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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由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带头人和广东科尔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共同主持制定，经专家组论证及学院专业建设委员会审定，自 2020 级

执行。

为了编制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模具设计与制造专

业教研室组织教师与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协调，根据

企业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和行业特点，全面分析岗位能力需求，结合学生特点，

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该培养方案由六大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专业设置与定位，包括专业名称及代码、招生对象、基本学制与

学历、培养目标、培养方式、毕业条件；

第二部分为人才培养规格，包括职业范围、职业素质与专业能力要求；

第三部分为工作任务分析与专业能力课程设置，包括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

力分析、课程结构；

第四部分为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设计，包括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设

计；

第五部分为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第六部分为教学实施保障，包括师资队伍、教学基本条件、教学要求、教学

组织形式、学业评价、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

参加本方案制定的人员主要有：

专业带头人：原波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李高 广东科尔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参与人： 徐锦添 广州番禺汉达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肖小亭 广东工业大学 教授

张勇帆 广东科尔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工总经理

蔡树强 广东科尔技术有限公司 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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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生 广东科尔技术有限公司 高工

邓正常 佛山诚丰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厂长

王 颖 广州宇喜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罗海峰 广州众承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熊学慧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徐勇军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丘永亮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刘美玲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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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业名称及代码

模具设计与制造 （560113）。

二、 招生对象、招生与招工方式

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在职员工。

三、 基本学制与学历

（一）学制

基本学制二年，实行弹性学制，推行学分制，允许学员采用半工半读、工学交替等方式

分阶段完成学业。

（二）学历

学习合格取得专科学历。

四、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

展，面向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模具制造领域，既能从事模具设计与制造相应岗位工作，

又能胜任模具生产管理学徒岗位工作，具备模具设计与制造和跟师带徒的职业能力，以及自

主学习能力，在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发展型，复合型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

五、 培养方式

学校和企业联合招生、一体化育人，以企业在岗培养为主。学校承担系统的专业知识讲

授；企业通过导师指导学员岗前基本技能训练、安全生产规范、注意事项及规章制度等教育，

再通过师博带徒弟形式，依据培养方案进行岗位技能实训，结合课程相应的岗位业绩表现，

由企业岗位师傅、技术人员和参与课程的院校教师共同对学员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真正实

现校企一体化育人。教学任务由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及师傅共同承担，形成双导师制。

六、 毕业条件

学徒须修完本专业教学计划表所规定的课程，获得最低的总学分 90 学分，同时获得的

规定的专业资格证书，方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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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职业范围

（一）职业生涯发展路径

_模具设计与制造_专业职业生涯发展路径

发展阶段
就业岗位

学历层次
发展年限（参

考时间）操作岗位 技术岗位 管理岗位

Ⅵ
模具技能培训，模具人

力资源管理
模具生产管理 大专，本科 5 年

V 模具报价 模具项目管理 高职大专 3～5年

IV 模具设计
模具仓管，模具财

务管理
高职大专 3 年

III 模具钳工 模具 NC 编程员 高职大专 1.5年

II 模具 NC 操作工 中职 1 年

I 模具机加工 中职 0.5年

注: 1.“发展阶段”应依据国家、行业企业的有关规定以及调查分析确定，将职业发展分为若干个阶段，阶

段数量因各专业的具体情况而不同。

2. “就业岗位”的分类仅供参考，各专业可以自行分类。

3.“学历层次”只是要明确高职对应的层次。

（二）面向职业范围

序号 对应职业（岗位群） 目标方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1 模具生产管理 总经理 模具技师

2 模具技能培训 培训师 培训师

3 模具报价 模具设计工程师 模具设计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4 模具设计 模具设计工程师 模具设计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5 模具 NC 编程员 加工编程师 高级铣工

6 模具 NC 操作工 NC 编程员 高级铣工

7 模具机加工 加工中心操作工 高级铣工

8 模具钳工 模具设计员 高级模具工

9 模具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工程师 高级模具工

10 模具仓管

11 模具财务管理 会计师 会计师

12 模具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师 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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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人才培养规格

