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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一 烟灰缸的编程与加工       单元 1 认识 UGNXCAM 模块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4 上课地点 格物楼 A262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了解数控加工基础知识； 

2 掌握 UG CAM 编程的一般流程。 

二、能力目标 

1 能简单创建四个父级组； 

2 能创建简单操作，并能进行仿真。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父级组的创建与编辑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项目引

入（10min） 

 

 

 

 

 

 

 

一、项目导入 

1、完成图 1-1 所示零件的数控编程与加工。 
引入项

目，分解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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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知

识讲授

（60min） 

 

X

Y

周
边

 

图 1-1  2D 平面铣典型加工工件 

2、若要完成该零件的加工，需要将该项目分解为四个任务： 

1）CAM 基础、父级组创建 

2）加工边界选择、程序生成与仿真 

3）参数设置、粗精加工编程、程序后处理 

4）程序传输与加工 

3、提出本次课的任务：CAM 基础、父级组创建，并进行以下知识储

备。 

二、相关知识储备（资讯） 

（一）UG 加工环境 

1、概述 

UG 加工环境是指进入 UG 的制造模块，然后进行数控加工编程

的软件环境。 

2、进入 UG 加工环境 

 

 

 

 

 

 

 

 

 

 

 

 

 

 

 

 

 

 

 

 

 

 

 

 

 

 

 

 

 

 

 

 

 

 

 

 

 

 

 

多媒体演

示、讲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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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具栏 

（二）创建父级组 

利用 UG 数控编程通常需要创建四个父级组：刀具父级组、程序

父级组、几何体父级组、加工方法父级组。 

1、创建刀具父级组 

 

2、创建程序父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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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讨

论（20min） 

 

 

 

 

 

4、学生练

 

3、创建几何体父级组 

 

4、创建方法父级组 

 

三、小组讨论（决策、计划） 

每个班分为 6 个小组，对教师授课内容进行讨论，学生可以当场

向教师提问不明之处，再由教师视情况而定，采用集中讲解，还是小

部分讲解或课后辅助的形式均可。 

四、学生上机操作、练习（实施） 

学生上机练习，老师巡回指导，对部分同学的不当操作予以提示

或指正。 

 

 

 

 

 

 

 

 

 

 

 

 

 

 

 

 

 

 

 

 

 

 

 

 

 

 

 

 

 

 

 

 

 

 

 

分组讨论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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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60min） 

 

 

5、总结

（25min） 

 

 

 

 

 

 

 

6、布置作

业（5min）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展示部分小组父级组创建步骤，通过观看，从而让全班

同学对父级组创建方法有更深刻的认识。 

（2）观众组向展示组质疑。展示组解答，答不出的再由其它组成员

进行补答。 

（3）教师点评或示范：教师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再次补充、

讲解理论、集体修改学生在操作或讲述中的错误。 

六、布置作业（电子作业，课下完成） 

布置作业 创建四个父级组  

板书设计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利用凌波多媒体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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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一 烟灰缸的编程与加工       单元 2UGCAM 通用参数设置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4 上课地点 格物楼 A262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了解 UGCAM 通用参数的含义； 

2 掌握 planar mill 平面铣操作的一般流程。 

二、能力目标 

1、能指定平面铣铣削边界； 

2、能合理设置修改各切削参数； 

3、能熟练编制简单的 planar_mill 平面铣操作 ；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2D 平面铣加工边界的编辑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项目引

入（10min） 

 

 

 

 

2、基础知

识讲授

 

一、回顾上次课内容，引入任务 2：加工边界选择、程序生成与仿真，

并进行以下知识储备。 

二、相关知识储备（资讯） 

（一）加工边界 

明确任

务，强调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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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min） 

 

 

 

 

 

 

 

 

 

 

 

 

 

 

 

 

 

 

 

 

 

 

 

 

 

 

 

 

 

 

 

 

 

 

 

 

 

 

 

 

 

 

 

平面铣加工时，刀路由边界几何体所限制，边界几何体有部件边界、

毛坯边界、检查边界、修剪边界和底面。 

 

1、面模式选择边界 

     

2、线模式选择边界 

3、点模式选择边界 

 

4、底面选择 

 

 

 

 

 

 

 

 

 

 

 

 

 

 

 

 

 

 

 

 

 

 

 

 

 

 

 

 

 

 

 

 

 

多媒体演

示、讲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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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材料侧选择 

1）部件边界的材料侧（即不加工的一侧） 

2）毛坯的材料侧（加工的一侧） 

6、忽略孔/岛/倒斜角 

（二）程序生成与仿真 

初步设置好 2D 平面铣的四个父级组（刀具父级组、程序父级组、

几何体父级组、加工方法父级组）后，选择零件的加工边界，就可以

生成刀路。 

1、创建刀具父级组：D16 铣刀 

  

2、创建程序父级组：YZ 

  

3、创建几何体父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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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讨

论（20min） 

 

4、选择方法父级组（略） 

5、建立操作，选择边界 

 

6、初步生成刀路 

 

7、刀路简单仿真 

 

三、小组讨论（决策、计划） 

每个班分为 6 个小组，对教师授课内容进行讨论，学生可以当场

 

 

 

 

 

 

 

 

 

 

 

 

 

 

 

 

 

 

 

 

 

 

 

 

 

 

 

 

 

 

 

 

 

 

 

 

 

 

 

 

 

 

分组讨论

法、四步



10 
 

 

 

 

 

 

4、学生练

习（60min） 

 

 

5、总结

（25min） 

 

 

 

 

 

 

 

6、布置作

业（5min） 

 

 

 

