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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s the cornerston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vides indispensable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urse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enh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aking the core 
course Fundamentals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ims to 
seamlessly integrate the concept,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Reform 
and design curriculum teaching by expanding teaching content,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hanging teaching 
methods. This will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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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制造技术作为智能制造的基石，为智能制造的实现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撑，推进机械专业“智能制造”类课程建设，是提升
“智能制造”专业人才培养转型的重要举措。论文以智能制造专业核心课程《制造技术基础》为例，该将“智能制造”的
概念、教学目标和思政教育无缝结合。通过拓展教学内容、融入思政教育、改变教学方法来改革和设计课程教学。这将为
高校“智能制造”视野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系统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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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应对制造业面临的全球竞争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挑

战，中国在 2015 年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成

为其主攻方向。为推动中国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高校肩负

着培养科学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使命。因

此，推进制造类课程体系的构建是实现智能制造领域专业人

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在此过程中，高校为智能制造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智力动力，确保战略目标的顺利达成。

高校思政教育能够为国家塑造出合格的建设者，全方

位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则是高校践行思政教育任务的核心策

略，是确保思政教育全面融入人才培养体系，为社会发展输

送德才兼备专业人才的关键路径 [1]。在课程思政教学中融入

“智能制造”，有助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创新型人才 [2]。

综上所述，探讨如何将“智能制造”背景下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促进“智能制造”目标的实现 [3]。

《制造技术基础》是机械制造领域的一门重要基础课

程，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他

们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智能制造”

背景下考虑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建设，探索“智能

制造”时代培养机械工程综合创新人才的新模式，有助于实

现建设智能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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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造技术基础》课程现状

2.1 教学目标
《制造技术基础》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

制造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熟悉常用设备，培养学生

分析和解决制造中质量问题的能力，以及设计工艺规范的能

力，这将为工程实践奠定基础 [4]。目前，课程教学目标侧重

传统制造技术的理论与方法的讲解，与“智能制造”目标背

景下创新智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尚有一些“距离”。因此，在“智

能制造”与制造强国背景下，将“智能化”理念与技术全面

融入课程教学中去，培养学生智能制造发展理念，且将知识

面广、实践能力强成为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

2.2 教学内容
《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是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学生知识

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围绕机械制造过程所涉及的

制造工艺、制造设备、材料特性、质量控制、加工精度、成

本核算、工艺规划等多因素之间的联系。分析制造加工的特

性，阐明机械材料特性、制造技术、工艺规程、机械设备等

理论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该课程内容涵盖了工程材料、成

形工艺和机械加工工艺，具体内容包括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铸造、锻压、焊接、非金属材料及其成型、零件毛坯的选择、

金属切削加工基础知识、常用切削加工方法及设备、典型表

面加工、零件的结构工艺性、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和增材制造

技术等 [5]。

2.3 教学模式
《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是一门真正的跨学科课程，它

涵盖机械工程、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各个领域。是一门

理论学习和应用实践深度融合的课程。目前，采用的“灌输

式”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

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难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

能力。并且课程内容的理论性较强，与实际生产联系不够紧

密，达不到课程的教学目标 [6]。特别是在“智能制造”的背

景下，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不断发展，新问题也不断出现。

显然，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已经很难满足日益创新和全面的

“智能制造”人才发展目标的要求。针对应用课程内容广泛、

前沿性强的特点，关键在于打破现有教学模式的局限性，采

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

应用于其他情境，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3 智能制造背景下《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教
学改革

3.1 教学目标
实现“智能制造”的目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不仅

需要发展基础学科，还需要对实际问题有深刻的理解，找到

真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

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有机联系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扎实的

理论基础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说，在知识层面，

使学生深入理解智能制造系统中的制造技术原理与方法，包

括先进制造工艺、智能加工技术以及智能制造模式下的生产

流程与管理知识。在能力层面上，培养学生运用智能制造技

术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进行智能制造系统的初步

规划、设计与分析，具备对智能生产线进行调试、运行和维

护的能力。此外，还要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

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为学生未来在智能制造

领域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2 教学内容
目前，中国制造业智能化的进程中存在诸多挑战，迫

切需要新技术、新材料与新模式等的支撑。同时，智能制造

存在技术融合难、核心技术短板、数据安全隐患、人才短缺、

管理缺乏顶层设计、组织变革阻力大、资金投入高及回报周

期长、标准不统一且滞后等问题，需各方协同解决以推动其

更好发展。因此，“制造技术基础”课程需要在“智能制造”