（一）职业素养

职业素养 合作企业要求举例

（1）有礼貌打招呼

（2）整齐着装

（3）坐姿端正

（4）摆放条理规范

（5）时间管理能力

（6）专注程度

（7）观察判断力

（8）思维敏捷力

（9）约束自控力

（10）行动力

（11）沟通交流能力

（12）适应能力

（13）解决问题能力

（14）毅力（坚持不懈）

（15）压力承受能力

（16）表达能力（口头、书写）

（17）学习能力

（18）成本控制意识

（1）见面时打招呼，学徒见到同事、师傅、老师、

领导要打招呼。

（2）穿着厂服衣领、纽扣整齐，腰带扣好。

（3）开会、培训学习、工作时坐相挺直腰，手不托

腮，手不插在衣袋里。

（4）工作岗位现场的物品整齐有秩序的摆放。

（5）休息睡觉不过头，上班不迟到，不早退；按时

作息；工作和学习任务按时完成。

（6）工作和学习时全心投入。

（7）

（二）专业能力

根据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其中的岗位有不同方向，岗位对应的专业能力和要求也有不

同的。下表列举的是不分岗位方向的专业能力和要求。

专业能力 合作企业要求举例

（1）了解模具制造工艺流程

（2）读懂图纸

（3）分清零件的类别（标准件、非标准件）

（4）熟悉模具零件名称（模架、模芯、散件）

（5）根据图纸要求进行模具装配

（6）根据工艺要求选用合理的工具

（7）熟练掌握常规机械设备的操作（铣床、磨床、钻床、车床）

（8）懂得各种工艺加工方法（CNC、电火花、线切割）

（9）安排工件加工顺序

（10）填写日报表

（11）填写[模具出厂检验报告]

（1）熟识模具零件生产的先后和加工

的步骤

（2）看图识图

（3）了解钳工岗位工作要求及流程

（4）看懂模具结构等等图纸

（5）操作车、铣、磨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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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典型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分析

工作项目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岗位认知

岗位认知 岗位工作内容

了解岗位要求 岗位要求

了解岗位流程 岗位工作各环节工作流程

了解岗位环境 熟悉工作岗位环境

看图识图

图纸的管理

图纸的分类。

图纸的名称。

图纸的大小。

了解单张图纸的内容

了解标题栏。

看懂技术要求。

看懂视图、剖视图。

第一角法、第三角法。

尺寸标注。

基准角。

明细表
看懂明细表。

根据明细表检验零部件。

看懂模具结构图

看懂模具结构图。

掌握模具结构图的表示方法。

了解塑件结构与模具结构。

具备机械制图及绘制草图的能力。

看懂零件工件加工图

能够绘制零件工件加工草图。

了解零件图的加工工艺。

掌握图上字母的含义。

能够根据图纸尺寸做相关的精度检查。

看懂装配图
看懂装配工艺步骤。

根据装配工艺进行模具装配。

模具知识

了解模具专用术语

掌握模板及模具零部件的名称及功能作用。

区别标准件及非标准件。

掌握非标零部件的加工工艺。

了解模具结构类型

掌握大水口模架规格型号、结构及适用塑件结构。

掌握细水口模架规格型号、结构及适用塑件结构。

掌握简化细水口模架规格型号、结构及适用塑件结构。

非标模架规格型号。

了解模具钢材类型

掌握模架钢材类型及性能。

掌握成型零件常用钢材类型及性能。

掌握非成型零件常用钢材类型及性能。

掌握常用钢材的用途

了解钢材热处理 了解热处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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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各种热处理所达到的性能效果。

根据工艺要求选择相应的热处理方式。

了解塑料类型
了解常用塑料的类型及性能。

了解塑料的用途。

了解基准角

了解模具基准角。

了解模板基准角。

了解镶件基准角。

了解图纸设计基准角。

区别正反面
区别上下模正反面。

区别模板正反面。

区别模具天侧与地侧
了解模具上的靠天侧。

了解模具上的靠地侧。

模具的操作侧与非操作侧

认识模具的操作侧。

认识模具的非操作侧。

了解操作侧与非操作侧的作用。

什么模具结构的设计需要考虑操作侧与非操作侧。

拆/装模具

工具使用

拆装螺丝工具

根据螺丝规格选择相应类型及规格的工具。

根据拆装位置选择相应工具。

合理选用手动工具拆卸或者机械工具拆卸。

掌握螺丝失效的原因及工具使用规范。

处理失效的螺丝。

拓展：认识螺丝的结构。

拓展：了解螺丝孔加工工艺。

拆装模板工具
选用工具的类型及规格。

根据所拆模板选用合理的工具。

拆装工具摆放规范
根据实际需要将工具准备好并摆放规范。

使用过程中将工具摆放规范。

拆装工具保养

做好灰尘处理。

做好防锈保养。

做好机械润滑保养。

拆装工具日常检查
检测工具是否失效及存在安全隐患。

更换工具失效零部件。

拆模架

准备工作

准备适当的工具量具。

根据实际操作方式将工具量具摆放规范。

准备相应的零部件或者零件盒子。

工作现场布置
做好准备工作。

工作现场不存在安全隐患。

拆模胚

看懂装配图及装配工艺。

看懂工件加工内容。

掌握拆模胚的方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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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量具的使用方法。

