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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现状与研究思路

企业在近几年的对外招聘过程中，深切地感受

到全国高校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概念轻能

力、重招生轻就业等教育培养模式问题，部分企业

通过挖掘优秀学生到企业内实习，并在优秀实习生

中招聘员工，但即使如此仍旧招不满人，到岗就可

以直接开始工作的就更少了。还有不少企业参与

办学，根据经济发展需求订单培养企业需要人才，

在课程设计中开设学习与公司协议的课程，企业并

承担学费、提供实习等优惠措施，但是高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与市场产业人才需求还是存在一定的差

距[1-3]，在此提出专业围绕产业建设，学科带头人结

合企业人事经理、生产经理，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情

况，建构专业岗位知识技能体系，进行设置高校教

育课程，使学生学习有的放矢，就业前景明朗，推动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具体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在此以应用型本科教育模具工程专业为例，随着经

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行业技术结构的不断变化，模

具制造业应用人才需求量非常大[4]，而高校培养的

模具应用型高级人才与市场产业人才需求还存在

较大差距，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图1　课题研究思路

2 市场调查分析

通过对本校2007级~2011级模具工程专业毕业

生的工作状况进行回访调查，并使用百分比（次数/

类别总次数）来表示权重，获得以下就业信息，如表

1所示。同时对福建广东等地一些规模较大的模具

相关企业进行市场调研，并使用百分比（次数/类别

总次数）来表示权重，获得以下的相关模具企业的

需求信息，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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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

就业信息

企业类型

工作性质

毕业生需

提升能力

塑料模与塑胶

产品企业23.6%

机械维护23.0%

CAD （Autocad

与 solid work）

12.8%

冲 压模制

造业20.5%

模 具设计

17.5%

CAD（UG）

6.5%

机械加工厂

17.4%

模 型 设 计

17.5%

CAD（pro-e）

21.8%

光电产品制

造企业14.4%

模 具 制 造

12.6%

CAE 8.5%

设计公

司8.3%

品质管

理7.4%

CAM

14.5%

压铸制造

业6.7%

CAD 与

CAM10.2%

机械设计

与精密加

工17.2%

锻造企业

5.6%

CAE 分析

2.3%

CNC 加工

12.2%

其他3.5%

其他9.5%

材料成型

6.5%

类别及比重（%）

从表1和表2调查数据可以获知：（1）毕业生从

事模具相关企业类型主要有七大类，其中机加工占

据比例较高，而与模具企业市场分布不成比例。（2）

从毕业生在模具相关企业担任的工作岗位，可以看

出毕业生对于市场需求量最大的CAD/CAE/CAM技

术，以及先进的精微加工技术掌握能力不够，需要

加强对这些方面的培养。（3）在模具工程领域，应该

把企业最需求的工程能力、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模具研发人才与技术需求，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能

力目标，其中塑料模具、冲压模具、机加工企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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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大，即模具专业应该以培养这三方面人才为根

