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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本科学校担当着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使

命与责任。职业本科学校想要高质量的发展,就需要加强特色化专业建设,而特色化专业的建设离不开应

用型课程的开发。基于此,本文以机械大类应用型课程《CAM软件及其应用》为例,阐述了自本校获批

为职业本科大学后在课程开发方面获得的成果,探讨了后续如何更深入,更全面的建设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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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schools 

are responsible for training high-end technic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If vocational schools wa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y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majo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major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ed cours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CAM Software and its Application, a mechanical applied course, as an example, expounds the 

achievements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ince our university was approved as a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and discusses how to build this course in a deep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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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文件中明确了

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1],同年,全国首批

15所职业大学的获批,标志着国家打通

了职业学校教育发展通道,完善了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2]。职业本科教育是本科

层次的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延伸到本

科层次的结果,是以培养能解决复杂实

际问题的专家型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

为了实现该目标,建设职业本科应用型

课程是有必要的[3]。然而,随着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

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缺乏,校企合作

不深入等原因导致职业本科应用型课程

面临课程内容滞后于生产实际、课程职

业特色不明显、开发能力不强等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CAM软件及

其应用》课程为例,浅析职业本科应用型

课程的建设。 

1 《CAM软件及其应用》课程

教学现状分析 

1.1课程简介 

《CAM软件及其应用》是机械制造及

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等机械大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

专业技术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

生掌握CAM编程的基本思路、从而生成数

控加工程序,并在数控铣床或加工中心

完成零件加工的能力,为后续CAM数控加

工技能实训和毕业后的工作奠定 基本

的知识和技能基础。以往的学习模式主

要以“理虚实”一体化教学为主,取得了

一定的教学效果,但课程中以UG12.0软

件为载体,软件参数较多,工序较为复杂,

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一直存在学生学

完就忘记的现象,下次上课又反复强调,

学习效率低、学习效果较差,教学模式改

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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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课程建设基础 

1.2.1课程标准的建立 

课程标准的建立是应用型课程建设

的基础。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中的“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各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中对职业岗位能力要求以及职

业本科试点的内在要求,本学院已于

2021年完成面向职业本科教育的《CAM

软件及其应用》课程标准的修订。本课

程标准可以指导授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该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考核标准是什