向教师提问不明之处，再由教师视情况而定，采用集中讲解，还是小

部分讲解或课后辅助的形式均可。 

四、学生上机操作、练习（实施） 

学生上机练习，老师巡回指导，对部分同学的不当操作予以提示

或指正。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展示部分小组边界创建步骤，通过观看，从而让全班同

学对边界创建方法有更深刻的认识。 

（2）观众组向展示组质疑。展示组解答，答不出的再由其它组成员

进行补答。 

（3）教师点评或示范：教师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再次补充、

讲解理论、集体修改学生在操作或讲述中的错误。 

六、布置作业（电子作业，课下完成） 

教学法 

布置作业 
1、尝试选择零件各种加工边界 

2、程序生成与简单仿真 
 

板书设计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利用凌波多媒体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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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一 烟灰缸的编程与加工       单元 3 烟灰缸平面部分的编程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4 上课地点 格物楼 A262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掌握平面铣粗精加工程序编制； 

2 掌握从 UGCAM 编程到实操加工的一般流程 

二、能力目标 

1 能熟练编制平面零件的粗精加工程序； 

2 能设置传输软件相关参数，更改程序头。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2D 平面铣加工工艺分析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项目引

入（10min） 

 

 

 

 

2、基础知

识讲授

 

一、回顾上次课内容，引入任务 3：参数设置、粗精加工编程、程序

后处理。 

二、相关知识储备（资讯） 

（一）切削方式 

明确任

务，强调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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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min） 

 

 

 

 

 

 

 

 

 

 

 

 

 

 

 

 

 

 

 

 

 

 

 

 

 

 

 

 

 

 

 

 

 

 

 

 

 

 

 

 

 

 

 

 

1、Zig-Zag                      2、Zig 

  

3、单项带轮廓铣 

 

4、跟随周边 

 

5、跟随工件 

 

 

 

 

 

 

 

 

 

 

 

 

 

 

 

 

 

 

 

 

 

 

 

 

 

 

 

 

 

 

 

 

 

多媒体演

示、讲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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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轮廓铣 

 

（二）定制控制点 

 

（三）进退刀方法设置      （四）自动进退刀设置 

   

（五）切削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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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切削深度参数设置              （七）拐角控制  

         

（八）进给率设置                 （九）机床设置 

   

（十）程序后处理 

UG 后处理文件一般包含*.pui、*.def、*.tcl 三个文件，需要将其放入

UG 安装目录下的 UGS\NX 4.0\MACH\resource\postprocessor 文件夹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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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讨

论（20min） 

 

 

 

 

 

4、学生练

习（60min） 

 

 

 

5、总结

（25min） 

 

 

 

 

6、布置作

业（5min） 

 

 

 

三、小组讨论（决策、计划） 

每个班分为 6 个小组，对教师授课内容进行讨论，学生可以当场

向教师提问不明之处，再由教师视情况而定，采用集中讲解，还是小

部分讲解或课后辅助的形式均可。 

四、学生上机操作、练习（实施） 

学生上机练习，老师巡回指导，对部分同学的不当操作予以提示

或指正。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展示部分小组的不当参数设置，讲解参数的形象意义，

从而让全班同学对参数设置有更形象具体的认识。 

（2）观众组向展示组质疑。展示组解答，答不出的再由其它组成员

进行补答。 

（3）教师点评或示范：教师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再次补充、

讲解理论、集体修改学生在操作或讲述中的错误。 

六、布置作业（电子作业，课下完成） 

 

分组讨论

法、四步

教学法 

布置作业 编制平面类零件的数控加工程序，并后处理生成 nc 代码程序。  

板书设计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利用凌波多媒体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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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一 烟灰缸的编程与加工       单元 4 烟灰缸的加工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4 上课地点 数控加工车间 B115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掌握西门子 802D 数控铣床的操作； 

2 理解 planar mill 平面铣编程方法。 

二、能力目标 

1 能合理安排加工工艺； 

2 能设置传输软件相关参数，更改程序头，向机床传输程序； 

3 能完成机床对刀，熟练操作机床，完成加工任务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2D 平面铣加工工艺分析与参数设置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准备

（10min） 

 

 

 

 

 

 

一、准备 

1、机床调试与维护、送电、送气； 

2、刀具量具准备：D16、D8 刀具、游标卡尺； 

3、分组领取耗材：铝块； 

4、计算机调试，软件打开； 

5、教师讲解实训注意事项，安全操作等规范要求，强调劳动纪

转换师生

关系为师

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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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讲

解（20min） 

 

 

 

3、学生模

仿（30min） 

 

 

4、学生独

立 练 习

（120min） 

 

 

 

 

 

 

 

 

 

律。 

二、讲解演示 

教师讲解演示编程及操作注意事项，学生观看学习。 

三、学生模仿 

每组学生进行模仿操作，教师答疑。 

四、学生独立练习 

1、每组推荐 1-2 名同学进行编程； 

2、程序仿真验证； 

3、后处理，生成 nc 代码； 

4、程序传输与加工； 

5、打扫卫生，关机、关电、关气。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点评部分小组编程加工步骤； 

（2）教师给每组同学打分。 

 

 

 

 

 

 

分组讨论

法、四步

教学法 

布置作业 完成实训报告  

板书设计 

在白板张贴书写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1.实训要求； 

2.工艺分析； 

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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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二 烟灰缸的清角        单元 5 烟灰缸平面清角编程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4 上课地点 格物楼 A262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了解两种平面铣的优缺点； 

2 掌握两种平面铣清角方法。 

二、能力目标 

1 能创建 Face milling 操作； 

2 能灵活运用两种清角方法。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根据零件的特点合理安排粗精加工工艺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项目引

入（10min） 

 

 

 

 

 

 

一、项目导入 

1、完成如图所示零件的数控编程与加工。 

 

引入项

目，分解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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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知