能够检查模胚的尺寸精度。

现场摆放规范

拆装过程零部件摆放规范。

拆装过程工具摆放规范。

拆装过程工件摆放规范。

拆装完毕的工件、工具、零部件按指定位置摆放。

模板胚料加工

确定工件加工方法。

能够选择适当的加工设备进行加工。

能够按图加工。

能够检查加工精度。

拆装

模具

准备工作

准备适当的工具。

根据实际操作方式将工具摆放规范。

准备相应的零部件或者零件盒子。

工作现场布置
做好准备工作。

工作现场不存在安全隐患。

掌握拆装步骤

看懂装配图。

看懂装配工艺。

规范掌握分开上下模方法。

规范掌握拆上模方法及顺序。

规范掌握拆下模方法及顺序。

确保零部件不丢失。

根据改模需要拆装指定的部位。

现场摆放规范

拆装过程零部件摆放规范。

拆装过程工具摆放规范。

拆装过程工件摆放规范。

拆装完毕的工件、工具、零部件按指定位置摆放。

操作普通机

床设备

操作钻床

掌握台式钻床的使用技巧。

掌握摇臂钻床的使用技巧。

掌握钻床的维护保养技巧。

根据图纸对工件进行钻孔。

自检工件加工是否合格。

操作磨床

掌握磨床的使用技巧。

掌握磨床的维护维护技巧。

对工件拉表找正。

自检工件加工是否合格。

操作普通铣床

掌握普通铣床的使用技巧。

掌握普通铣床的维护保养技巧。

根据图纸对工件铣削、钻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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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检工件加工是否合格。

操作攻牙机

掌握气动、电动攻牙机的使用技巧。

能够调节扭力。

规范装夹工件。

工件加工

胚料精度检测
根据图纸要求检测胚料尺寸精度。

确认工件精度是否合格。

胚料硬度检测
掌握硬度计使用方法。

根据图纸要求检测胚料的硬度。

确定胚料基准角 确定胚料的加工基准。

填写工艺卡

了解工艺卡的填写格式。

根据加工内容填写工艺卡。

根据工艺卡内容将工件送去加工。

工件进度跟踪

检测加工完毕工件是否合格。

将上工序完成的工件及时安排下一工序的加工。

独立完成其中一部分工序。

加工精度检测
掌握各种检测量具的使用方法。

加工完成精度检测。

工件热处理

根据工艺要求选择相应的热处理方式。

填写热处理工作单。

送工件热处理。

部件磨配

修配工具的使用

修配工具的认识。

修配工具的选择。

修配工具的使用。

修配工具的保养。

局部零部件的磨配

读懂装配图

掌握工件的装配工艺。

能够使用量具检测需要磨配的余量。

选择相应的设备工具去除余量。

整套模具组装

了解整套模具的装配结构。

掌握装配工艺。

掌握装配工具的使用。

修模改模

分析产品缺陷
了解产品缺陷的类型。

分析产品缺陷的原因。

确定修模改模工艺

看懂修模改模通知单。

掌握修模改模工艺。

根据改模要求进行修模。

交模前检测 检测模具结构

交模前的保养。

检测整套模具的组装结构。

填写[模具出厂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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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附带零部件
了解配备的零部件。

打包配备的零部件。

工作任务安

排

工艺评审

掌握各种机加工工艺加工方法（钻床、磨床、铣床）。

了解各种特种加工工艺加工方法（CNC、电火花、线切割）。

判断模具结构工艺、工序能否实现。

了解注塑模具其他系统（进浇系统、注射系统、冷却系统、顶出系统）。

工艺安排
根据工件工艺要求选择相应的机床设备加工。

安排工件的加工顺序。

任务分工

安排班组成员日工作任务。

向上级汇报当天工作，汇报加工进度。

协调人员的工作任务。

协调工件的加工工序。

安排协调工件委外加工。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填写异常报告单。

与工程师协商异常问题的解决方案。

现场指导培训。

十、 课程结构

本专业的课程体系建构是根据模具企业的岗位及其岗位员工所需的基本职业能力而设。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公共课程

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廉洁修身 必修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慨论 必修课

形势与政策 必修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使命担当 必修课

劳动教育 必修课

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设计 必修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课

