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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工艺学》课程标准

（2021 版）

课程代码：JDJSGY001ABXZJ1 学时：36 学分：2

适用专业：机电技术应用

专业名称及代码：机电技术应用 051300,660301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机加工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一门实践性、

应用性和综合性很强的课程，使学生通过理论和实践教学，获

得常用机械工程材料、金属加工和热处理的基本知识，初步具

有金属加工的操作技能，为学习后续课程及形成综合职业能力

打下必要的基础。

二、设计思路

本课程的总体设计思路是以职业能力分析为依据，以就业

为导向，以学生发展为本位，设计课程内容。让学生在了解金

属材料特性，各种加工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形成合理选择零件

材料的能力，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课程实施过程

中，充分利用课程特征，加大学生工程体验的教学设计，激发

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学习兴趣。

三、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系统介绍机械制造过程，强化学生的工程意识、质量意

识、效益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培养和造就素质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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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面宽的应用型人才。

2．以铁碳合金的成分-组织-温度-性能为主线，了解四者

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基础知识，初步具有根据零件的使用

要求选择零件材料的能力。

3．了解钢材在实际加热和冷却时内部组织的变化及其对钢

材性能的影响，了解各种热处理方法的目的、工艺和应用，初

步具有选择钢材热处理方法的能力。

（二）能力目标

1.具有根据零件的使用要求选择零件材料的能力。

2.初步具有选择钢材热处理方法的能力。

3.培养综合应用能力，引导学生学会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感性认

识和经验，做到触类旁通，融会贯通。

4.适应未来的就业形势，积极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

能力，为其自谋职业奠定良好的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

（三）情感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理论联系

实际的工作方法。

2.引导学生深入社会，了解企业状况，善于发现实际问题，

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培养不断创新和积极进取的企业精神。

3.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勇于探索问

题的学习风气。

四、课程教学内容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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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能力
层级

参考课时

绪论 金属材料发展简史

1.了解金属材料发展简
史。
2.掌握学习本课程的目
的、要求和方法。

A

C
1

一
概述

1.金属材料的分类
2.钢铁材料生产过程
概述
3.机械制造过程概述

1.了解金属材料的分类。
2.了解炼铁的原料、方法
及主要产品。
3.了解炼钢的原料、方法
及最终产品。
4.了解有关机械产品的制
造过程。

B
B
B

A

2

二
金属的性

能

1.金属的力学性能
2.金属的物理性能与
化学性能

1. 了解金属材料性能的
分类。
2. 理解金属的力学性能
及主要指标。
3.了解金属的物理性能、
化学性能。初步了解金属
的工艺性能。
4. 学会运用所学的理论
知识对日常生活中金属材
料的使用现象进行思考和
分析，并能进行科学的解
释。

B
C
B

D

4

三
金属的晶
体结构与
结晶

1.金属的晶体结构
2.纯金属的结晶
3.金属的同素异构转
变
4.合金的晶体结构
5.合金的结晶

1.理解晶体、非晶体的概
念、特点。
2.理解晶体结构的基础知
识，理解金属的实际晶体
结构。
3.理解金属的结晶过程，
掌握金属结晶的基本规
律。
4.掌握铁的同素异构转
变。
5.理解合金的晶体结构，
掌握其性能、特点。
6.了解合金的结晶过程。
7.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
角度研究金属材料的不同
性能表现，利用所学的微
观理论知识对材料的宏观
性能表现进行分析。

B
B

C

D
B
B

D

4

1.掌握铁碳合金的基本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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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铁碳合
金

1.铁碳合金的基本组
织
2.铁碳合金状态图

织：铁素体，奥氏体，渗
碳体，珠光体，莱氏体。
2.理解铁碳合金状态图，
掌握铁碳合金的化学成
分、组织状态和性能之间
的定性关系。
3.理解共晶转变和共析转
变的实质和条件，尤其是
转变温度和化学成分。
4. 掌握铁碳合金的分类，
理解碳对铁碳合金组织和
性能的影响。
5. 初步认识铁碳合金状
态图的应用。

D

C

D

B

4

五
非合金钢

1.杂质元素对钢性能
的影响
2.非合金钢的分类
3.非合金钢的牌号及
用途

1.了解钢中杂质元素对钢
性能的影响。
2.掌握非合金钢的分类、
牌号命名方法、性能及其
应用。
3.初步了解部分非合金钢
在典型零件生产中的应
用，为以后零件的选材、
制定加工工艺增加感性认
识。

B
C

C

4

六
钢的热处

理

1.钢在加热与冷却时
的组织转变
2.退火与正火
3.淬火
4.回火
5.钢的表面热处理与
化学热处理
6.热处理新技术简介
7.热处理工艺应用

1.理解热处理的概念，了
解热处理的分类。
2.理解钢在加热与冷却时
的组织转变。
3.掌握钢在退火、正火、
淬火、回火时组织和性能
的变化，掌握其工艺方法
及应用。
4.理解钢的表面热处理，
了解感应淬火与火焰淬
火。
5.理解钢的化学热处理，
了解渗碳、渗氮与碳氮共
渗。
6.了解热处理新技术的特
点及应用。
7.初步了解一些热处理工
艺在零件生产中的应用，
为以后制定零件热处理工
艺积累感性经验。

B
B

D

C

A

B

8

七
1.合金元素在钢中的
作用

1.理解合金元素对钢的热
处理和性能的影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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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合金钢
合金钢

2.低合金钢与合金钢
的牌号及分类
3.低合金钢
4.合金钢

2.掌握低合金钢的分类、
牌号、性能与用途。
3.掌握合金钢的分类、性
能、热处理方法和应用之
间的一般关系，积累典型
材料、零件的热处理方法、
性能和应用之间的感性知
识。

C
C 4

八
铸铁

1.铸铁概述
2.常用铸铁
3.合金铸铁

1.了解、掌握铸铁的分类。
2.理解、掌握组织特征与
性能之间的关系，了解不
同铸铁之间的性能差别和
应用场合。
3.联系生活中有关机械设
备使用铸铁材料的情况，
能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
析、理解。

B
C

D

4

合计 35

五、实施建议

1.教材编写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将本专业职业活动，

分解成若干典型项目，按完成项目的需要组织教材内容。

（3）教材应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

常见金属材料、加工方法、加工工艺的认识和理解。教材表达

必须精炼、准确、科学。

（4）教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使教材更

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2.教学建议

（1）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除课堂教学外，现

场教学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于无金工实习条件的情况更为必

要。

（2）教师在讲授中要突出重点，讲清难点，加强对基本知

识的教学。特别是对有关的术语及定义，要以国家标准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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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以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

（3）在教学过程中，要贯彻启发式教学原则，充分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努力提高教学效果。

（4）教学中，要从职业教育的目标出发，了解学生的基础

和情况，结合其实际水平和能力，认真指导。

六、考核评价

（一）课堂教学部分

根据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态度、课堂提问、课外作业、

期中测验、课外辅导等方面的表现，对学生进行形成性评价，

形成性考核占 20%，期末考试成绩占 30%，实训考核占 40%，创

新活动占 10%。

（二）加强实践性教学内容的考核

充分关注学生个性差异，结合学生实训过程中劳动态度、

实训成果、实习报告等内容评定实习成绩。

（三）注重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评价，

促进学生将知识应用到实践过程中。

机电专业部

执笔人（签字）：李志文

审核人（签字）：勾顺

教学工作委员会意见（签字）：薄晓龙

2021 年 10 月 11 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