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８期
２０１４年８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１４

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特色的

高职课程体系构建 ①

何　瑛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资源工程系，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４）

摘　要：高职课程体系构建合理与否是关系到所培养的人才能否能够满足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关键。构建课
程体系，重点要在与区域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针对长株潭地区的经济发展特点，深入企业调查走访，采用基于生产过

程的方法，从近几年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生在湘潭机械制造企业所从事的职业岗位群中涉

及的实际工作任务，分析出典型工作任务，进而依据这些典型工作任务构建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服务地方区域经济的课

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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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学生就业的主要途径是面向地方区域，高等职

业教育必须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湖南省

机械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山河智

能、轨道交通、汽车制造等一批龙头企业已形成长株潭地

区机械产业集群，这些企业对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人才

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势必有效推动高职机械设计与制造

专业的发展。同时，企业对高职学院学生的专业理论知

识、实际操作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等方面也将提出更高的

标准［１］。因此，“培养具有创新意识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

人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是当前高职院校教书育人的

首要目标。课程体系是高职院校教学内涵建设的核心，

建立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课程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

效方法与措施，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１　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特色的课程体系构建思路
１．１　完善工学结合、订单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要素，关

系到所培养的人才能否服务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高职

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主动适应地方

区域经济发展，建立起动态开放、自我调整的机制。正确

处理好人才培养与地方区域经济结构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之间的关系，根据地方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现状、产业结

构的调整，主动适应地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动态分析

和把握好地方区域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趋势。

以高职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

素质培养为前提，提高高职学生在机械制造企业中的就

业机会，构建适合机械制造企业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走访长株潭地区的相关企业，掌握企业对专业理论

以及技能方面的具体需求，加强校企合作。以企业生产

真实的工艺流程和工作场景为依据，训练培养学生的专

业技能以及相关综合能力，同时将企业的资源有机融入

到专业教学中。对照企业生产的要求标准合理调整专业

教学内容；借鉴企业的管理流程管理课堂教学，引入企业

的质量评估标准，完善现有的教学管理体系与教学质量

监督标准；将企业文化引入校园，帮助高职学生逐步认识

将来的职业并形成定位。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措施，将企

业资源进行整合，逐步形成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工学结

合的订单培养式人才培养模式。

１．２　构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课程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属性决定了高职院校在构建

其专业课程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工学结合”［２］。也就是

说，应以企业具体工艺流程、生产任务等实际来确定教学

内容，把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与企业生产的过程对

接，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满足企业需求的人才，实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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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院校服务于地方经济的重要突破。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是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以

下简称“我院”）重点建设专业。该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

专业能力、职业素质及综合应用能力。在构建其专业课

程体系时，充分考虑了长株潭及周边地区的机械制造企

业特点，依据市场对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人才的需求，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严格实施，

使学生在有限的３年学习期就能掌握和了解企业所需的

职业技能和相关专业知识。

课程体系建设应以服务地方区域经济为宗旨，以就

业为导向。我院紧密依托长株潭地区的产业结构特点，

特别是湘潭地区新能源及能源装备制造等行业特色，与

湘潭钢铁集团公司、江南机器集团公司、江麓机械集团公

司、平安电气集团公司、吉利汽车等企业合作，共同开发

课程标准，创设教学情境。以机械产品的制造工艺流程

以及工作任务为依据构建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课程体

系，确定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其目的就是为了促进高职

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真正实现学校与企业、专业与产

业、人才培养与工作岗位三个对接［３］。

２　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特色的课程体系构建过程
２．１　长株潭地区区域经济特点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乃至全国重要的工业城市群。目

前，就湘潭市而言，全市共有独立核算的机械制造企业

１３４０多家，特大型企业２６家，央企１４家。特别是湘潭市

九华国家级高新区的快速发展，对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人才的需求呈几何级数递增。

湘潭市作为老工业基地，“一五”期间就被国家确定

为２３个重点工业城市之一，仅仅通过“一五”“二五”的国

家投入及发展，就已形成以重工业为基础、制造业为主

体、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经过长期发展，已逐步形成以

新能源与设备制造基地、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基地为主导，

以精品钢材及深加工、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工程机械与矿

山装备为骨架的新格局。

２．２　根据地区行业需求热点设定专业方向

我院参照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教学模式，以岗位

需求和工作任务为依据，以提高学生职业能力为目标，校

企共建专业。共同构建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机械设计与

制造专业课程体系，逐步推动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理实

一体化的核心课程的建设。

通过对湘潭地区机械制造企业的调研，目前湘潭地

区机械行业人才紧缺的岗位主要是机械制造和焊接加

工。表１为湘潭地区机械制造企业对各岗位需求统计

表。从表中可看出，湘潭地区机械制造企业岗位需求量

大的是机械制造加工和焊加工，比例分别为６４％和２５％。

由此确定我院机械专业的办学方向为机械加工和焊接。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湘潭地区机械行业各类岗位需求比例（％）