职业精神 必修课

专业

课程

专业

技术

技能

课程

模具识图与制图 必修课

模具制造技术概论 必修课

模具钳工初级 必修课

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 必修课

学员

岗位

能力

课程

模具生产管理

岗位方向

模具制造管理初级 必修课

模具制造管理中级一阶 必修课

模具制造管理中级二阶 必修课

模具技能培训

岗位方向

模具技能培训初级 必修课

模具技能培训中级一阶 必修课

模具技能培训中级二阶 必修课

模具报价岗位 模具报价初级一阶 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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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模具报价初级二阶 必修课

模具报价中级 必修课

模具设计岗位

方向

模具设计初级一阶 必修课

模具设计初级二阶 必修课

模具设计中级一阶 必修课

模具 NC 编程岗

位方向

NC 编程初级一阶 必修课

NC 编程初级二阶 必修课

NC 编程中级一阶 必修课

模具 NC 操作岗

位方向

NC 操作初级 必修课

NC 操作中级一阶 必修课

NC 操作中级二阶 必修课

模具机加工岗

位方向

模具机加工操作初级 必修课

模具机加工操作中级一阶 必修课

模具机加工操作中级二阶 必修课

模具钳工岗位

方向

模具钳工中级一阶 必修课

模具钳工中级二阶 必修课

模具钳工中级三阶 必修课

模具项目管理

岗位方向

模具项目管理初级 必修课

模具项目管理中级一阶 必修课

模具项目管理中级二阶 必修课

模具仓管岗位

方向

模具企业仓管实务初级一阶 必修课

模具企业仓管实务初级二阶 必修课

模具企业仓管实务中级 必修课

模具财务管理

岗位方向

模具企业会计 必修课

模具成本核算 必修课

模具企业统计基础 必修课

模具人力资源

管理岗位方向

模具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初级一阶 必修课

模具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初级二阶 必修课

模具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级 必修课

十一、 课程内容及要求

（一）公共课程

符合教育部最新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教职成 2019 第 13 号）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

时

1
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以及法律基础

知识相关内容，帮助大学生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弘扬伟大的

爱国主义精神，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社会主

义荣辱观，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

分辦是非、善恶、美丑和加强自我修养的能力，为逐渐成长为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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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打下扎实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的基础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

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相关内容，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贯彻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坚定性，积极投身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36

3 形势与政策
主要内容是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与政策，使学生了解当今国家

的政策，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24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与青年使命担当
按国家文件要求执行 20

5 劳动教育 按国家文件要求执行 32

6
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

设计

主要内容是帮助大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及在就业方面提出相

关的指导建议。为高职大学生顺利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提供有益

的帮助。

36

7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主要内容是使学生了解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明确心

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了解大学阶段人的心理发展特征及异常

表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知识。

32

8 职业精神

主要内容是使学生确定自我人生的目标方向，做好工作和学习，

加强自身纪律和责任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认真工作学习，实

事求是，不断提升技能。

108

（二）专业技术技能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对接典型工作任务及

职业能力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

学时

1 模具识图与制图 阅读模具图纸

理解模具制造图纸的基本知识，掌握三视图、

公差标注、零件图、装配图的画图与识图标准

知识。能正确阅读模具加工图，能查阅相关标

准资料，能手工绘画简单零件图及标注尺寸。

72

2
模具制造技术概

论
认识模具生产部门

认知模具在企业的制造过程，了解企业各部门

（岗位）的协作关系。
68

3 模具钳工初级

掌握模具常识
认识模具各块模板名称，各部件名称，了解模

具简单结构和组成。
96

模具生产现场 6S
培养 6S 习惯，训练工具零配件摆放规范、清洁

整理现场，掌握简单模具拆/装，加强安全意识。

4

毕业设计（毕业

综合实践报告、

论文、创业报告）

基于本岗位的工作成

效，项目等撰写论文。

围绕自身二年的学习成效，选择一个主题进行

详细论述。
180

5

毕业综合实训和

生产 (顶岗 )实习

★

基于生产任务，锻炼自

我。
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完成实际生产任务。 450

注:“对接典型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填写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编码，编码与附件的职业能

力分析表对应，学科课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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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员岗位能力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对接典型工作任

