企业资料等。

（3）提供引导文

（4）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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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配合件的配合加工方法

（7）配合件的精度保证的方法

（8）加工程序的优化

2．教学组织

（1）指导学生进行加工方法的选择，掌握工序划分的方法、定位基准的选



择，走刀路线的设计，加工设备、夹具、刀具、工具的选择，切削用量的选

择方法，程序编制，机床基本操作、对刀、试切、完成零件加工。

（2）协助学生获得加数控加工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手册及工具书能

力。

3．决策计划结果

制作数控加工工序卡片、零点设定卡片、刀具卡片、小组分工计划、小

组分组加工。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2）数控程序的输入、验证及调整；

（3）工件刀具的安装调整；

（4）数控加工；

（5）零件检验。

2. 教学组织

（1）工件材料、刀具、量具及设备等的准备。

（2）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3）现场 5S 管理

3.实施结果

项目报告、符合要求的零件

四、检查评价

（1）对零件进行检验，分析工作过程，提出改进措施等。

（2）完成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小组

自评。

（3）教师进行评价。



1

《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数控铣削加工工艺制定

教学方法 讨论法、交互检查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任务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有关数控铣削的主要加

工对象等一些相关概念，让学生熟练掌握数控铣削加工工件的安

装方式。掌握如何选择并确定数控铣削加工的内容，熟练掌握数

控铣削加工工艺性分析方法。理解制定数控铣削加工工艺时加工

工序的划分方法，掌握走刀路线选择方法、切入切出路径的确定

与顺、逆铣及切削方向和方式的确定方式，了解反向间隙误差的

存在和避免方式。

教学重点
工件的装夹方案、加工工序的划分、进给路线的确定

典型零件加工工艺分析与加工方案的制定

工作对象 典型铣削的工艺方案确定

工具
参考教材、刀具参数书、数控铣床、装夹辅具、零件图样、作业

纸、计算机、课件、多媒体设备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成果评价为主(占 50%)、自我互评(20%)、教师评价(30%)；评

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2

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教材、课件、视频文件。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企业资料等。

（3）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1）分析论证数控加工工艺方案

（2）数控加工工艺规程设计

（3）具体实施计划

2．教学组织

（1）讲解数控铣削特点、工艺划分原则、进给路线确定、工件装夹的方法

（2）指导学生进行加工方法的选择，掌握工序划分的方法、定位基准的选择，

走刀路线的设计，加工设备、夹具、刀具、工具的选择，切削用量的选择方法。

（3）协助学生获得加工工艺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手册及工具书能力。

3．决策计划结果

制作数控加工工序卡片、零点设定卡片、刀具卡片、小组分工计划。



3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通过实物了解零件的应用特点；

（2）查阅数控铣削加工工艺、数控铣床、数控铣削刀具、加工视频等相关信息；

（3）根据零件的技术要求进行工艺分析；

（4）制定典型零件的数控铣削工艺卡片；

（5）形成作业纸文档。

2. 教学组织

（1）相关教材、课件、视频、作业纸等准备工作；

（2）将学生以小组划分（每 5人为一小组）；

（3）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4）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任务成果。

3.实施结果

符合任务要求的任务卡片

四、检查评价

（1）对完成的任务卡片，进行可行性分析，提出改进措施等。

（2）完成成果评价和自我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

（3）教师进行评价。



1

《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简单零件数控铣削编程

教学方法 讨论法、演练法、交互检查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任务内容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机床坐标系、工件坐标

系、准备功能指令、进给功能指令、辅助功能指令、数控加工程

序的格式及编程方法等。能够根据零件图纸，合理选择编程坐标

系，并熟练运用编程指令进行加工程序的编制。

教学重点

机床坐标系的判别,数控编程的格式,辅助功能指令 M01-M09、

M98-M99、G20/G21、G94-G98、G17-G19、G90/G91、G42/G41/G40、

G02/G03、G68/G69、G54-G59 等常用功能指令应用

简单铣削零件的程序编制

工作对象 简单零件的数控铣削程序编制

工具
参考教材、零件图样、计算器、作业纸、计算机网络、课件、

多媒体设备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成果评价为主(占 50%)、自我互评(20%)、教师评价(30%)；评