识讲授

（60min） 

 

2、若要完成该零件的加工，需要将该项目分解为两个任务： 

1）建模、3D 平面铣编程与仿真 

2）程序传输与零件加工 

3、提出本次课的任务：对比 2D 平面铣，学习 3D 平面铣编程方法，

需要进行以下知识储备。 

二、相关知识储备（资讯） 

（一）3D 平面铣加工介绍 

3D 平面铣加工是通过选择平面区域来指定加工范围的一种操

作，主要用于要加工区域为平面，表面余量一致的零件。与 2D 平面

铣相比，它不需要指定底面，加工深度由设置的余量决定。因为设置

深度余量是沿刀轴方向计算，所以加工面必须和刀轴垂直否则无法生

成刀路，在加工中心上铣模板表面，如图 2-2 所示。 

 

图 2-2  3D 平面铣 

（二）3D 平面铣编程步骤 

1. 创建程序、刀具、几何、加工方法 4 个父节点组。 

2. 创建操作 

（1）选择加工几何； 

（2）选择切削方法； 

（3）选择步距； 

（4）选择控制点； 

（5）选择进/退刀方法及其参数； 

（6）选择切削参数； 

（7）确定分层加工方法及其参数； 

 

 

 

 

 

 

 

 

 

 

 

 

 

 

 

 

 

 

 

 

 

 

 

 

 

 

 

 

 

 

 

 

 

 

 

 

 

 

 

多媒体演

示、讲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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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常用选项—避让、进给率、机床控制 

3. 刀具路径的显示 

4. 刀具路径的产生与模拟 

（三）与 2D 平面铣编程界面区别 

1、2D 平面铣需指定铣削边界（含高度）和底面； 

2、3D 平面铣需指定铣削平面及毛坯距离。 

    

（四）参考步骤 

1、调整工件坐标系 WCS 

 

2、进入 UG 加工模块 

 

3、创建加工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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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讨

论（20min） 

 

 

 

 

 

4、学生练

 

4、创建刀具 

   

5、创建操作 

1）最外轮廓粗加工 

（1）选择加工区域 

 

（2）选择切削方式、设定步进值、毛坯距离、每刀深度、最终底面

量 

 

（3）切削参数设置 

 

 

 

 

 

 

 

 

 

 

 

 

 

 

 

 

 

 

 

 

 

 

 

 

 

 

 

 

 

 

 

 

 

 

 

分组讨论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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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60min） 

 

 

5、总结

（25min） 

 

 

 

 

 

 

 

6、布置作

业（5min） 

 

 

 

 

（4）进给和速度参数设置 

   

（5）生成刀轨 

 

2）最外轮廓精加工（底面） 

选择切削方式、设定步进值、毛坯距离、每刀深度、最终底面量 

 

切削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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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外轮廓精加工（侧面） 

选择切削方式 

 

切削参数设置 

 

4）内轮廓粗加工、精加工方法同上 

三、小组讨论（决策、计划） 

每个班分为 6 个小组，对教师授课内容进行讨论，学生可以当场

向教师提问不明之处，再由教师视情况而定，采用集中讲解，还是小

部分讲解或课后辅助的形式均可。 

四、学生上机操作、练习（实施） 

学生上机练习，老师巡回指导，对部分同学的不当操作予以提示

或指正。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展示部分小组父级组创建步骤，通过观看，从而让全班

同学对父级组创建方法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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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众组向展示组质疑。展示组解答，答不出的再由其它组成员

进行补答。 

（3）教师点评或示范：教师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再次补充、

讲解理论、集体修改学生在操作或讲述中的错误。 

六、布置作业（电子作业，课下完成） 

尝试利用 3D 平面铣加工方法编制项目一的加工程序，将两种加 

工方法进行对比，了解其优缺点。 

 

布置作业 优化零件加工工艺及参数，为下次课上机实操加工做准备。  

板书设计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利用凌波多媒体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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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二 烟灰缸的清角        单元 5 烟灰缸清角加工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4 上课地点 数控加工车间格 B115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了解刀轨设置对加工的影响。 

二、能力目标 

1 能操作机床、对刀、传输程序，完成对零件的实操加工； 

2 会使用工量具。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3D 平面铣加工工艺分析与参数设置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准备

（10min） 

 

 

 

 

 

 

一、准备 

1、机床调试与维护、送电、送气； 

2、刀具量具准备：D10 刀具、游标卡尺； 

3、分组领取耗材：铝块； 

4、计算机调试，软件打开； 

5、教师讲解实训注意事项，安全操作等规范要求，强调劳动纪

转换师生

关系为师

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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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讲

解（20min） 

 

 

 

3、学生模

仿（30min） 

 

 

4、学生独

立 练 习

（120min） 

 

 

 

 

 

 

 

 

 

律。 

二、讲解演示 

教师讲解演示编程及操作注意事项，学生观看学习。 

三、学生模仿 

每组学生进行模仿操作，教师答疑。 

四、学生独立练习 

1、每组推荐 1-2 名同学进行编程； 

2、程序仿真验证； 

3、后处理，生成 nc 代码； 

4、程序传输与加工； 

5、打扫卫生，关机、关电、关气。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点评部分小组编程加工步骤； 

（2）教师给每组同学打分。 

 

 

 

 

 

 

分组讨论

法、四步

教学法 

布置作业 完成实训报告  

板书设计 

在白板张贴书写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1.实训要求； 

2.工艺分析； 

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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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三 米老鼠的开粗       单元 7 烟灰缸内腔开粗编程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4 上课地点 格物楼 A245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掌握型腔铣的开粗方法； 

2 了解型腔铣各参数的设置。 

二、能力目标 

1 能对简单型腔开粗编程； 

2 能合理设置型腔铣切削参数。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根据零件的特点合理安排开粗加工工艺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项目引

