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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概述

（一）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针对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学生从事冷冲压模具安装维修岗位而定

的，是模具专业的专业领域课程。

《模具钳工工艺》是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一门专业领域课程。本课程主要

任务是着重培养学生模具装配、安装、调试、检验及维修的能力所需的知识与技

能，使学生建立模具制造钳工的框架，达到国家模具钳工中级工的考核要求，培

养学生主动学习、乐于研究的良好习惯，严谨细致、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以及

团队协作精神和意识。本课程以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为主，淡化学科知识的系

统性，注重技能、能力和素质的实用性、技术性和综合素质的复合性。为毕业后

从事模具装配调试技术工作奠定岗位专项能力。

（二）先修后续课程

本课程的前导课程为《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模具材料与热处理》、《金

工实习》和《金属零部件手工制作》等，让学生具备了基本的识图能力，使学生

了解公差配合的基本知识和简单的机械加工方法。同时，通过《模具钳工技术》

课程训练可明显提升学生的识图和图样表达能力，技能训练使学生加深互换性与

测量技术以及常用的机械加工方法，具备基本的测量技能和钳工操作技能，养成



良好的勤奋努力和学习习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在理论实践一体化学习

过程中掌握模具结构分析、模具图纸识读和装配工艺设计等知识和能力，为后续

的《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塑料成型工艺与模具设计》、《模具制造工艺设

计与实施》和《顶岗实习》等课程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二、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根据模具专业学生主要就业岗位职业能力需要，以培养学生模具钳工

知识、技能为主线。通过校企合作，深入分析论证，提炼模具钳工典型岗位工作

任务；根据工作任务，创设学习单元。参照模具钳工中级国家职业资格标准，选

择课程教学内容；基于岗位工作过程导向，选择企业典型实际案例为载体；尊重

高职学生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由易到难、单一到综合，重组、序化教学内容。

采取项目导向教学模式，灵活运用视频教学、演示教学等教学方法，学以致用，

教、学、做一体，注重职业技能培养，以学生为主体，教师重在引导，模具钳工

技能培养为根本出发点，实现在校学习过程与岗位工作过程一致性；采用“全方

位、多角度、综合性”的考核评价模式。以使学生达到模具钳工中级的职业技能

和职业素质要求。

三、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具体目标如下:

（一）能力目标

1.能完成中等复杂程度的冲压、塑料模具的装配；

2.能完成中等复杂程度的冲压、塑料模具的安装、试模、检验和保养等工作；

3.会分析模具常见的故障，合理设计维修步骤和方法；

4.能制订中等复杂程度的冲压、塑料模具装配工艺能力。

（二）知识目标

1.了解模具钳工生产管理要求；

2.掌握冲压、塑料模具装配、安装、试模、检验和保养知识；

3.掌握冲压、塑料模具技术状态鉴定与维修知识；

4.掌握冲压、塑料模具常见的故障及修理方法知识；

5.掌握冲压、塑料模具装配工艺知识；

6.了解模具钳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对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三）素质目标

1.培养良好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

2.具有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勇于开拓和创新能力；

3.具有团队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

4.吃苦耐劳，乐于钻研，热爱专业技术工作，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修养；

5.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工作程序与规范、工艺文件和安全操作规程。

四、课程内容

《模具钳工工艺》课程以培养职业能力为目标，以真实工作任务为载体，

将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进行整合、序化，按照职业成长规律与认知学习规律，设

计了四个大的课程单元，每个课程单元下面又有若干个学习任务。

表 4-1 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表

序号 课程单元 学习任务及要求 参考学时

1 模具钳工基本技能
1.划线、钻孔 6

2.研磨、抛光 6

2 冷冲模钳工技能训练

3.冲模典型结构 4

4.工作零件典型加工工艺 4

5.冲模模架及其检测 4

6.冷冲模装配 4

3 塑料成型模具钳工技能训练

7.塑料成型模具典型结构 4

8.成型零件典型加工工艺 4

9.标准模架及其检测 4

10.注射模装配 4

合计 44

五、课程实施

（一）教学设计

课程内容总结为四个单元模块，每个单元模块下有具体的工作任务，在完成

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学生掌握基本操作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