本基础；并以企业需求最迫切的CAD/CAE/CAM技

术、模具设计能力提升、先进加工技术为重点。

总之，模具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与毕业生的实际

工作能力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模具专业技术人才

市场需求量很大，然而毕业生从事核心岗位工作的

却不多，改行所占比例也不小，表面上看是毕业生

掌握的模具专业技能不足，满足不了企业的需求，

恰恰能真实地反映出高校培养的人才有局限性。

因此专业建设应该围绕产业发展需求，把应用型和

亲产业型作为模具专业人才培养属性，以面向企业

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技术应用人

才为培养目标，在产业需求发展的基础上，建设高

校培育课程。

表2　模具产业市场状况调查

需求信息

企业类型

企业面临

主要问题

企业最需

提升的

工程能力

企业研发

人才需求

企业需要

引进技术

塑胶模具

制造22.0%

模具制造

资源库创

建20.0%

放电加工

6.2%

模具制造

加工18.4%

精微加工

12.5%

工 程 分 析

3.5%

高精度模具

制造16.5%

CAD 18.7%

模 具 设 计

23.7%

冲压与塑料

注射成型技

术28.0%

冲压模具

制造12.5%

精微模具

加工技术

8.2%

CAE 工 程

分析3.5%

CNC 加 工

10.0%

CNC 高 速

加工

设计公司

12.5%

快速制模

技术9.5%

材料科学

技术4.8%

机电一体

化16.6%

多轴加工

技术15.0%

代 加 工 厂

17.0%

快速逆向、正

向工程模具发

展技术4.5%

模具设计（包

括模型）29.2%

工程分析9.5%

精 密 加 工

17.5%

机电一体化17.5%

高速加工以及多轴

加工技术6.3%

模具工程师（模具加

工、注射成型）13.5%

产品检测8.5%

模 型制造

6.5%

CAD，CAE，

CAM 技 术

15%

精 密加工

7.8%

塑料注射

厂8.5%

模具开发

人才短缺

20.0%

机电一体

化16.5%

类别及比重（%）

新产品知识及新技术

13.3%

CAD/CAE/CAM技术27.0%

3 围绕产业构建专业知识技能体系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详细而又系统的培养从事

某种职业所需的技能、知识与态度的过程，解决行

业工作的实际需要，也是课程设置发展和教材教法

编制的依据，同时更是课程评鉴的最高指导原则。

因此高校培养的毕业生必须具备产业所需求的知

识技能，征求和收集专家学者研究的建议，依据模

具产业特色需求以及教师对模具产业的认识，提出

十个模具专业岗位技能要求，并梳理岗位群的典型

工作任务，归纳如下：

第一，读取工作图，作为模具产业需求的工作能

力中第一项。通过工作图可以了解模具各零部件的

形状、尺寸精密度及相关的技术要求等，模具工作过

程有了工作图参照才可以完成模具所需要的项目或

者尺寸。而且工作图是一切工作的依据和标准，工

作图不仅提供了工厂内部工作部门之间的桥梁作

用，也是与外工厂工作订单、委托定制加工零件的依

据标准[5]。制造商与供货商也只有使用工作图才能

进行相互的沟通，了解模具生产时所要求的项目。

第二，检测模具，作为模具产业需求的工作能

力中第二项，主要体现在尺寸精度概念、公差配合

的了解、各种测量工具的使用等方面。零件的测量

是否正确，影响关系到工作者能否判断制造的零件

优劣和误差大小，能否对模具进行正确的组装，以

及产品尺寸要求是否能达到技术需求等工作，进而

提出适当的修正量。此外，对于了解所制造的零

件、组装完成的模具是否符合研发人员的设计尺寸

标准，成品是否符合客户产品订单的规定，都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业人员要优先具备测量的

能力，才能了解工作过程中的尺寸变化情况及所制

造零件与成品的质量，并对产品做好质量的管控。

第三，掌握模具结构，这点主要是要求从业人

员必须知道模具中各零部件的名称、功能、技术要

求，以及在模具中安装的方式，甚至使用的组装工

具等，否则对模具制造过程、零件的更新以及模具

问题的沟通都会造成影响。由于模具零件种类非

常多，加上专业制造厂的发展和模具标准的执行，

各种标准化规格化的零件也越来越多，这些零件的

选购技术也非常关键，不仅可以减少零件的制造数

量和成本，也可以为企业制造模具缩短周期，提高

企业的竞争力。

第四，组装模具，模具是由许多的零件组合而

成，需要工作人员认真细心进行各零件的配合、调

整及固定才能完成。虽然模具制造业数控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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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越来越高，但唯独组装工序无法实现自动化，