么；可以在明确标准的前提下以职业需

求为导向,通过任务驱动方式去设计课

程的内容和框架,从而构建学生职业岗

位能力和职业素养；同时在教学过程中,

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努力实现职业

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的高度融合[4]。 

1.2.2精品课程建设 

《CAM软件及其应用》精品资源共享

课已于2019年8月在重庆机电职业技术

大学官网及超星学习通在线平台全面上

线。目前主要面向在校学生学习,即本课

程教学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开展,通过学生反馈了解到,同学们很喜

欢这种线上线下混合模式的学习方式,

在上课过程中利用学银在线平台,可以

通过摇一摇的方式进行选人,同时针对

部分同学不喜欢主动回答问题的特点,

该平台可以通过发布主题讨论的方式,

提高同学们的参与性和互动性,不仅如

此,课后也可以通过观看视屏,反复学习

知识点,很好的巩固课堂所学的知识。目

前课程学习权限已免费开放,可以提供

给本校或其他院校学生学习使用,社会

学习者也可以注册参与学习,后期将紧

随教学过程,根据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分

析归纳岗位典型工作过程,将课程教学

目标贯穿在精心设计的项目中,实时更

新资源库。 

1.2.3教学团队建设 

《CAM软件及其应用》是一门理论性

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要求授课教师

不仅在教学过程中将机械制图、数控加

工工艺与编程、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等

知识融入教学全过程,同时还需要掌握

机床的操作,可以指导学生将自己的学

习成果应用于实际。目前,本课程已有固

定的教学团队,项目组教师由具有较强

科研能力的副教授、讲师组成,且都为

“双师型”教师,都参与了机械学院本科

专业申报工作,有的还参加过校级、市

级、省级课程教改项目,这为我们的研究

和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CAM软件及其应用》课程

建设的改进方法 

2.1完善精品课程,实现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 

2002年,美国学者斯密斯•J与艾勒

特•马西埃提出了混合式教学的概念,其

实质是将传统课堂教学与在线教育相结

合,实现优势互补。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ASTD)将混合式学习列为

知识传播产业中涌现的 重要的十大趋

势之一[5]。本课程虽然已经在学校官网

和学银在线平台上线,已经为校级精品

课程,但这只是起点,不足之处还有很多,

在后续的工作过程中,需要在以下几方

面继续改进, 

一是在项目选择方面,要紧密联系

生产实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实际项目

作为教学案例,将其设计成典型任务,形

成与工作任务相匹配的教学项目,使之

更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在教

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

引导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力求做到

“教、学、做”一体化,让学生能够在后

续的实训过程中学以致用,提高学生学

习积极性；教学内容系统化,单个学习任

务作为一个小系统(可称为小任务),整

个学习项目作为一个大系统(可在项目

学习结束后或课程学习结束后安排大任

务),采取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把握好

职业岗位技能要求的熟练程度,从常见

到一般,由易到难,层层推进, 终实现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层次化,除选取初次

就业的职业岗位技能要求外,还兼顾满

足更高职业岗位技能要求的深度和广度,

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与技能储备,兼顾

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培养学生可

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课堂教学模式的教学结构设计

为线上(课前和课后)和线下(课中)两大

环节进行课前知识传授、课中知识内化

以及课后测验评价三个阶段。在此过程

中,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

生为中心,从而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线

上环节,学生通过课前和课后的自主学

习,完成对新知识的感知和初步内化。借

助超星学习通上面的在线精品课程《CAM

软件及其应用》。学生在线上的自主学习,

往往只是对知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并

未了解其深入的内涵,特别是有深度和

广度的复杂的问题,仅仅靠学生的自主

学习可能是无法完成的,需要课堂上教

师对其进行深入解析,共同交流讨论。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助于帮助学生

将零散知识点进行串联,进而建立起系

统的知识网络,并将所学知识更好地应

用于实践。从某一意义上来说,混合式课

堂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取决于师

生、生生之间的交流程度。在课堂教学

中实施混合式教学的目的就是把以教师

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课堂成为

师生讨论交流课程中的重要内容,充分

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利用已经上线的精品课

程学习平台,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

征的传统学习模式,让学生在课后也可

以在论坛里与老师、同学甚至是其他热

爱本门课程的爱好者进行实时交流,激

发学生学习的自主能动性。当代大学生

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普遍对互联网的依赖比较高,本课程以

手机、电脑等作为学习的重要载体,让移

动终端手机学习方式成为大学生的日常

学习形式,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课程教学

手段,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让移动终端手

机学习方式成为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形式,

以此来提高学生碎片化时间利用率,从

而延长了学习时间。 

三是除了已有的线上平台,还要积

极开发和利用诸如电子书籍、电子期刊、

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教育网站和电子

论坛等网络信息资源,使教学从单一媒

体向多种媒体转变,使教学活动从信息

的单向传递向双向交互转变,使学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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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学习向合作学习转变[6]。 

2.2强化产教融合 

深入与企业的交流合作,根据职业

本科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

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工

作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

对接的要求,学校与企业共同研制和完

善本门课程的教学标准[7]。根据专业特

点和企业需要设置课程内容,保证学生

掌握专业课所要求的基本实践能力,同

时要求学生重点掌握行业或企业要求的

特色实践内容。制定“1+X”证书制度,

通过对相关资格证书考核标准和考核内

容进行分析,在课程教学内容选取上充

分考虑职业资格证书对相关知识的要求,

把考证考级的内容融入教材及教学内容

中,同时本课程授课教师定期对学生进

行考证辅导,使考证形成制度,课程内容

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帮助学生掌握项

目教学的真谛[8]。在企业建立校外实训

基地,把课堂搬到企业,本课程相关教师

定期到合作企业开展顶岗实践活动,与

企业开展项目合作,同时学校可聘请企

业人员作为兼职老师,实习导师,承担部

分课程讲授和实习实践指导工作,把新

的工作内容和行业规范带进课堂,实现

教学目标与职业岗位需求的无缝对接；

在此基础上,学校与企业专家一同开发

《CAM软件及其应用》职业本科课程的校

企合作教材。 

2.3细化教学质量评价 

遵循合理性、全面性、动态性原则,

细化《CAM软件及其应用》课程的教学质

量评价。合理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

指导思想方面,应将提高学生专业技术

能力和综合素质作为主要目标,遵循校

内外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

思想,合理定制评价标准；二是在评价方

法方面,合理选择评价方法,保证评价工

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全面性是指教学

质量评价工作应涉及整个教学过程,在

评价工作中,不只是有教师和学生两个

影响因素,教学过程、结果、设施等都会

对其造成影响。因此,教学质量评价工作

要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全面评价,不遗

漏任何因素,应遵循全面性原则,既要考

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又要做到过程与结

果评价相结合、个体与集体评价相结合。

动态性是指由于应用型课程教学是不断

变化发展的,所以教学质量也是具有动

态性的,会跟随教学过程的变化而变化,

在教学中,任意要素或环节发生变化都

可能会影响到教学质量,且根据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和企业及用人单位的人才需

求变化,教学质量标准也会具有一定的

动态性。因此,在开展教学质量评价工作

时还要充分考虑可能会影响到教学质量

的因素、环节以及外部环境,对评价标准

进行动态调整[9]。 

3 结束语 

《CAM软件及其应用》课程是机械制

造类专业的一门重点专业核心课,实施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对于提升机械制

造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意义重大。目前

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本科应用型课程的建

立,学校也大力支持此类课程的改革和

创新,同时本门课程又有一支集中了学

校副教授、讲师、企业高级工程师、工

程师、高级技师等专业技术人才,积极投

身于教育教学改革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老中青结合,这对于本门课程的研究与

实施非常有利,同时还可以有力的推动

我院职业本科应用型课程建设的发展,

并在同类高校相关专业产生示范辐射

作用。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完善现代职教

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布局,

而建设好应用型课程是将职业本科教育

从强化到优化的重要步骤。针对应用型

课程的改革,要在把握好本科教育层次

定位的基础上,遵循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规律,做好课程内容、师资力量以及实训

场所的建设,要强化深化校企合作,唯有

建立深度紧密的校企合作机制,才能开

发出高质量的职业本科应用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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