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程的开粗与精加工设置   项目教学设计

一、授课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精密加工技术 模块名称 精密加工基础 项目名称 编程的开粗与精加工

设置

授课班级 2021 级模具设计与制造 A 班 授课学时 2 授课时间 第 3 周周二 1-2 节

授课地点 Q2-112 授课形式 理论+实践 考核形式 课堂实际编程考核

二、教学分析

教学内容
了解开粗加工与精加工的区别，开粗与精加工的必要性，掌握零件的完整编程，设置好开粗与精加工的余量，完成图纸尺寸精度要求

的零件加工。

学情分析

【知识基础】
通过前期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已经掌握了软件的自动编程方式，懂得如何设置合适的参数完成加

工策略的程序编辑。

【实践能力】 学生已掌握了精雕编程软件的基础操作使用功能，可以编写简易的平面编程加工程序。

【学习特点】
同学们对精密加工产生兴趣，特别是对精密配合件的严丝合缝效果有浓厚的兴趣；想探究如何编

辑可以加工出来零件精度高的程序。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 了解精密数控加工中粗加工与精加工的区别；

2. 了解开粗与精加工程序的参数设置要求。



【能力目标】
1. 掌握开粗与精加工的编程参数；

2. 熟练使用软件进行开粗与精加工的加工编程；

【素质目标】

1. 培养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 形成友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3. 培养标准规范要求、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教学重点

1. 加工中开粗与精加工的必

要性；

2. 开粗与精加工的参数区

别、设置要求。

解决方法
依托微课、视频等方式，课前让学生先做了解；课中教师进行 PPT 讲

解，然后做编程操作演示，录制编程视频给学生多观看回顾。

教学难点

对一个加工区域，精加工的程序

该如何编写，底面与侧面是否要

分开编写加工程序。

解决方法

针对不同加工区域要求，教师通过操作示范、模拟加工分析的方式给

学生具象化的了解；通过学生实践练习、课堂编程作业提交点评的方

式来加深学生的记忆。

三、教学策略

教学理念 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

教学方法
【教法】 任务驱动，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项目化教学方法。

【学法】 小组协助法；实践探索法；组内、组间竞技法。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 教案、课件、录制视频、练习文件、记录表格。



【学生准备】 课前上学习通先行自主学习，准备好笔记本方便做笔记。

四、教学过程

课前：自主学习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及思政

及思政

知识储备

1. 精密数控加工中粗加工与

精加工的区别；

2. 开粗与精加工程序的参数

设置要求。

1.发布学习任务：

教师将课前学习资

料上传学 习 通 平

台。

1.接受学习任务：课前学习进

入学习通平台，按照预习任务

单预习粗加工与精加工的区

别；了解开粗与精加工程序的

参数设置要求。

1.借助学习通平台发布本次课预习、复习

任务，学生进行线上自学和测评，教师进

行测试统计，据此调整教学进度，策略。

2.培养学生自我学习提升的人生观。

课中：内化知识（共 2 学时）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及思政

任务导入

（10min

）

1. 加 工 中 开 粗 与 精 加 工 的 必 要

性；

2.开粗与精加工的参数区别、设

置要求。

发起讨论：开粗与

精加工的概念同学

们在前期的课程有

接触过，那在数控

加工中一般预留多

少余量给后续精加

工呢？

分组完成讨论，各抒己见，同

学们一起对各组的讨论结果做

点评，教师最后做总结点评。

1. 通过交流讨论、课中小组点评的方

式，培养学生养成课前预习、行业

调研、交流展示的能力，为任务引

出做铺垫；

2. 课程思政：通过交流讨论，培养学

生凡事要实事求是、通过调研了解

真相的求实精神。



学新知识

（30min

）

1. 掌握开粗与精加工的编程参

数，把上堂课的编程修改为粗加

工；

2. 如何按粗加工程序修改编辑为

精加工程序；

教师操作示范，边

操作演示，边讲解

原理、要求与注意

事项。

认真听讲，做好笔记记录，允

许学生进行视屏拍摄留存。

1. 通过教师的操作演示，让学生能更

直观简洁的了解加工编程步骤、原

理、注意事项等；视频的拍摄可以

让学生在课后回顾观看，增强记

忆。

熟练技能

（35min

）

学生实践练习，老师在旁巡视指

导。

巡视 学 生 操 作 练

习，解疑学生的提

问，对不正确的操

作进行纠正指导。

学生实践练习、组内可进行小

声交流，不懂的举手提问，边

编程练习边总结，逐步掌握方

法。

1. 通过小组内各同学间的竞技训练，

激发学生的激情，是学生们更容易

去掌握具体的操作技能。

2. 课程思政：通过竞技类训练，培养

学生竞争意思，不断提升动手能

力，培养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课堂小结

（5min）

课堂教学总结。 总结同学们的训练

效果，对多次出现

的问题做全体的纠

正讲解；课堂抽检

学生的作业，纠正

作业的错误，提高

学生往后避开同类

错误的条件反射。

对教师提出有错误的地方先进

行自我检查以及改进，发现不

了的做好笔记记录老师的讲

解。

1. 通过总结、抽检作业评讲，加深学

生对容易弄错的地方的记忆印象，

为后期规避同样的错误做铺垫；

2. 课程思政：培养学生勤于思考，积

极探索的科学态度。

课后：巩固、拓展与强化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及思政



课后拓展与

巩固

1. 课后练习作业；

2. 课后在线问答解疑。

3. 相关 1+X考证标准与竞赛

答疑。

1. 上传各种编

程 练 习 文

件；

2. 线上互动 ：

通 过网络平

台与 学 生 交

流互动 ，答

疑解惑；

1. 完成老师上传的练习文

件；

2. 线上互动：与老师线上

互动，针对自己在课堂

的问题，通过网络与老

师进行交流互动；

1. 巩固学生的精密加工编程掌握程

度，避免三天遗忘干净的现象；

2. 课后互动与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

3. 对接 1+X考证标注，提升考证通

过率。

五、课后反思

授课实效
知识、技能目标全面达成，每位同学上传的作业都完成了开粗与精加工的编程；具体参数设置方面都合理，对新接触的下刀、进刀方

式的使用不够灵活。

存在不足
有些学生在粗加工程序的基础上修改成的精加工程序进刀方式不选用，会出现加工表面效果有刀纹的缺陷，用软件模拟看不出来，导

致学生不太在意这方面细节。

改进设想
拿事实说话，下堂课安排实际加工，挑选出下刀与进刀方式正确与错误的两组学生作为案例记录，对加工后的作品收集，课堂结束前

做对比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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