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点项目

《数控机床装调与维修》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数控机床装调与维修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适用专业：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

建议学时：高职阶段 90学时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任务是

培养学生数控机床电气的维护和维修能力，为今后从事数控机床操作

员和数控机床维修员等岗位打下知识与技能基础，是一门实践性较强

的专业课。

二、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1）熟悉常见数控系统的基本构成和分类；

（2）掌握常见数控电气的维修方法；

（3）掌握数控机床的日常使用和维护方法。

2.能力目标

（1）具有对数控机床的基本连接与调试能力；

（2）具有对数控机床的参数等重要数据进行备份和回装的能力；

（3）具有对数控机床进行日常保养与维护的能力；

（4）具有对数控机床常见电气故障进行分析和排除的能力；

（5）具有搜集、整理资料和综合利用资料能力。

3．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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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敬业、乐业、勇于创新的工作作风

（2）沟通协调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3）安全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

三、课程内容与要求

1．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见表 1。

表 1 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学习领域
学习情境

学时 备注
序号 学习情境名称

子领域 1数

控系统连

接、调试与

故障诊断

1
数控系统的电气连接及常见故障

诊断及维修
20

实验：数控

系统的认

识，2学时

小 计 20

子领域 2数

控机床通信

和网络控制

1 数控机床数据传输 18

实验：数控

机床数据

传输操作，

2学时

小计 18

子领域 3数

控机床主轴

驱动系统故

障的诊断与

排除

1
修数控机床主轴驱动系统故障的

诊断与维修
16

实验：变频

调速系统构

成、调整及

使用，2学

时

小 计 16

子领域 4

数控机床进

给驱动系统

故障的诊断

与排除

1
数控机床进给伺服系统故障的诊

断与维修
20

实验：交流

伺服系统参

数调整及使

用，2学时

小 计 20

子领域 5

数控机床操

作故障的诊

断与排除

1 数控机床操作故障的诊断与维修 14

实验：数控

机床回零操

作及参数设

置与调整，2

学时

小计 14

机动 2

总 计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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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设计见表 2

表 2 学习情境设计

学习领域名称 学习领域 1：数控系统连接、调试与故障

诊断
学时 20

学习情境名称 学习情境 1：数控系统的故障诊断及维修 学时 20

学

习

目

标

理论

1. 了解各典型的数控系统；

2. 掌握各型号 FANUC 系统的组成；

3. 掌握各型号 FANUC 系统的功能特点；

4. 掌握各型号 FANUC 系统报警的原因。

技能 数控机床数控系统的故障维修

学习内容

1. 典型数控系统；

2. FANUC 系统的组成；

3. FANUC 系统的接口及信号；

4. FANUC 系统的报警及故障诊断。

教学方法建议 案例引入法、讲授法、实验法等。

教学资源及教学设备
教学资源：PPT 课件、试题库；

教学设备：计算机、投影仪、数控实验台设备。

教学地点 多媒体教室、实验室

学习领域名称 学习领域 2：数控机床通信和网络控制 学时 18

学习情境名称 学习情境 2：数控机床通信的参数设置 学时 18

学

习

目

标

理论

1.掌握串行异步通信的功能；

2.掌握存储卡传输的功能及其特点；

3.掌握数控机床以太网络的配置及其特点。

技能 通信参数的设定

学习内容

1. 串行异步通信的功能及参数设定；

2. 数控机床数据的存储卡传输；

3. 数控机床以太网络的配置和 IP 地址设置；

4. 数控机床通信故障及其维修。

教学方法建议 案例引入法、讲授法、讨论法等。

教学资源及教学设备
教学资源：PPT 课件、习题库

教学设备： 数控实验台

教学地点 多媒体教室

学习领域名称
学习领域 3：数控机床主轴驱动系统故障的

诊断与排除
学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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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名称 学习情境 3：数控机床主轴故障诊断及维修 学时 16