务及职业能力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

学时

1

模具

生产

管理

岗位

方向

模具制造管理初级
模具生产过程管

控

熟练掌握模具制造流程，熟识模具制造岗

位、工具设备和生产工序。
458

模具制造管理中级

一阶

模具生产过程管

控

熟练掌握模具生产工艺，客户对模具的要

求，学习模具制造生产任务的计划和安排。
240

模具制造管理中级

二阶

模具生产过程管

控

学习掌握生产进度监控，提高生产效率，学

习生产质量把控。
240

2

模具

技能

培训

岗位

方向

模具技能培训初级
模具技术技能培

训

掌握培训的工作流程，熟练掌握培训各模

块，培训的安排和训练方式。
458

模具技能培训中级

一阶

模具技术技能培

训

熟练掌握培训模块的内容及要点，学习培训

质量考核。
240

模具技能培训中级

二阶

模具技术技能培

训

对学员的跟踪监管，培训文件编辑、整理与

归档。
240

3

模具

报价

岗位

方向

模具报价初级一阶 模具报价
掌握模具报价流程，学习绘图软件，学习与

客户沟通。
458

模具报价初级二阶 模具报价 学习模具结构设计，掌握产品开模的技能。 240

模具报价中级 模具报价
熟识产品设计对模具制造的影响和要求，模

具成本的组成。
240

4

模具

设计

岗位

方向

模具设计初级一阶 模具设计

学习 2D 绘图软件工具，掌握功能使用，掌

握视图表达和尺寸标注方法，学习 3D 绘图

软件入门。

458

模具设计初级二阶 模具设计

掌握 3D 绘图软件常用功能的使用及技巧，

零学会投影出图，零件档模块的操作，熟悉

简单零件在模具中的应用，分析产品的模具

结构、如分型面、进胶点、顶出、抽芯。

240

模具设计中级一阶 模具设计
熟练掌握模具的绘图，学习 3D 分模的基本

方法。
240

5

模具

NC

编程

岗位

方向

NC 编程初级一阶 模具 NC 编程
掌握编程软件工具，掌握简单零件编程，理

解掌握岗位工作流程。
458

NC 编程初级二阶 模具 NC 编程

熟练掌握《编程员自检指导书》《普通数控

机床常用刀具表》《高速机刀具进给及转速

明细表》常识，熟练模板、简单工件编程。

240

NC 编程中级一阶 模具 NC 编程

学习理解工件分型面/料位/插穿面/碰穿面

等的不同意义，学会对模具镶件的加工工序

及工艺做分析和规划，合理高效编程。

240

6

模具

NC

操作

岗位

方向

NC 操作初级
模具制造 NC 操

作

熟识机床开关步骤，准确掌握 XYZ 轴位移，

熟练掌握工件的分中与校表方法和调校，掌

握简易装夹方法，培养 6S 良好习惯。

458

NC 操作中级一阶
模具制造 NC 操

作

熟识控制系统，机床结构，熟识简单维护保

养，熟识夹具类型，掌握机床操作，学习

CNC 操机工作流程。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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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 操作中级二阶
模具制造 NC 操