首先根据学习任务的分析，选择合适的宏观教学法：项目教学法。

按项目教学法的思路，制定教学步骤，每个任务的学习按照项目介绍、导入

展示目标、理论知识讲解、实例分析、项目实施几个过程进行组织。



然后按每一阶段的教学特点和学习内容情况，从讲授法、小组讨论法、演示

法等教学法中确定合适的微观教学法。项目实施过程采用引导文教学法。

再根据学习任务选定每一阶段所用的教学媒体和教学材料。

最后规划出每一阶段的教学时间和教学重点。

表 5-1 教学实施内容表

学习任务 1

课程单元名称 模具钳工基本技能 课时数 8

学习目标

1.熟悉划线、钻孔要求；

2.掌握划线、钻孔工具的使用方法；

3.掌握划线、钻孔的基本技能。

学习内容

1.划线、钻孔概念；

2.划线、钻孔工具及使用；

3.划线、钻孔过程及方法；

4.划线、钻孔注意事项；

5.划线、钻孔实训。

教学方法和建议 集中讲授、项目教学、视频教学、网络平台、小组讨论

教学条件要求 多媒体、教材、课件、视频、工件

学习任务 2

课程单元名称 模具钳工基本技能 课时数 4

学习目标

1.熟悉研磨、抛光的目的及种类；

2.掌握研磨、抛光工具的使用方法；

3.掌握研磨、抛光的基本技能。

学习内容

1. 研磨、抛光概念；

2. 研磨、抛光工具及使用；

3. 研磨、抛光过程及方法；

4. 研磨、抛光注意事项；

5. 研磨、抛光实训。

教学方法和建议 集中讲授、项目教学、视频教学、网络平台、小组讨论

教学条件要求 多媒体、教材、课件、视频、工件

学习任务 3

课程单元名称 冲压模装配 课时数 16

学习目标

1.明确冲压模装配的技术要求；

2.掌握冲压模装配工艺过程，能拟定简单冲压模装配工艺；

3.掌握冲压模装配的方法和技能。

学习内容

1.冲压模装配特点；

2.冲压模具装配工艺要求和装配工艺要点；

3.常用冲压模装配的方法；

4.单工序冲压模装配；

5.复合冲压模装配。

教学方法和建议 集中讲授、项目教学、视频教学、网络平台、小组讨论



教学条件要求 多媒体、教材、课件、视频、模具

学习任务 4

课程单元名称 塑料模具装配 课时数 16

学习目标

1.掌握塑料模零件的修模技能

2.掌握推出装置孔的配作加工技能

3.掌握滑块抽芯机构的配作加工和装配技能

4.掌握塑料模型芯、型腔的装配技能

5.明确塑料模装配的技术要求；

6.掌握塑料模装配工艺过程，能拟定简单冲压模装配工艺；

学习内容

1.塑料模装配特点；

2.塑料模具装配工艺要求和装配工艺要点；

3.常用塑料模装配的方法；

4.热固性塑料模装配；

5.热塑性塑料模装配.

教学方法和建议 集中讲授、项目教学、视频教学、网络平台、小组讨论

教学条件要求 多媒体、教材、课件、视频、模具

（二）实施方法

课程实施的分组方法，每六个人为一小组，在每一学习任务的教学过程中，

遵循“资讯-决策-计划-实施-检查-评估”教学实施步骤。

六、课程考核

本课程是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必修课程，是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重要课程之

一，综合考虑模具专业实践教学条件，期末考试采取闭卷形式。考核内容参照模

具钳工中级职业资格标准要求选取，以考核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为主，重点放在

模具装配工艺、模具安装、模具故障分析及故障解决上，题目难度中等，难题占

20％。

1.考试方式

采用闭卷；考试用时 120 分钟；满分 100 分。

2.考试题型

填空题、选择题、看图填空题、简答题等。

3.考核内容及分值

①模具装配, 占期末考试总成绩的 30%。

②模具试模，占期末考试总成绩的 30%。

③冲裁件常见缺陷及模具维修，占期末考试总成绩的 20%。

④塑件常见缺陷及模具维修，占期末考试总成绩的 20%。



4.过程考核说明

过程考核由理论课教师考核，满分 100 分，具体考核项目如下：

5.课程成绩形成（比例分配）

课程成绩=过程考核成绩（30%）+理论考核（70%）

七、实施条件要求

（一）师资队伍要求

1. 课程主讲教师必须具备双师素质，有 2年以上冷冲模具设计、制造、装

配相关工作经验；

2.课程团队要求专兼比为 1:1，师生比不小于 1:20。

（二）教学场所要求

以模具拆装实训室为主，以多媒体教室为辅助。

1、教学环境

多媒体教室，模具拆装实训室

八、课程资源

在教学过程中，依托校外实训基地和校内实训设备、现场视频录像、多媒体

课件、网络教学等各种手段，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应开发相应

的校本教材，提高项目教学的效率；教师应准备好基于项目教学的配套教学文件。

九、课程制定依据

本课程标准依据机电设备维维修工要求及教高 16 号文件制订。

十、其他

1、本课程适用于三年制高职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2、根据新技术发展，该课程标准使用 2-3 年后修订。

考核类型 权重 考核内容 评价主体

考勤 10% 不迟到、早退、不旷课 教师小组长

作业质量 50% 作业认真、正确、按时完成 学生教师

学习态度 10% 学习态度端正、积极 小组长

操作规范
10% 符合 5S 管理规范 教师

10% 爱护设备、系统及工具、夹具、量具 教师

课堂行为
5% 小组汇报 教师

5% 小组讨论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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