入（10min） 

 

 

 

 

 

 

一、项目导入 

1、完成烟灰缸内腔的开粗编程。 

 

引入项

目，分解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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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知

识讲授

（60min） 

 

2、若要完成该零件的加工，需要将该项目分解为三个任务： 

1）型腔铣编程与仿真（零件开粗） 

2）型腔铣编程与仿真（零件二次开粗） 

3）程序传输与零件加工 

3、提出本次课的任务以及所需要的知识储备。 

二、相关知识储备（资讯） 

（一）型腔铣加工介绍 

型腔铣主要用于曲面或斜度的壁和轮廓的型腔、型芯进行加工，

用于粗加工以切除大部分毛胚材料，几乎适用于加工任意形状的模

型。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加工领域，如注塑模具和锻造模具、各类复杂

零件以及浇铸模具和冷冲模的粗加工。 

（二）型腔铣编程步骤 

1. 创建程序、刀具、几何、加工方法 4 个父节点组。 

2. 创建操作 

（1）选择加工几何； 

（2）选择切削方法； 

（3）选择步距； 

（4）选择控制点； 

（5）选择进/退刀方法及其参数； 

（6）选择切削参数； 

（7）确定分层加工方法及其参数； 

（8）常用选项—避让、进给率、机床控制 

3. 刀具路径的显示 

4. 刀具路径的产生与模拟 

（三）参考编程步骤 

1、调整工件坐标系（WCS）到顶面中心位置 

 

 

 

 

 

 

 

 

 

 

 

 

 

 

 

 

 

 

 

 

 

 

 

 

 

 

 

 

 

 

 

 

 

 

 

 

 

 

 

 

多媒体演

示、讲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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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 UG 加工模块 

（1）单击【开始】|【加工】按钮，弹出【加工环境】对话框，

如图所示。 

 

（2）单击【CAM 会话配置】下拉列表框，选择 cam_general，

单击【CAM 设置】下拉列表框，选择为 mill_contour 模板. 

（3）单击【初始化】按钮，进入加工界面。 

3、创建几何体。 

（1）指定安全平面 

 

（2）指定零件与毛坯 

 

4、创建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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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讨

论（20min） 

 

 

 

 

 

4、学生练

 

5、创建开粗操作 

1）子类型选择 Cavity  Milling，选择相应的几何体和刀具。 

 

2）设置相应的参数。 

（1）选择加工区域。 

 

（2）选择切削方式，设定步进值,设置每一刀的全局深度。 

 

（3）进退刀方法设置。 

 

 

 

 

 

 

 

 

 

 

 

 

 

 

 

 

 

 

 

 

 

 

 

 

 

 

 

 

 

 

 

 

 

 

 

分组讨论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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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60min） 

 

 

5、总结

（25min） 

 

 

 

 

 

 

 

6、布置作

业（5min） 

 

 

 

 

（4）自动进退刀设置。 

 

（5）切削参数设置。 

 

 

（6）进给率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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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成刀轨 

 

（8）刀轨仿真验证 

 

三、小组讨论（决策、计划） 

每个班分为 6 个小组，对教师授课内容进行讨论，学生可以当场

向教师提问不明之处，再由教师视情况而定，采用集中讲解，还是小

部分讲解或课后辅助的形式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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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上机操作、练习（实施） 

学生上机练习，老师巡回指导，对部分同学的不当操作予以提示

或指正。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展示部分小组父级组创建步骤，通过观看，从而让全班

同学对父级组创建方法有更深刻的认识。 

（2）观众组向展示组质疑。展示组解答，答不出的再由其它组成员

进行补答。 

（3）教师点评或示范：教师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再次补充、

讲解理论、集体修改学生在操作或讲述中的错误。 

六、布置作业（电子作业，课上完成） 

完成零件的开粗加工 

 

布置作业 优化零件加工工艺及参数，为下次课上机实操加工做准备。  

板书设计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利用凌波多媒体演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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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三 米老鼠的开粗      单元 8 米老鼠的开粗编程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4 上课地点 格物楼 A262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掌握复杂模型的开粗技巧； 

2 了解二粗方法的应用场合。 

二、能力目标 

1 能对复杂曲面模型开粗编程； 

2 能灵活运用合理的二粗方法。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根据零件的特点合理安排开粗、二粗加工工艺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项目引

入（10min） 

 

 

 

 

 

 

 

一、回顾上次课内容，增加难度引入任务，米老鼠开粗编程 

引入项

目，分解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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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知

识讲授

（60min） 

 

 

 

二、相关知识储备（资讯） 

（一）二粗加工介绍 

1、使用参考刀具清角   

缺点：用飞刀的时候，要设置最小斜面长度时不能使用参考刀具，不

然有些地方没有加工到位的时候 容易撞刀； 

优点：是刀路漂亮好控制。 

2、模拟显示创建 IPW   

优点:产生 IPW残料准确,不需要继承用户组WORKPIECE,随便选择哪

个程序都可以模拟产生； 

缺点:由于要模拟,产生时间慢。 

3、静态显示创建 IPW 

优点:生成 IPW 时间快,不需要继承用户组,WORKPIECE,随便选择哪

个程序都可以模拟产生； 

缺点:产生 IPW 有时不准确。 

4.包容 2D 基于层 

优点:生成时间快,刀路简洁； 

缺点:产生残料时间慢,必须依赖 WORKPIECE,没有参考刀具选项激

活,不宜控制二次开粗或清角刀路,适合半精二次开粗一起走。 

 

2.包容，使用 3D 

 

 

 

 

 

 

 

 

 

 

 

 

 

 

 

 

 

 

 

 

 

 