作

理解常见代码及其功能，认识刀具结构，掌

握修磨刀具方法，理解切削参数对加工质量

的影响。

240

7

模具

机加

工岗

位方

向

模具机加工操作初

级

模具普通机加工

操作

掌握普通机床加工，读懂工件加工工艺文

件，夹具的设计，平面类工件加工，轴、孔

类工件加工。

458

模具机加工操作中

级一阶

模具普通机加工

操作

熟练操作机床完成指定工件加工，学习编制

加工工艺。
240

模具机加工操作中

级二阶

模具普通机加工

操作

熟练操作机床完成指定工件加工，学习编制

加工工艺。
240

8

模具

钳工

岗位

方向

模具钳工中级一阶
模具拆 /装、装

配、调试

熟练掌握模具的拆装，模具的简单装配修

调，熟识生产的工序和任务，有计划地完成

任务。

458

模具钳工中级二阶
模具拆 /装、装

配、调试

掌握模具生产工序，会用常用工量具、检测

仪器检测工件，熟练.掌握修配形位的方法。
240

模具钳工中级三阶
模具拆 /装、装

配、调试

掌握模具的修配、试模、修模改模的制造流

程及运用。
240

9

模具

项目

管理

岗位

方向

模具项目管理初级
模具项目跟踪与

客服

学习岗位的操作流程和操作要求，学会与客

服沟通，服务客户，熟悉客户对模具的要求，

掌握试样品装配和检验。

458

模具项目管理中级

一阶

模具项目跟踪与

客服

学习模具注塑前检查要点，掌握模具注塑生

产时需要达到的稳定性，熟练掌握注塑机调

试，了解试模存在问题（产品问题、模具生

产问题、设计问题）。

240

模具项目管理中级

二阶

模具项目跟踪与

客服

学习交模的模具出厂检验报告，掌握模具售

后质量统计与分析。
240

10

模具

仓管

岗位

方向

模具企业仓管实务

初级一阶

模具生产的仓库

管理

学习模具材料、各零部件的知识；掌握入库

验收，堆码上架作业，掌握仓库储位管理、

货物盘点、仓库检查，

458

模具企业仓管实务

初级二阶

模具生产的仓库

管理

掌握出库作业流程，熟练相关单据填写和制

作报表。
240

模具企业仓管实务

中级

模具生产的仓库

管理

学习仓储管理基本方法、仓储管理实务，明

确仓库布局和结构、仓库设备的配备，掌握

仓储管理、仓库保管作业的操作流程，知道

库存控制的方法。

240

11

模具

财务

管理

岗位

方向

模具企业会计 模具财务管理

学习掌握制造企业会计核算的基本流程和

核算方法，配合财务软件对会计资料进行电

脑记账核算。

458

模具成本核算 模具财务管理

学习模具企业各种成本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模具成本计算的方法、成本报表的编制，掌

握企业成本核算的基本流程。统计，分析，

记账等。

240

模具企业统计基础 模具财务管理
掌握统计调查的方法，学习企业常用的统计

报表填报方法，编制企业常用的统计报表并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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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劳动、生产、库存、成

本费用等的统计和分析。

12

模具

人力

资源

管理

岗位

方向

模具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初级一阶

模具人力资源及

行政管理

熟练操作计算机，撰写各种信函、通知，掌

握草拟文件、发放文件。
458

模具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初级二阶

模具人力资源及

行政管理

学习模具生产管理软件 Eman，掌握企业管

理员工信息、档案等。
240

模具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中级

模具人力资源及

行政管理

掌握建立、管理员工档案，学习文件归档、

保管文件等。
240

注:“对接典型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填写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编码，编码与附件的职业能

力分析表对应，学科课程除外。

十二、 教学计划安排

（一）二年制

专业教学计划表

专业名

称：
模具设计与制造 修业年限：2 年

招生对

象：
在职员工 执行年级：2020 级

制定日期：2019 年

9 月

序

号

课

程

属

性

课
程
性
质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型

总
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学

分

考

核

性

质

考

核

学

期

一学年 二学年

1学期 2学期 3学期

4

学

期

周
学
时

周
数

周
学
时

周
数

周
学
时

周
数

学
时

1

公

共

课

必

修

课

思想品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B 36 22 14 2

考

试
1 2 13

2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B 36 22 14 2
考

试
2 2 13

3 形势与政策 A 24 24 0 1
考

查

1,

2,

3

▲

2 4 2 4 2 4

4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进程与青

年使命担当

A 20 20 0 1
考

查

1

▲
2 10

5 劳动教育 B 32 4 28 2
考

查

1,

2,

3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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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就业指导与职

业生涯设计
B 36 24 12 2

考

查

1，

2,

3

▲

2 4 2 4 2 4

7
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
B 32 8 24 2

考

查

2

▲
2 4

8 职业精神 B
10

8
12 96 8

考

查

1，

2,

3

▲

1 4 1 4 1 4

小计
32

4
20

9

专

业

课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模具识

图与制

图

B 72 16 56 9
考

试
1H 4 4

1

0

模具制

造技术

概论

B 68 8 60 9
考

查

1

▲
2 4

1

1

模具钳

工初级
B 96 12 84 10

考

查

1

▲
2 6

毕业设计

（毕业综

合实践报

告、论文、

创 业 报

告）

C
18

0
0

18

0
10

考

查

4

▲

30*

6

毕业综合

实训和生

产(顶岗)

实习

C
45

0
0

45

0
15

考

查

4

▲

30*

15

1

2

专

业

能

力

方

向

课

1

模具钳

工中级

一阶

B
45

8
8

45

0
6

考

查

2

▲
30 8

1

3

模具钳

工中级

二阶

C
24

0
0

24

0
8

考

查

3

▲
30 8

1

4

模具钳

工中级

三阶

C
24

0
0

24

0
8

考

查

3

▲
30 8

1

5

专

业

能

力

方

模具设

计初级

一阶

B
45

8
8

45

0
6

考

试

2

▲
30 8

1

6

模具设

计初级
B

24

0
0

24

0
8

考

试

3

▲
3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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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课

