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国家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现代产业体系已成为

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未来产业发展将主要面向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航空航

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给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生产对

高级技术应用性人才的需求呈现逐年扩大趋势，培养拥有先进制造观念、掌握先

进制造技术的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人才、保证课程教学与企业需求紧密结合，业

已成为专业教学的重要任务。 

高新技术的机械制造类企业从业人员，需要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熟练的技

术应用能力，还需要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高科技、高精

度、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方向。所以，掌握传统的机械制造工艺知识、先进的

机械制造技术及企业管理的知识，熟悉各种机械加工设备及工艺装备，并具有一

定组织管理能力的机械制造技术综合应用性人才，更能适应现代制造岗位的需求。 

教育部根据社会急需的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级技能型应用性

专门人才的要求，聘请教育专家和学者，结合国内外人才培养的先进经验和高职

高专教育的实际情况，在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配合下，制定了机械类

专业高级技能型应用性专门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案，进而制定了教学计划与教学大

纲。本教材就是依据该教学方案、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组织编写的，供高职高专

机械类专业使用，亦可供从事机械制造岗位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教材以培养学生的全面专业素质及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贯彻“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内容充实全面且具备较高理论水平，主

要包括机械制造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训练，同时又力求

结构合理、文字精炼、深入浅出。教材按照“工学结合”的思路，注重加强学生

机械制造工艺能力的培养。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机械加工的基本技能，具备机

械制造工艺制订与实施的基本能力。此外，本教材将职业资格证书要求的重点内

容有机融入其中，突显职业教育的技能培养特色。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综合性  对机械加工工艺知识理论及技能需求进行了有机的处理，体现

了多方位知识的相互交叉和融合，突出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 

(2)实用性  本教材面向机械类专业群的岗位和岗位群职业能力的要求，确

定课程的结构和内容，所涵盖的知识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性，同时又与职业技能

鉴定紧密结合。 

(3) 先进性  本教材更多地吸纳了当前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的内容，有

效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空间，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4)创造性 紧密结合企业典型零件案例的工艺过程组织教学内容，重点的工

艺制订与实施部分设有综合训练及实例讲解，实现了校企结合、理论与实践的良



好结合，有效地引起学生的兴趣，开拓学生的思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精神。 

(5)广泛性  本教材涵盖了机械加工所涉及的全部内容，而且具有实用性和

实效性，适用于机械加工领域的各种人员参考。 

教材分为 8章，重点介绍了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知识、轴类零件制造、箱体类

零件制造、圆柱齿轮制造、变速拨叉制造、机械制造质量分析、机械装配基础、

现代制造技术及生产管理等。 

本教材由娄底职业技术学院龙育才副教授任第一主编，谢志勇副教授任第二

主编，娄底职业技术学院陈育新教授任主审。参加编写的有龙育才(前言、绪论)、

谢志勇(第 1章)，吴光辉(第 2章)，梁艳丰(第 3章)，周耿(第 4 章、第 5 章)，

向聪(第 6章、第 7章)，李强(第 8章 1、4节)，李智辉(第 8章 2、3节)。本教

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雄纯教授、黄登红教授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对本教

材的编写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及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

便今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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