 

 

 

 

 

 

 

 

 

 

 

 

 

 

 

 

 

多媒体演

示、讲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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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不用自己产生 IPW,参考刀具选项激活； 

缺点:必须依赖 WORKPIECE,不宜控制二次开粗或清角刀路,适合半精

二次开粗一起走。 

 

6.工件 3D 显示另存 

优点:产生时间相对快,可以保存为一个 PRT 文件； 

缺点:必须依赖 WORKPIECE,不宜控制二次开粗或清角刀路,适合半精

二次开粗一起走。 

（二）参考编程步骤（接任务一） 

1）复制原操作 

 

2）编辑操作，修改设置 

（1）换小刀具 

 

（2）选择参考刀具 

 

（3）修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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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讨

论（20min） 

 

 

 

 

 

4、学生练

习（60min） 

 

3）生成刀轨，并仿真 

 

 

三、小组讨论（决策、计划） 

每个班分为 6 个小组，对教师授课内容进行讨论，学生可以当场

向教师提问不明之处，再由教师视情况而定，采用集中讲解，还是小

部分讲解或课后辅助的形式均可。 

四、学生上机操作、练习（实施） 

学生上机练习，老师巡回指导，对部分同学的不当操作予以提示

或指正。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展示部分小组父级组创建步骤，通过观看，从而让全班

同学对父级组创建方法有更深刻的认识。 

（2）观众组向展示组质疑。展示组解答，答不出的再由其它组成员

进行补答。 

 

 

 

 

 

 

 

 

 

 

 

 

 

 

 

 

 

 

 

 

 

 

 

 

 

 

 

 

 

 

 

 

 

 

 

分组讨论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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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结

（25min） 

 

 

 

 

 

 

 

6、布置作

业（5min） 

（3）教师点评或示范：教师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再次补充、

讲解理论、集体修改学生在操作或讲述中的错误。 

六、布置作业（电子作业，课上完成） 

完成零件的开粗与二粗加工 

 

布置作业 优化零件加工工艺及参数，为下次课上机实操加工做准备。  

板书设计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利用凌波多媒体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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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三 米老鼠的开粗     单元 9 米老鼠的开粗加工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4 上课地点 数控加工车间格 B115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三种二粗方法，了解其优缺点。 

二、能力目标 

1 能合理选择切削参数； 

2 能根据现场情况运用三种二粗操作； 

3 能熟练操作机床，完成加工任务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二粗加工方法的选择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准备

（10min） 

 

 

 

 

 

 

一、准备 

1、机床调试与维护、送电、送气； 

2、刀具量具准备：D16、D8 刀具、游标卡尺； 

3、分组领取耗材：铝块； 

4、计算机调试，软件打开； 

5、教师讲解实训注意事项，安全操作等规范要求，强调劳动纪

转换师生

关系为师

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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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讲

解（20min） 

 

 

 

3、学生模

仿（30min） 

 

 

4、学生独

立 练 习

（120min） 

 

 

 

 

 

 

 

 

 

 

 

 

律。 

二、讲解演示 

教师讲解演示编程及操作注意事项，学生观看学习。 

三、学生模仿 

每组学生进行模仿操作，教师答疑。 

四、学生独立练习 

1、每组推荐 1-2 名同学进行编程； 

2、程序仿真验证； 

3、后处理，生成 nc 代码； 

4、程序传输与加工； 

5、打扫卫生，关机、关电、关气。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点评部分小组编程加工步骤； 

（2）教师给每组同学打分。 

 

 

 

 

 

 

分组讨论

法、四步

教学法 

布置作业 完成实训报告  

板书设计 

在白板张贴书写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1.实训要求； 

2.工艺分析； 

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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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四 米老鼠的精加工     单元 10 米老鼠的精加工编程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4 上课地点 格物楼 A262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了解等高铣的应用场合； 

2 理解等高息各参数的含义。 

二、能力目标 

1 能编制复杂零件的半精、精加工程序； 

2 能对精加工不到的地方清角。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刀路的优化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项目引

入（10min） 

 

 

 

 

 

 

一、由米老鼠的精加工需求，引入项目四：米老鼠的精加工编程 

任务 1：程序编制与仿真 

 

明确任

务，强调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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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讯

（30min） 

 

 

 

 

 

 

 

 

 

 

 

 

 

 

 

 

 

 

 

 

 

 

 

 

 

 

 

 

 

 

 

 

 

 

 

 

 

 

 

 

 

二、相关知识储备（资讯） 

（一）等高加工介绍 

高等轮廓铣（Z-Level Milling）操作是型腔铣的一个特例，因此

也是三轴加工。和型腔铣一样，通过切削多个切削层加工零件实体轮

廓与表面轮廓。等高轮廓铣只用来进行半精加工和精加工。 

基本知识： 

1、创建程序、刀具、几何体、加工方法 4 个父级组 

2、创建操作 

（1）选择加工几何； 

（2）选择切削方法； 

（3）选择步距； 

（4）选择控制点； 

（5）选择进/退刀方法及其参数； 

（6）选择切削参数； 

（7）确定分层加工方法及其参数； 

（8）常用选项—避让、进给率、机床控制 

3、刀具路径的显示 

4、刀具路径的产生与模拟 

5、后处理，生成 nc 文件 

（二）参考编程步骤 

（一）建模 

（1）阅读图纸 

（2）分析模型，创建加工坐标系 

 

  

（二）UG 软件自动编程 

1、调整工件坐标系 WCS 

 

 

 

 

 

 

 

 

 

 

 

 

 

 

 

 

 

 

 

 

 

 

 

 

 

 

 

 

 

 

 

分组讨论

法、四步

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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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 UG 加工模块 

 

3、创建几何体 

 