学

习

目

标

理论

1. 掌握数控机床主轴传动的方式；

2. 掌握通用变频器的组成及端子功能；

3. 掌握主轴自动换挡工作原理。

技能 数控机床主轴故障维修

学习内容

1. 主轴速度控制方式；

2. 主轴参数设定及初始化；

3. 主轴自动换挡；

4. 主轴准停。

教学方法建议 案例引入法、讲授法、讨论法、实验法等。

教学资源及教学设备
教学资源：PPT 课件、习题库

教学设备： 数控实验台

教学地点 多媒体教室

学习领域名称
学习情境 4：数控机床进给伺服系统故障

的诊断与排除
学时 20

学习情境名称
学习情境 4：数控机床进给进给故障诊断

及维修
学时 20

学

习

目

标

理论

1.了解数控机床进给伺服系统的组成；

2.了解伺服单元端子功能；

3.了解进给伺服系统检测装置的检测原理；

4.了解进给传动反向间隙的测量及补偿原理。

技能 数控机床进给系统的故障维修。

学习内容

1. 伺服系统的组成；

2. 伺服单元驱动装置；

3. 进给伺服检测装置；

4. 伺服总线设定；

5．进给传动间隙的调整与补偿。

教学方法建议 案例引入法、讲授法、讨论练习法、实验法等。

教学资源及教学设备
教学资源：PPT 课件、习题库

教学设备：数控实验台。

教学地点 多媒体教室

学习领域名称
学习领域 5：数控机床操作故障的诊断与

排除
学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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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名称
学习情境 5：数控机床综合故障诊断与维

修
学时 16

学

习

目

标

理论

1.掌握数控机床回参考点控制原理；

2.掌握数控机床自动换刀装置结构及工作原理；

3.了解数控机床全闭环控制原理；

4.了解数控机床电源单元的工作原理；

5.掌握数控机床精度检测项目。

技能 1. 数控机床综合故障维修

学习内容

1. 数控机床回参考点控制；

2. 数控机床自动换刀装置控制；

3. 数控机床全闭环控制；

4. 数控机床精度检验。

教学方法建议 案例教学法、引导文教学法、讨论法、练习法等。

教学资源及教学设备
教学资源：PPT 课件、习题库

教学设备：数控实验台、投影仪。

教学地点 多媒体教室

四、 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1）在学习各领域时，应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使学生围绕完

成这个任务来进行学习、搜集资料、团结协作。

（2）在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时，教师应按照任务的学习目标编

制任务书。任务书应明确教师讲授（或演示）的内容；明确学习者预

习的要求；提出该任务整体安排的时间、内容等。如以小组形式进行

学习，对分组安排及小组讨论（或操作）的要求，也应作出明确规定。

（3）教师应依据工作任务中的典型实例为载体安排和组织教学

活动。

2．教学评价建议

（1）考核标准与内容

本课程按照职业岗位对知识、能力、态度的不同需求，融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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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鉴定内容与标准，制定了以培养职业能力为目标的课程考核

标准和考核大纲。

（2）考核方式与主体

为全面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本课程建立了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

考核相结合的评价体系，考核涵盖项目任务全过程。考核形式包括笔

试、口试、操作、实训总结、制作作品等多种方式；评价方式采用了

教师、现场专家和学生考核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1）形成性考核（60%）

形成性考核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平时成绩（30%）

平时成绩包括纪律观念、学习态度、作业完成情况、课堂提问等。

通过此种形式鼓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培养较强纪律观念

和积极的工作态度。

A B C D 权重

纪律观念 20％

学习态度 30％

作业完成情况 30％

课堂提问 20％

考核主体——教师、项目组长。

② 项目制作考核（70%）

按照考核标准对每一位学生的项目完成情况进行。对考核不通过

的学生要求其通过实训室开放的手段重新学习训练，直至其能独立完

成相应考核内容为止。

考核主体——教师、项目组长、项目组成员。

2）终结性考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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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理论知识（50%）

理论考试还是通过试卷考试形式进行，分为各种考试题型，主要

考察学生对书本基础知识和课外知识掌握的程度。

考核主体——教师。

② 操作技能（50%）

操作技能主要考核学生的动手能力，考核内容为按老师要求排除

老师给定的故障。

考核主体——教师、现场专家。

3．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教材

选用与企业专家共同开发的、采用企业生产实例编写高职教育示

范教材。

参考书目：

①刘永久，《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技术 FANUC 系统》，机械工

业出版社；

②FANUC 系统的使用说明书

（2）辅助资料

辅助资料包括与课程配套的 PPT 课件、视屏文件、习题库、引导

文、编程实训指导书等。

4．其它说明

本课程教学标准适用于高职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亦可供其

他相近专业参考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