车削工种 钳工工种 铣削工种 磨削工种 焊接工种 机加工艺员 焊接工艺员 机加检验员 焊接检验员 其他

２７ １９ １２ ５ ２１ ５ ４ ２ ３ ２

２．３　分析岗位工作流程，提炼典型工作任务

定期召开学校与企业专家参加的专业研讨会。专业

教师与企业专家针对湘潭地区机械制造企业机械加工和

焊接的职业岗位要求，一起对企业生产过程中与机械加

工和焊接有关的知识点、技能点进行归纳和整合，通过分

析岗位工作流程和工作要点，提炼出典型工作任务。

２．４　对接典型工作任务，制定行动领域

通过校企专家共同分析机械加工和焊接岗位工作流

程的工作要点，对机械加工和焊接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

进行整合，确定如表２所示的机械加工和焊接岗位的行

动领域。

２．５　将行动领域转化为学习领域

经过充分调查研究，选择湘潭冠力液压机械有限公

司的主打产品液压泵、湘潭吉利汽车的汽车配件以及湘

潭锅炉容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压力容器为载体，对机械设

计与制造专业现有课程体系进行解析与重构，确立对接

行业企业，以企业典型产品加工为载体，以生产过程为导

向，符合学生职业能力训练要求的专业课程体系。

将分析归纳的１０个行动领域整合为压力容器焊接

工艺规程、汽车零配件加工夹具的设计与制造和液压泵

相关零件的加工规程３个核心学习领域。学习领域对应

行动领域的典型工作任务。在进行专业课讲授时，采用

理实一体教学法或现场教学法，使学生身临其境，实现教

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有效对接。

２．６　搭建专业公共基础平台课程

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职教育，肩负着为

社会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重任。构建专业公共基础平台课程时，必需

树立专业公共基础平台课为专业课服务，为学生的可持

续、全面发展服务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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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机械制造企业中加工和焊接岗位的行动领域

序号 名 称 内 容

１ 在普通机床上加工零件

零件图的分析→工艺路线的安排→切削参数的确定→刀具的选择→夹具的选择与设计

→量具的选择→工件在夹具中的安装→加工工件→检测工件精度以及表面粗糙度→刃

磨刀具

２ 在数控机床上加工零件

零件图的分析→工艺过程安排→切削参数的确定→刀具的选择→夹具的选择与设计→

工件的三维建模并编程（或手工编程）→量具的选择→工件在夹具中的安装（找正）→加

工工件→检测工件精度以及工件表面粗糙度→刃磨刀具

３
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规程的

制定

零件图的分析→零件毛坯图的绘制→工艺路线的安排→切削参数的确定→选择刀具→

选择或设计夹具→选择适合的量具→确定定位基准→确定合理的工件表面加工方法→

确定各工序尺寸以及公差范围→选择加工设备→计算加工工时→填写工艺卡片

４ 专用夹具设计流程

对零件图进行分析→确定合理的工件表面加工方法→选择加工设备→选择刀具→确定

工件定位基准→设计夹具定位方式→设计夹具夹紧方式→零件的测绘→夹具零部件选

用与设计→夹具零件与装配草图的绘制→夹具定位误差的分析与计算→夹具总装图和

零件图的绘制

５ 检验零件的机加工质量
零件图的分析→量具的选择→工件的公差与表面粗糙度的检测→不合格工件审理单的

填写

６ 手工焊接
零件图的分析→焊条牌号与直径规格的选择→焊接电流的选择→焊接速度的选择→工

件的装夹与找正→各种手工焊机的操作→焊接工件外观质量的检查

７ 自动焊接
零件图的分析→焊条牌号与直径规格的选择→焊接电流的选择→焊接速度的选择→工

件的装夹与找正→各种自动焊机的操作→焊接工件外观质量的检查

８ 焊接工件质量的检验
对零件图进行分析→量具的选择→对工件尺寸进行检测→焊接外观检查→焊缝检查→

焊接接头检查机械→对焊缝致密性进行检查→填写焊接工件质量的检单

９ 工件焊接工艺规程的制定
零件图的分析→焊接设备的选择→焊条牌号与直径规格的选择→焊接电流的选择→焊

接速度的选择→工件定位基准的选择→工时定额的计算→工艺卡片的填写

１０ 焊接夹具的设计

对零件图起先分析→选择焊接装备→确定焊条牌号及焊条直径→确定焊接电流以及焊

接速度→设计夹具定位方式以及夹紧方式→进行零件测绘→选用或设计夹具零部件→

绘制夹具零件以及装配草图→对夹具定位误差进行分析计算→绘制夹具零件图总装图

→工件焊接试验工装的设计

３　结　语
我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针对湖南地方经济的区域

特点，依托长株潭及周边企业，构建了以工作过程为导

向、工学结合为途径、典型产品加工为载体的专业课程体

系。该体系创建了以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学生为主体的

学习情境，将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课堂搬进机械制造企

业车间，更加注重了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学生的专业能

力与职业素养的培养。强调主动面向长株潭地区经济，

以长株潭地方区域的机械制造产业群和职业岗位群为服

务重点，培养符合制造业用人单位要求，具有较强专业竞

争力的高职院校机械设计与制造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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