4、创建刀具 

     

5、创建操作 

1）创建型腔铣操作，开粗 

（1）选择合理的父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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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切削方式，并进行参数设置 

 

（3）设置切削层 

 

（4）自动进退刀设置 

    

（5）切削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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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进给率设置 

   

  （8）生成刀轨 

 

2）创建等高铣操作 

（1）选择合理的父级组 

 

（2）选择切削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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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讨

论（20min） 

 

 

 

 

（3）切削参数设置 

  

 

（4）生成刀轨 

 

 

（5）仿真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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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

（90min） 

 

 

 

5、总结

（25min） 

 

 

 

 

 

 

 

6、布置作

业（5min） 

 

 

三、小组讨论（决策、计划） 

每个班分为 6 个小组，对教师授课内容进行讨论，学生可以当场

向教师提问不明之处，再由教师视情况而定，采用集中讲解，还是小

部分讲解或课后辅助的形式均可。 

四、学生上机操作、练习（实施） 

学生上机练习，老师巡回指导，对部分同学的不当操作予以提示

或指正。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展示部分小组程序创建步骤，通过观看，从而让全班同

学对等高铣创建方法有更深刻的认识。 

（2）观众组向展示组质疑。展示组解答，答不出的再由其它组成员

进行补答。 

（3）教师点评或示范：教师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再次补充、

讲解理论、集体修改学生在操作或讲述中的错误。 

六、布置作业（电子作业，课上完成） 

每个小组完成零件的开粗与精加工，为下次课上机实操做准备 

 

 

 

布置作业 编制型芯的数控加工程序，并后处理生成 nc 代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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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利用凌波多媒体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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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四 型芯的编程与加工（程序传输与零件加工）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4 上课地点 数控加工车间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型腔铣应用场合； 

2.了解各参数设置的意义。 

二、能力目标 

1.熟练掌握零件开粗、精加工编程的一般流程； 

2.熟练操作数控铣床及加工中心； 

3.熟练运用 UG 软件进行等高铣编程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陡峭面的加工方法选择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准备

（10min） 

 

 

 

 

 

 

一、准备 

1、机床调试与维护、送电、送气； 

2、刀具量具准备：D16 刀具、游标卡尺； 

3、分组领取耗材：铝块； 

4、计算机调试，软件打开； 

5、教师讲解实训注意事项，安全操作等规范要求，强调劳动纪

转换师生

关系为师

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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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讲

解（20min） 

 

 

 

3、学生模

仿（30min） 

 

 

 

 

4、学生独

立 练 习

（120min） 

 

 

 

 

 

 

 

 

律。 

二、讲解演示 

教师讲解演示编程及操作注意事项，学生观看学习。 

 

三、学生模仿 

每组学生进行模仿操作，教师答疑。 

四、学生独立练习 

1、每组推荐 1-2 名同学进行编程； 

2、程序仿真验证； 

3、后处理，生成 nc 代码； 

4、程序传输与加工； 

5、打扫卫生，关机、关电、关气。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点评部分小组编程加工步骤； 

（2）教师给每组同学打分。 

 

 

 

 

 

 

分组讨论

法、四步

教学法 

布置作业 完成实训报告  

板书设计 

在白板张贴书写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1.实训要求； 

2.工艺分析； 

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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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五 海宝模型的编程与加工（程序编制与仿真）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8 上课地点 CAD/CAM 实训室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固定轴轮廓铣应用场合； 

2.了解各参数设置的意义。 

二、能力目标 

1.熟练掌握零件开粗、二粗、半精、精加工编程的一般流程； 

2.熟练操作数控铣床及加工中心； 

3.熟练运用 UG 软件进行固定轴轮廓铣编程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数控加工工艺的合理安排；刀具的选择；切削参数的选择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项目引

入（10min） 

 

 

 

 

 

 

 

 

一、由海宝模型引入项目五：海宝模型的编程与加工 

任务 1：程序编制与仿真 

 

转换师生

关系为师

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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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讯

（120min） 

 

 

 

 

 

 

 

 

 

 

 

 

 

 

 

 

 

 

 

 

 

 

 

 

 

 

 

 

 

 

 

 

 

 

 

 

 

 

 

图 5  海宝模型 

二、相关知识储备（资讯） 

（一）固定轴轮廓铣加工方法介绍 

固定轴轮廓铣加工是通过选择驱动几何体生成驱动点，将驱动点

沿着一个指定的投影矢量投影到零件几何体上生成刀位轨迹点，同时

检查刀位轨迹点是否过切或超差。如果刀位轨迹点满足要求，输出该

点，驱动刀具运动，否则放弃该点。固定轴加工适用于加工一个或多

个复杂曲面，根据不同的加工对象，可实现为多种方式的精加工。 

基本知识： 

1、创建程序、刀具、几何体、加工方法 4 个父级组 

2、创建操作 

（1）选择加工几何； 

（2）选择切削方法； 

（3）选择步距； 

（4）选择控制点； 

（5）选择进/退刀方法及其参数； 

（6）选择切削参数； 

（7）确定分层加工方法及其参数； 

（8）常用选项—避让、进给率、机床控制 

3、刀具路径的显示 

4、刀具路径的产生与模拟 

5、后处理，生成 nc 文件 

（二）参考编程步骤 

1、分析模型 

 

 

 

 

 

 

 

分组讨论

法、四步

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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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G 软件自动编程 

1）调整工件坐标系 WCS 

(1)进入注塑模向导选择模具工具 

 

（2）选择创建箱体，将模型补全 

 

（3）进入建模，将坐标系移动至上表面中心 

 

 

2、进入 UG 加工模块 

 

3、创建几何体 

创建铣削几何体（WORKPICEC）需要指定零件和毛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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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建刀具 