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2

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教材、课件、绘图软件、机床说明书。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企业资料等。

（3）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1）分析零件图纸特点和加工路线的确定

（2）零件图纸的程序编制

（3）具体实施计划

2．教学组织

（1）讲解机床坐标系,数控编程的格式,辅助功能指令 M01-M09、M98-M99、

G20/G21、G94-G98、G17-G19、G90/G91、G42/G41/G40、G02/G03、G68/G69、G54-G59

等常用功能指令应用。

（2）指导学生确定程序的编程方法，掌握走刀路线的设计过程，说明程序段落

的含义。

（3）协助学生获得程序编制的指令应用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仿真软件模

拟轨迹路线。



3

3．决策计划结果

制作零件的数控加工程序，并注名程序说明，小组分工计划。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通过实物了解零件的应用特点；

（2）通过网络或图书查阅常用功能指令使用方法、编程案例等相关信息；

（3）根据零件的特点进行程序的编写；

（4）形成作业纸文档。

2. 教学组织

（1）相关教材、课件、计算器、电脑仿真软件、作业纸等准备工作；

（2）将学生以小组划分（每 5人为一小组）；

（3）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4）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任务成果。

3.实施结果

符合任务要求的任务卡片

四、检查评价

（1）对完成的任务卡片，进行可行性分析，提出改进措施等。

（2）完成成果评价和自我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

（3）教师进行评价。



1

《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复杂零件数控铣削编程

教学方法 讨论法、演练法、交互检查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任务内容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刀具长度补偿功能、比

例及镜像加工功能、旋转功能、子程序调用功能、固定孔加工循

环功能。对于复杂图形要熟练应用编程指令，掌握编程技巧，选

择最佳的编程方案可简化编程量，提高程序的正确性，提高零件

的加工效率。

通过本任务内容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根据零件图纸，选择编

程坐标系，并熟练运用编程指令，掌握编程技巧，简化编程，快

速准确的完成加工程序的编制。

教学重点

机床坐标系的判别,数控编程的格式,高级功能指令

G43/G44G49、G50/G51、G24/G25、G68/G69、G73-G74、G81-G89 等

功能指令应用以及子程序的调用

复杂铣削零件的程序编制方法

工作对象 典型复杂零件的数控铣削程序编制

工具
参考教材、零件图样、计算器、作业纸、计算机网络、课件、

多媒体设备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成果评价为主(占 50%)、自我互评(20%)、教师评价(30%)；评

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2

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教材、课件、绘图软件、机床说明书。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企业资料等。

（3）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1）分析零件图纸特点和加工路线的确定

（2）零件图纸的程序编制

（3）具体实施计划

2．教学组织

（1）讲解机床坐标系,数控编程的格式, ,高级功能指令 G43/G44G49、G50/G51、

G24/G25、G68/G69、G73-G74、G81-G89 等功能指令应用。

（2）指导学生确定程序的编程方法，掌握走刀路线的设计过程，说明程序段落

的含义。

（3）协助学生获得程序编制的指令应用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仿真软件模

拟轨迹路线。

3．决策计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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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零件的数控加工程序，并注名程序说明，小组分工计划。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通过实物了解零件的应用特点；

（2）通过网络或图书查阅常用功能指令使用方法、编程案例等相关信息；

（3）根据零件的特点进行程序的编写；

（4）形成作业纸文档。

2. 教学组织

（1）相关教材、课件、计算器、电脑仿真软件、作业纸等准备工作；

（2）将学生以小组划分（每 5人为一小组）；

（3）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4）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任务成果。