2

二阶

1

7

模具设

计中级

一阶

B
24

0
0

24

0
8

考

试

3

▲
30 8

1

8

专

业

能

力

方

向

课

3

NC 操作

中级一

阶

C
45

8
8

45

0
6

考

查

2

▲
30 8

1

9

NC 操作

中级二

阶

C
24

0
0

24

0
8

考

查

3

▲
30 8

2

0

NC 操作

高级一

阶

C
24

0
0

24

0
8

考

查

3

▲
30 8

2

1

专

业

能

力

方

向

课

4

NC 编程

初级一

阶

B
45

8
8

45

0
6

考

试

2

▲
30 8

2

2

NC 编程

初级二

阶

B
24

0
0

24

0
8

考

试

3

▲
30 8

2

3

NC 编程

中级一

阶

C
24

0
0

24

0
8

考

查

3

▲
30 8

选

修

课

电火花

加工
B 94 4 90 8

考

查

线切割

加工
B 94 4 90 8

考

查

试模技

术
B 94 4 90 8

考

查

2

4

抛光技

术
B 94 4 90 8

考

查

小计
13

82

28

2

11

08
75

总学时、学分、周学时合计
18

50

51

2

13

46
95

说明：

1.课程类型填写：A（纯理论课）、B（理论+实践），要填写实践学时；实践分课内实践（每周按 24

学时计算）和课外实践（每周按 30 学时计算），课外实践学时需在开课学期用“学时”标明）、C(纯实践

课，标明周次，每周按 30学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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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考核：课程如果融合职业技能证书鉴定--以证代考，考核学期数字后加标注“＊”；批准设置为

“过程性考核”的，考核学期数字后加标注“▲”；实施混合式教学的课程后标注“Η”，要求每专业至

少有一门专业技术平台课程或者专业技术方向课程实施混合式教学，并在优慕课平台做好数字化课程建设。

3.课程实施说明：

（1）专业核心课程标注“★”。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廉洁修身）、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体育、劳育、

就业指导等 4门课程，校内授课按课内学时安排。

（3）“毕业综合实训和生产（顶岗）实习”为必选课程，也是专业核心课程，标注“★”，共 15 周，

每周按 30学时计算，计 15 学分。

（4）公共选修课程具体设置请参照《公选课课程目录》中的备注说明，二级学院（部门）开设课程列

入《公选课课程目录》。

（5）要求每专业周学时数不低于 22节、不超过 26 节，实践学时占总学时比例不低于 50%。

（6）专业技术平台课程为专业群基础课程，同一专业群的平台课程相同。

（7）专业技术方向课程可设置若干个模块，模块与模块之间至少一门课程不同，对于具体某一个学生

只能选修其中一个模块。

（二）工学交替的教学组织进度安排表

根据培养对象、专业特点、岗位情况精确安排，以企业在岗培养为主。

十三、 教学条件（1000 字以内）

（一）学校条件

1.学校导师条件

1.1 专任教师要求

专任教师要求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本专业领域有关证书；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材料加工成型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

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1.2 兼职教师要求

从相关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

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以上职称；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职业

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1.3 专业带头人

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把握国内外行业、专业发展，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了

解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开展教科研工作能

力强，在本区域或本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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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内实训室。校内实训具备数控加工、塑压成型设备等实训室，主要设施设备及数量