 

5、创建操作 

1）创建第一次开粗操作，子类型选择 cavity_mill，选择相应的几

何体和刀具。 

 

设置相应参数 

(1)选择切削区域 

 

（2）选择切削方式，设定步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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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进刀点 

 

（4）进退刀方法设置 

 

（5）自动进退刀设置 

 

（6）切削参数设置 

   

（7）进给和速度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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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刀轨 

 

刀轨验证 

 

生成 G 代码 

 

 2）创建第二次开粗操作，子类型选择 cavity_mill，选择相应的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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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刀具。 

 

除以下几点，其他于第一次开粗一样： 

（1）每局下刀深度 

 

（2）切削参数里面的包容设置 

 

3）创建阶梯铣削加工操作，子类型选择 zlevel_profile，选择相应的几

何体和刀具。 

 

       （1）相关参数的设置 

 

（2）生成刀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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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刀轨验证 

 

（4）生成 G 代码 

 

4）创建曲面精加工操作，子类型选择 fixed_contour，选择相应的几

何体和刀具。 

 

（1）选择精加工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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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驱动方式为区域铣削 

 

（3）参数设置 

 

（4）生成刀轨 

 

（5）验证刀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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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成 G 代码 

 

   5）创建嘴部的加工操作，子类型选择 fixed_contour，选择相应的

几何体和刀具。 

 

        （1）选择驱动方式为曲线/点 

 

（2）选择要驱动的线 



61 
 

 

 

 

 

 

 

 

 

 

 

 

 

 

 

 

 

 

 

 

 

 

 

 

 

 

 

 

 

 

 

 

 

 

 

 

 

 

 

 

 

 

 

 

 

 

（3）相关参数设置 

     

（4）生成刀轨 

 

（5）刀轨验证 

 

（6）生成 G 代码 

 

5）眼部的加工同嘴部加工相同。 

6）总的加工模拟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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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讨

论（30min） 

 

 

 

 

 

4、实施

（200min） 

 

 

 

5、总结

（25min） 

 

 

 

 

 

 

 

6、布置作

业（5min） 

 

 

三、小组讨论（决策、计划） 

每个班分为 6 个小组，对教师授课内容进行讨论，学生可以当场

向教师提问不明之处，再由教师视情况而定，采用集中讲解，还是小

部分讲解或课后辅助的形式均可。 

四、学生上机操作、练习（实施） 

学生上机练习，老师巡回指导，对部分同学的不当操作予以提示

或指正。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展示各种驱动方式的创建，通过观看，从而让全班同学

对驱动方式创建方法有更深刻的认识。 

（2）观众组向展示组质疑。展示组解答，答不出的再由其它组成员

进行补答。 

（3）教师点评或示范：教师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再次补充、

讲解理论、集体修改学生在操作或讲述中的错误。 

六、布置作业（电子作业，课上完成） 

每个小组完成零件的开粗与精加工，为下次课上机实操做准备 

 

 

 

布置作业 分组完成海宝模型的编程，为下一步的加工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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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利用凌波多媒体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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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五 海宝模型的编程与加工（程序传输与零件加工）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8 上课地点 数控加工车间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固定轴轮廓铣应用场合； 

2.了解各参数设置的意义。 

二、能力目标 

1.熟练掌握零件开粗、二粗、半精、精加工编程的一般流程； 

2.熟练操作数控铣床及加工中心； 

3.熟练运用 UG 软件进行固定轴轮廓铣编程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数控加工工艺的合理安排；刀具的选择；切削参数的选择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准备

（10min） 

 

 

 

 

 

 

一、准备 

1、机床调试与维护、送电、送气； 

2、刀具量具准备：D16、D8、D4、R2、R4、R3 刀具、中心钻、

游标卡尺； 

3、分组领取耗材：铝块； 

4、计算机调试，软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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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讲

解（20min） 

 

 

 

3、学生模

仿（30min） 

 

 

 

 

4、学生独

立 练 习

（320min） 

 

 

 

 

 

 

 

 

5、教师讲解实训注意事项，安全操作等规范要求，强调劳动纪

律。 

二、讲解演示 

教师讲解演示编程及操作注意事项，学生观看学习。 

 

三、学生模仿 

每组学生进行模仿操作，教师答疑。 

四、学生独立练习 

1、每组推荐 1-2 名同学进行编程； 

2、程序仿真验证； 

3、后处理，生成 nc 代码； 

4、程序传输与加工； 

5、打扫卫生，关机、关电、关气。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点评部分小组编程加工步骤； 

（2）教师给每组同学打分。 

 

 

 

 

 

 

分组讨论

法、讲授

法 

布置作业 完成实训报告  

板书设计 

在白板张贴书写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1.实训要求； 

2.工艺分析； 

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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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六 孔系零件的加工（程序编制与仿真）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2 上课地点 CAD/CAM 实训室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点位操作创建方法； 

2.了解各参数设置的意义。 

二、能力目标 

1.熟练掌握零件孔加工一般流程； 

2.熟练操作数控铣床及加工中心； 

3.熟练运用 UG 软件进行点位加工编程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切削参数的选择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项目引

入（10min） 

 

 

 

 

 

 

 

 

一、由孔的加工引入项目六：孔系零件的加工 

任务 1：程序编制与仿真 

 

图 6 孔系零件 

转换师生

关系为师

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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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讯

（50min） 

 

 

 

 

 

 

 

 

 

 

 

 

 

 

 

 

 

 

 

 

 

 

 

 

 

 

 

 

 

 

 

 

 

 

 

 

 

 

 