3.实施结果

符合任务要求的任务卡片

四、检查评价

（1）对完成的任务卡片，进行可行性分析，提出改进措施等。

（2）完成成果评价和自我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

（3）教师进行评价。



《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简单零件数控铣削加工

教学方法 讨论法、演练法、交互评价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任务内容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根据零件图纸的技术要求，

分析图纸，合理选择加工设备，工具、量具、刀具、附具等。熟练

编写加工程序，合理选择切削用量，最后完成零件的加工，并进行

零件的检测。

教学重点

零件合理的装夹方案、加工工艺的分析、刀具及切削用量、工

件原点及基点计算、数控加工卡片、参考程序、试切加工

简单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的保证

工作对象 简单数控铣削零件的加工

工具

零件图样，机床设备、刀具、夹具、量具等工艺装备，编制加

工工艺的规范、图表、手册，刀具选用的图表、手册，通用夹具选

用说明书，专用夹具使用说明书，机床编程手册，机床操作手册，

仿真软件，计算机，课件，多媒体设备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成果评价为主(占 50%)、自我互评(20%)、教师评价(30%)； 评

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教材、课件、视频文件。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企业资料等。

（3）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1）分析论证数控加工工艺方案

（2）数控加工工艺规程设计

（3）工时计算或成本核算

2．教学组织

（1）指导学生进行加工方法的选择，掌握工序划分的方法、定位基准的选择，

走刀路线的设计，加工设备、夹具、刀具、工具的选择，切削用量的选择方法。

（2）协助学生获得加工工艺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手册及工具书能力、协

助工作的能力。

3．决策计划结果

制作数控加工工序卡片、刀具卡片、数控加工程序单、小组分工计划。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加工前工具准备工作；

（2）加工工艺卡片的制定；

（3）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4）数控程序的输入、验证及调整；

（5）工件刀具的安装调整；

（6）工件加工原点的建立；

（7）程序的图形模拟演示；

（8）试切削加工；

（9）零件的检测，修正零件精度。

2. 教学组织

（1）工件材料、刀具、量具及设备等的准备。

（2）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3）现场生产管理

3.实施结果

实训的总结报告、最终完成的铣削零件

四、检查评价

（1）对零件进行检验，分析工作过程，提出改进措施等。

（2）完成成果评价和自我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

（3）教师进行评价。



《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复杂零件数控铣削加工

教学方法 讨论法、演练法、交互评价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任务内容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根据零件图纸的技术要求，

分析图纸，合理选择加工设备，工具、量具、刀具、附具等。熟练

编写加工程序，合理选择切削用量，最后完成零件的加工，并进行

零件的检测。

教学重点

零件合理的装夹方案、加工工艺的分析、刀具及切削用量、工

件原点及基点计算、数控加工卡片、参考程序、试切加工

复杂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的保证

工作对象 复杂数控铣削零件的加工

工具

零件图样，机床设备、刀具、夹具、量具等工艺装备，编制加

工工艺的规范、图表、手册，刀具选用的图表、手册，通用夹具选

用说明书，专用夹具使用说明书，机床编程手册，机床操作手册，

仿真软件，计算机，课件，多媒体设备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成果评价为主(占 50%)、自我互评(20%)、教师评价(30%)； 评

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教材、课件、视频文件。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企业资料等。

（3）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1）分析论证数控加工工艺方案

（2）数控加工工艺规程设计

（3）工时计算或成本核算

2．教学组织

（1）指导学生进行加工方法的选择，掌握工序划分的方法、定位基准的选择，

走刀路线的设计，加工设备、夹具、刀具、工具的选择，切削用量的选择方法。

（2）协助学生获得加工工艺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手册及工具书能力、协

助工作的能力。

3．决策计划结果

制作数控加工工序卡片、刀具卡片、数控加工程序单、小组分工计划。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加工前工具准备工作；