的背景下纳入新的知识和技术。

此外，为了使专业教育与“智能制造”时代产生共鸣，

将“智能制造”战略和建设制造强国战略纳入课程的思政

教育是有益的。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自豪

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任务，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和职业素质。因此，有必要将课程内容与“智能制造”

战略中培养制造业人才的需要相结合，提取建设制造强国、

爱国主义、民族自信心等思政教育要素 [7]。

《制造技术基础》主要教学内容与思政有机融合设计

如表 1 所示。

表 1 《制造技术基础》主要教学内容与思政有机融合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 与思政有机融合点
第一章  绪论 讲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目标、概况及学习方法 融入科技报国，引导学生认识制造重要性

第二章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金属材料种类、特性，热处工艺对材料组织性能的改变等 感悟材料发展对制造业的支撑

第三章  等材制造
铸造：讲述铸造工艺流程、方法与缺陷防治等 结合传统铸造文化，传承匠心
锻造：涵盖锻造工艺流程、金属变形规律等 培养学生坚韧不拔品质

焊接：焊接的方法、工艺、设备及质量控制等 融入大国工匠追求卓越的精神
第四章  非金属材料及成型 介绍塑料、橡胶、陶瓷等非金属材料特性与成型工艺 培养环保意识

第五章  减材制造
毛坯选择：常用机械零件毛坯的类型、特点及选择等 融入实事求是理念，培养严谨负责的职业素养

机械加工：阐述车、铣、刨、磨等加工方法与工艺参数 培养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特种加工：介绍激光、电火花等特种加工方法原理与应用 融入开拓创新精神，培养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

第六章  增材制造 聚焦 3D 打印技术原理、工艺与材料等
结合科技前沿创新，激发自主创新热情，助力

科技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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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学方法
围绕 3.1 中教学目标和 3.2 中的课程内容，改变传统教

学方法，实施多元化“智能制造”教学模式。

3.3.1 项目驱动教学法
设计智能制造相关的项目，学生分组实施。在此过程中，

学生需要综合运用所学的制造技术知识和信息技术，进行调

研、设计方案、实施等工作。教师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给

予指导和支持，引导学生解决遇到的问题。项目驱动教学旨

在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3.3.2 案例教学法
收集国内外智能制造企业的成功案例，在课堂上通过

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智能制造在实际中的应用场景、技术

实现路径、取得的成效以及面临的挑战等，培养学生的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激发学生对智能制造的兴趣和

热情。

3.3.3 虚拟仿真教学法
利用虚拟仿真软件，为学生创建一个虚拟的智能制造

实验环境。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可以进行智能制造设备的操作

与调试、生产工艺的模拟与优化、智能生产线的运行与监

控等实验，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对智能制造系统的

理解。

3.3.4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法
建设制造技术基础课程的在线教学平台，将课程的教

学资源上传到平台上，供学生自主学习。在线下课堂教学中，

教师主要进行重点难点知识的讲解、答疑解惑、组织讨论和

实践教学等活动。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提高教学效率和

质量，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3.3.5 校企融合式教学
鼓励教师深入制造企业，课堂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进而提高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定期邀请行业专家走进

课堂，为学生讲授“智能制造”新技术与实际案例，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培养“智能制造”工程实践能力。

此外，在上述教学方法中，追踪前沿热点和新的研究

动态和成果，及时将智能制造相关的新知识、新案例及时补

充到课堂教学中，进一步拓宽学生知识面。

3.4 预期成效
通过改革《制造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

可实现具有科学素养、创新性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水平

“智能制造”人才的培养。同时还能够提高学生的专业自信

和企业认可，为学生的就业和深造提供更多的机会。

①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忱，提高制造强国背景下，

智能制造人才的培养质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学生创

新能力、科学素养团队协作和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教

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改革，帮助学生深刻了解《制造技术基础》

课程的重要性。

②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增强新时代下思政教育的亲

和力和影响力。使其不仅在专业知识上不断进取，更在思想

上得以升华，为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高尚品德的智能制造专

业人才提供坚实保障。同时，有力推动高校思政教育与专业

学科建设的协同发展。

4 结语

在“智能制造背景”下对《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改革

是高校开展“智能制造”专业人才培养的必经之路，通过瞄

准“智能制造”发展需求，对《制造技术基础》课程进行教

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目标改革，并在教学实践中有机融

合新时代背景下思政育人元素，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忱和

爱国之情，为高校智能制造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筑牢根

基，为中国“制造强国”建设助力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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