二、相关知识储备（资讯） 

（一）点位加工方法介绍 

点位加工用来创建钻孔、扩孔、镗孔和攻丝等刀具路径。 

基本知识： 

1、创建程序、刀具、几何、加工方法 4 个父级组； 

2、创建操作： 

①选择加工几何； 

②设置最小安全平面； 

③循环设置； 

④常用选项—避让选项、进给速率、机床控制命令； 

⑤刀轴设置。 

3、刀具路径的显示。 

4、刀具路径的产生与模拟。 

（二）参考编程步骤 

1、启动 UG 打开文件，点击“起始”按钮进入加工模块 

     

2、设置加工环境，选择“drill”，子类型为”DRILLING”    3、创建刀

具 

 

4、创建操作 

 

 

 

 

 

 

分组讨论

法、四步

教学法 



68 
 

 

 

 

 

 

 

 

 

 

 

 

 

 

 

 

 

 

 

 

 

 

 

 

 

 

 

 

 

 

 

 

 

 

 

 

 

 

 

 

 

 

 

 

 

 

5、选择循环类型，指定参数组 

 

6、设置参数组 1 的循环参数 

 

7、选择加工点，分别选择参数组 1 中的 2 个盲孔和参数组 2 的 4 个

通孔 

 

8、设置钻孔操作参数、进给参数、设置安全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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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讨

论（30min） 

 

 

 

 

 

4、实施

（200min） 

 

 

 

5、总结

（25min） 

 

 

 

 

 

 

9、生成操作，显示刀轨 

 

三、小组讨论（决策、计划） 

每个班分为 6 个小组，对教师授课内容进行讨论，学生可以当场

向教师提问不明之处，再由教师视情况而定，采用集中讲解，还是小

部分讲解或课后辅助的形式均可。 

四、学生上机操作、练习（实施） 

学生上机练习，老师巡回指导，对部分同学的不当操作予以提示

或指正。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展示点位加工操作的创建，通过观看，从而让全班同学

对点位加工创建方法有更深刻的认识。 

（2）观众组向展示组质疑。展示组解答，答不出的再由其它组成员

进行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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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布置作

业（5min） 

 

（3）教师点评或示范：教师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再次补充、

讲解理论、集体修改学生在操作或讲述中的错误。 

六、布置作业（电子作业，课上完成） 

每个小组完成零件的开粗与精加工，为下次课上机实操做准备 

 

 

 

布置作业 分组完成孔系零件模型的编程，为下一步的加工做准备  

板书设计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利用凌波多媒体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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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六 孔系零件的加工（程序传输与零件加工）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4 上课地点 数控加工车间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点位操作创建方法； 

2.了解各参数设置的意义。 

二、能力目标 

1.熟练掌握零件孔加工一般流程； 

2.熟练操作数控铣床及加工中心； 

3.熟练运用 UG 软件进行点位加工编程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切削参数的选择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准备

（10min） 

 

 

 

 

 

 

一、准备 

1、机床调试与维护、送电、送气； 

2、刀具量具准备：Ø10 钻头、游标卡尺； 

3、分组领取耗材：铝块； 

4、计算机调试，软件打开； 

5、教师讲解实训注意事项，安全操作等规范要求，强调劳动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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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讲

解（20min） 

 

 

 

3、学生模

仿（30min） 

 

 

 

 

4、学生独

立 练 习

（100min） 

 

 

 

5、总结 

（20min） 

 

 

 

 

律。 

二、讲解演示 

教师讲解演示编程及操作注意事项，学生观看学习。 

 

三、学生模仿 

每组学生进行模仿操作，教师答疑。 

四、学生独立练习 

1、每组推荐 1-2 名同学进行编程； 

2、程序仿真验证； 

3、后处理，生成 nc 代码； 

4、程序传输与加工； 

5、打扫卫生，关机、关电、关气。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点评部分小组编程加工步骤； 

（2）教师给每组同学打分。 

 

 

 

 

 

 

分组讨论

法、四步

法 

布置作业 完成实训报告  

板书设计 

在白板张贴书写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1.实训要求； 

2.工艺分析； 

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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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项目七 配合件的加工 

课 型 一体化 学时 6 上课地点 数控加工车间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 UG 编程的常用方法； 

2.了解各参数设置的意义。 

二、能力目标 

1.熟练掌握 UG 编程加工一般流程； 

2.熟练操作数控铣床及加工中心； 

3.熟练运用 UG 软件进行编程加工。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切削参数的选择；加工工艺制定 

教学方法

与手段 
四步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准备

（10min） 

 

 

 

 

 

 

一、准备 

1、机床调试与维护、送电、送气； 

2、刀具量具准备：Ø12 钻头、D16、D8、R4 铣刀、游标卡尺； 

3、分组领取耗材：铝块； 

4、计算机调试，软件打开； 

5、教师讲解实训注意事项，安全操作等规范要求，强调劳动纪

 



74 
 

 

 

 

2、教师讲

解（20min） 

 

 

 

3、学生模

仿（30min） 

 

 

 

 

4、学生独

立 练 习

（220min） 

 

 

 

5、总结 

（20min） 

 

 

 

 

律。 

二、讲解演示 

教师讲解演示编程及操作注意事项，学生观看学习。 

 

三、学生模仿 

每组学生进行模仿操作，教师答疑。 

四、学生独立练习 

1、每组推荐 1-2 名同学进行编程； 

2、程序仿真验证； 

3、后处理，生成 nc 代码； 

4、程序传输与加工； 

5、打扫卫生，关机、关电、关气。 

五、教师总结评价（检查、评价） 

（1）由教师点评部分小组编程加工步骤； 

（2）教师给每组同学打分。 

 

 

 

 

 

 

分组讨论

法、四步

法 

布置作业 完成实训报告  

板书设计 

在白板张贴书写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1.实训要求； 

2.工艺分析； 

3.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