（2）加工工艺卡片的制定；

（3）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4）数控程序的输入、验证及调整；

（5）工件刀具的安装调整；；

（6）工件加工原点的建立

（7）程序的图形模拟演示；

（8）试切削加工；

（9）零件的检测，修正零件精度。

2. 教学组织

（1）工件材料、刀具、量具及设备等的准备。

（2）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3）现场生产管理

3.实施结果

实训的总结报告、最终完成的铣削零件

四、检查评价

（1）对零件进行检验，分析工作过程，提出改进措施等。

（2）完成成果评价和自我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

（3）教师进行评价。



《数控加工技术》教案

授课教师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日期

学习情境 配合零件数控铣削加工

教学方法 讨论法、演练法、交互评价法、多媒体教学法

学习目标

已知件1毛坯尺寸180mm×180mm×42mm，件2毛坯180mm×180mm

×18mm，毛坯材料为 45 号调质钢，25～32HRC。配合装配图及零件

图见图教材。根据图纸及技术要求来完成零件的加工。

通过本任务内容的学习，让学生了解配合零件的关键要素，掌

握配合件加工的工艺知识，使学生能够根据配合零件图纸的技术要

求，分析图纸，合理选择加工设备，工具、量具、刀具、附具等。

熟练编写加工程序，合理选择切削用量，最后完成零件的加工，并

进行零件的配合检测。

教学重点

零件合理的装夹方案、加工工艺的分析、刀具及切削用量、工

件原点及基点计算、数控加工卡片、参考程序、试切加工

配合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的保证

工作对象 配合数控铣削零件的加工

工具

零件图样，机床设备、刀具、夹具、量具等工艺装备，编制加

工工艺的规范、图表、手册，刀具选用的图表、手册，通用夹具选

用说明书，专用夹具使用说明书，机床编程手册，机床操作手册，

仿真软件，计算机，课件，多媒体设备等。

考核与评

价

采用成果评价为主(占 50%)、自我互评(20%)、教师评价(30%)； 评

价成绩采用百分制。

备注



实施内容
一、资讯

1．工作任务

（1）分析任务要求

（2）确定基本工作思路

（3）了解工具条件

（4）获得完成任务的知识或信息

2．教学组织

（1）协调学生自愿分组。

（2）提供信息资讯途径

教学资料：教材、课件、视频文件。

图书资料、网络资料、企业资料等。

（3）指导协助学生获得各种信息资讯

必要的专业知识集中讲解，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3．资讯结果

形成资讯报告书面材料

二、决策计划

1．工作任务

（1）分析论证数控加工工艺方案

（2）数控加工工艺规程设计

（3）工时计算或成本核算

2．教学组织

（1）指导学生进行加工方法的选择，掌握工序划分的方法、定位基准的选择，

走刀路线的设计，加工设备、夹具、刀具、工具的选择，切削用量的选择方法。

（2）协助学生获得加工工艺知识，培养查阅资料、使用手册及工具书能力、协

助工作的能力。

3．决策计划结果

制作数控加工工序卡片、刀具卡片、数控加工程序单、小组分工计划。



三、实施

1．工作任务

（1）加工前工具准备工作；

（2）加工工艺卡片的制定；

（3）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4）数控程序的输入、验证及调整；

（5）工件刀具的安装调整；；

（6）工件加工原点的建立

（7）程序的图形模拟演示；

（8）试切削加工；

（9）零件的检测及配合检测，修正零件精度。

2. 教学组织

（1）工件材料、刀具、量具及设备等的准备。

（2）工作过程监督指导

（3）现场生产管理

3.实施结果

实训的总结报告、最终完成的铣削零件

四、检查评价

（1）对零件进行检验，分析工作过程，提出改进措施等。

（2）完成成果评价和自我评价；技术文档归档；完成个人任务报告。

（3）教师进行评价。



使用数控铣床的零件加工

《学习评价表》

系别：机械电子工程系

学时：160

班级：数控 091

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