见下表。

序

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实训设备

设备总价值

（万元）

1 金工实习车间 普通车床 9台，铣床 4台，磨床 2台，钻床 4台，刨床 2台 40.75

2 材料力学实训室

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 20t、冲击

实验机 300J、微机控 扭转实 机 2000N.m、扫描电子显微镜各

1台；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2台；显微镜一批

154.8

3 机械模型 CAI 室
微型注塑成型机、微型挤、吹、吸、冲裁成型机组、塑料粉

碎机、微型冷冲、拉伸成型机组
52.2

4 液压气动实训室 液压气动实训设备一套 50

电工电子实训室 电工电子实训实训设备一套 50

6 塑压设备实训室 注塑机 2台，压力机 2台，冲床 1台，注塑冲压模具一批 48

7 三坐标实训室 三维扫描仪 1台；三坐标测机 1台；快速成型机 1台 68.7

8
CAD/CAM/CAE 软件

中心实训室

高性能设计电脑 122 台；机房管理系统 1套；

CAD/CAM/CAE 设计软件 122 套
53

9 智能控制实训室
2套华中 HNC-21TD 数控系统主板与屏线；1套华中 HNC-21MC

数控系统主板与 CF卡；5 台伺服驱动器
86

10 智能制造仿真室 四轴立式加工中心 1台；斜床身数控车床 2台；仿真软件 100

11 数控加工实训室
数控铣床 13台；数控车床 13 台 11 台；加工中心（3 轴）2

台；数控雕刻机 2台
314.5

12 激光加工实训室 快走丝线切割机 4台；火花成型机 1台 25.2

13 模具装配实训室
五金模具、注塑模具、吹塑模具、吸塑模具、压铸模具各 5

套；模具模架、标准件 1批；拆装测绘工 1批
15

（二）企业条件

1.企业导师条件

（1）热爱岗位工作，热心待人；

（2）技术岗位骨干，具备丰富的岗位工作经验、工作技能；

（3）有模具高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

（4）具备指导能力；

（5）承担岗位绩效评定能力。

2.岗位培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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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岗位规范，区域划分明确；

（2）岗位安全保障措施齐备；

（3）岗位培养文件、设施齐备；

十四、 教学实施（1000 字以内）

（一）教学要求

教学上的要求形成标准齐备、过程规范、考核有依据等规范。确定授课效果明显，学员

知识掌握扎实。

（二）教学组织形式

1. 选拔单位内部优秀高技能人才担任导师，指导学员开展岗位技能实操训练和传授职

场文化知识；

2. 由合作院校专业指导教师，指导学员开展岗位实践和讲授相应专业知识，做好与岗

位实践的衔接；

3. 强化知识理论融入到岗位实践任务当中，理论联系实践。

（三）学业评价

基于工作的成长轨迹、基于课程形式与工作业绩、构建多方参与的考核机制。包括：

1.注重过程考核。

2．考核主体：

考核采取多方的评价对学员进行综合评价，包括：技术中心、人力资源、车间、任课的

校内教师等。

3．考核内容包括：

（1）相应的理论知识结构考核；

（2）相应的岗位工作作为实践与技能考核；

（3）素养考核：工作素养、遵纪守法、考勤、行为举止、沟通等；

（4）绩效考核：基于课程培训的工作业绩效果。

（四）教学管理

1．教学管理：

（1）学员的学籍由学校统一管理；

（2）学员的日常管理遵守企业规章制度，以工作时间为考勤时间；

（3）企业与学校共同商定授课时间；

（4）校内教师下企业跟进企业授课，保障双导师在企业教学的执行，保障教学质量。

2．教育管理：

（1）设置校内 1 人为班主任；

（2）广东科尔公司设置技术管理研究中心为主管部门，安排企业辅导员 1 人。

（五）质量监控

1.学校与企业联合成立“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工作领导小组”。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工作领导

小组”的职责是，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沟通研讨会，讨论决定现代学徒制育人过程中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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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统筹协调人才培养的相关工作。小组成员由校企双方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骨

干组成。

2.在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组建“广东科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学徒制人才培养工作

小组”，该工作小组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其职责是执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工作领导小组”决议，组织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具体问

题。

十五、 其他

（一）企业导师名单

序号 合作企业名称 企业导师姓名 职称、职务 承担教学任务

1 广东科尔 张勇帆 高级工，总经理 生产技术与管理教育

2 广东科尔 李高 工程师，主任
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精神与钳

工

3 广东科尔 蔡树强 高级工，研究员 模具设计

4 广东科尔 陈焕彬 技师，经理 模具设计

5 广东科尔 郭海生 高级工，经理 CNC编程

6 广东科尔 罗天照 高级工，组长 NC加工操作

7 广东科尔 蔡奕雄 高级工，组长 线切割加工操作

8 广东科尔 徐茂辉 高级工，组长 电火花加工操作

9 广东科尔 农绍绩 高级工，组长 模具装配与工艺

10 广东科尔 梁水金 高级工，组长 模具装配与工艺

11 广东科尔 杨传家 高级工，组长 模具装配与工艺

12 广东科尔 江秀选 高级工，组长 模具装配与工艺

13 广东科尔 杨胜锋 高级工，组长 模具装配与工艺

14 广东科尔 凌寿攀 高级工，组长 模具装配与工艺

15 广东科尔 叶昌龙 高级工，组长 模具装配与工艺

（二）学校导师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导师姓名 职称、职务 承担教学任务

1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何显运 副教授 模具 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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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原波 副教授 模具 CAD

3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周德生 讲师 注塑模具设计

4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娟 讲师 冲压模具设计

5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美玲 副教授 塑压成型设备

6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牛克忠 副教授 塑压成型设备

7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徐勇军 副教授 模具软件使用

8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熊学慧 教授 模具加工工艺

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计红果 副教授 机械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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