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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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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 专业名称

机电技术应用

二、 入学对象

初中毕业生

三、 基本学制

三年

四、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

发展，并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扎实的机电专业基

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并能适应与机电专业相关领域的社

会生产、服务和管理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

五、专业定位

（一）专业特点及现状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是机械与电气紧密结合的专业，具

有综合运用能力要求较高、发展迅速等特点，尤其是近年

来可编程控制器、机器人等应用场景的快速发展，企业面

临自动化转型，社会对机电专业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所

以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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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先进制造业人才的需求，从事机

电设备的制造安装与维修；自动化设备和生产线的安装、调

试、操作、维护；数控机床编程与维护维修技术人员；CAD

绘图设计人员等。

（三）对口升学

本专业可续接高职院校的机电一体化、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数控技术、模

具设计与制造、电梯工程技术等专业，通过对口升学到本科、

大专院校继续深造，为学生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培

养更多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

六、人才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有以下基本素养、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一）基本素养

1、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等基本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法制观念，爱

岗敬业，诚实守信，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通过阅读和学习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和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树立终身学习，追

求进步的理念，抱有宽宏的心胸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具有健康

的审美艺术鉴赏能力，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面对学习和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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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的

专业基础知识和一定的操作技能，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自我

提高和创新的能力。

4、具备自学能力：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知识更新非常

快，所以学生在学校就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具有较好的自学能力。

5、具备实践能力：能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的

相结合，把理论知识真正的运用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更为深

刻地理解理论。

6、具备创新能力：在学习和实践中要养成善于思考、勇

于创新的好习惯，在本专业领域能够发现问题，依据专业知识

发挥创造性思维，从而解决实际问题。

7、具备运用计算机的能力。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能够

运用计算机查阅相关知识，下载、安装本专业所需的软件，并

能够自学该软件，充分利用互联网提升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和

专业能力。

8、具备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掌握必要的政治学、法学、哲

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二）专业知识

1、掌握机械零部件、机械传动、金属材料、工程力学、

机械设计、液压传动、气压传动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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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金属热加工、金属切削加工、金属加工工艺的基

础知识；

3、掌握机械制图、CAD 绘图的基础知识；

4、掌握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的基础知识；

5、掌握继电-接触器控制、可编程控制器（PLC）控制、

普通车床、铣床电气控制线路的基础知识；

6、掌握数控加工的基础知识。

（三）专业技能

1、能够识别生活中的机械零部件、机械传动、液压和气

压传动，分析它们的基本原理，能进行简单的机械设计；

2、能够利用普通车床、普通铣床、数控车床、数控铣床

加工简单的机械零件。

3、具有识图和绘图能力，熟练运用 CAD 绘图；

4、能够正确使用游标卡尺、千分尺、百分表等测量工具；

5、具有电动机正反转、星形-三角形降压起动等常用电

路的电气原理图的绘制以及接线和故障排查的能力；

6、具有简单的 PLC 编程能力。

七、课程安排

本专业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训实习三个

部分，其中专业课程分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程包括德育、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应用

基础、体育与健康、音乐、书法、礼仪规范、哲学与人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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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涯与规划、职业道德与法律基础、安全教育等。

专业课程包括机械基础、机械制图、金属加工基础、机械

设备控制技术、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机械 CAD 绘图、数控

编程与加工。

实训实习包括零件图的绘制实训、机械零部件测绘实训、

普通车床与铣床实训、数控车床与铣床实训、继电-接触器控

制系统接线与故障排除实训、PLC 编程实训等。

八、考核评价

本专业考核评价由学校、企业等多方参与，采用过程性评

价与考核性评价相结合、 学校评价与企业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运用百分制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考核评价。

1、过程性评价：有学校老师和企业师傅在教学过程中对

学生的德育、安全、出勤、学习过程、学习效果等进行过程性

评价，占 20%。

2、考核性评价：考核性评价包括闭卷考试成绩占 30%和

技能考核 30%，参加技能大赛或获得技能等级证书占 20%。

3、严格落实职业教育“1+X”证书制度，也就是学生在

取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还要至少取得一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