仍必须由人力配合机械来完成，并要求安装出最佳

间隙或松紧合适的固定，才能使模具具备最优的生

产效益。并且主观因素含量高，因此很多企业针对

刚入行的大学毕业生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先让其担

任零件的拆卸及组装，不但检验大学生动手能力而

且加强其对模具零件的了解[6]。

第五，使用CAD/CAE/CAM技术，模具是典型的

技术密集型产品，其结构复杂，设计制造难度高周

期长。传统的模具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设计

者的经验，试模后才能发现产品是否满足要求，容

易造成很大的浪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运

用CAD/CAE/CAM技术进行模具的设计、制造和加

工，克服了传统设计方法无法避免的困难。因此企

业对会使用数字化制图、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分析

仿真、数字化加工、产品成形过程模拟、有限元结构

分析等新型人才需求渐旺。对于大学毕业生，企业

不需要每一种软件都会使用，但是最基本的绘图软

件Autocad 一定要熟练掌握，因为第一项强调的读

取工作图就是2D图。

第六，掌握数控加工技术，以CNC 铣床为主，以

CNC 放电加工与CNC 线切割为辅，主要包括操作

CNC机床与编程两部分内容。CNC 铣床常用来加

工流线型、不规则、多样化的曲面，其中工件的定

位、刀具的安装设定、程序的连接与设置都不容易

操作，CNC放电加工与CNC 线切割主要在内孔与特

殊曲面加工中应用，并结合绘图软件进行编程和设

定刀具路径。数控加工技术对从业人员技术要求

很高，也是模具加工的核心部分，但由于设备投资

大，订单数量小，大部分企业采用委托专门从事

CNC加工的代工厂来完成。

第七，熟悉传统机械加工技术，CNC加工的快

速发展传统机械使用量在减少中，但是对于少量零

件的加工和一些需要修整、维护的零件，尤其是使

用手动工具使零件能够相互配合等工序，主要还是

采用传统机械的铣床、磨床、钻床以及钳工等来完

成。例如在试模过程中进行模具部分的调整与修

护时，接近以往钳工的工作型态，只是现代不是使

用锉刀，而改为采用加工效率较高的电动或气动的

工具，使模具制造更为经济快速。因而应用型高校

学生还是需要具备传统机械的基本操作、安全规

则、加工特性等技能，模具专业的金工实习内容也

要有所针对性。

第八，选购模具材料，由于模具每个零件都有

其不同的功能，自然使用的材料就不一样。适当的

材料才能使设计出来的模具发挥应有的水平和效

益，若材料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模具寿命的减少、

加工效率的降低、制造成本的增加，甚至影响工作

技术人员的安全。

第九，了解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模具的重要零部

件以及影响产品外观的表面需要进行处理。量产是

模具生产的制品的特征，量产则需要模具长期且持

续与生产制品的材料进行接触和加工，为了维持耐

磨性及零件的良好机械性能，需要有足够的硬度，而

需要进行材料热处理。抛光是最常见的一种表面处

理，通过抛光模具表面有很好的表面状况，以提高产

品的光洁度。但是目前材料的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工

作一般由专业厂家负责，模具设计制造技术员只要

了解材料硬度需求和热处理表面处理在模具中的应

用即可，不需要进行具体的处理工作。

第十，了解模具生产设备，模具主要区分为塑

料模具与冲压模具，塑料模具使用塑料成型机为

主，冲压模具则使用冲床为主。模具从业人员要了

解及使用模具生产设备的基本操作，对新设计制造

的模具能进行试模和产品的生产，以及了解模具工

作过程中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条件要求，进一步的可

以为供货商提供工艺优化、产品调试等服务。

4 基于产业需求设置高校课程

课程是横跨于学习者与社会间的一座桥梁，课

程安排与设计对于人才的培养具有直接且重大的

影响，如何设计一具备人才养成及符合产业需求的

课程，不但必须考虑的因素相当多，并且是一种多

方面技能都要胜任的问题。随着科技发展的趋势，

新型态的产业竞争模式因应而起，只有谨慎评估产

业变迁来调整课程设计，才能使高校培养出适应现

今产业需求的专业人才。如何在多重因素中选择

最优的课程规划，笔者运用模具专业岗位技能体系

要求与市场需求来分析解决这个问题，课程设置如

表3所示。

5 结语

模具工程专业教育意义是面向模具产业具体

的专业岗位，解决模具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基于工

作岗位与能力发展结构设置高校模具专业教育课

程，并不断地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进，以使毕业生

的工作能力得到持续性、程序性、完整性的发展，正

如本校2012年模具工程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就有了

很大改善，有效地缓解了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实

践能力与社会产业实际需求之间的产生供需矛盾，

期望笔者的研究经验能为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

课程体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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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于产业需求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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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cultivation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talents’contradic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between working practice ability and social industry’s actual demand，taking mold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it puts forward setting up college curriculums that is in light of industry to construct professionally and

based on professional skill system and market demand in this paper. The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scheme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so as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s with application type.

Key words: Applied undergraduate school；Industrial demand；College curriculum；Mould engineering；

Teaching reform

专业理论学科

1、塑料模具设计★

2、冲压模具设计★

3、电脑辅助模具设计★

4、模具制造技术（含模具标准）★

5、模具新产品新技术☆

6、塑性成型加工技术☆

7、模具材料及热处理技术☆

8、高聚物成型加工原理

9、压铸模具设计制造（选修）

10、锻造模具设计与制造（选修）

11、数值分析计算（选修）

12、工程管理经济（营销方向）

　 专业实践学科

13、模具工厂实习（CNC加工）☆

14、放电加工实习（CNC加工）☆
15、金属成型实习

16、产品实体造型设计实习

17、模具装配实习

18、优化设计（工艺优化实习）★

19、模具检测技术（品质管控实习）☆

20、电脑辅助模具设计实习★

21、精微加工实习

产业需求

产业最需要的能力、研发需要人才、企业主要困难

产业最需要的能力、研发需要人才、企业主要困难

产业最需要的能力、企业主要困难

研发需要人才

研发需要人才、企业主要困难

产业最需要的能力

产业最需要的能力

产业最需要的能力

就业需求

就业需求

就业需求

就业需求、产业最需要的能力

研发需要人才、急需专业技术

研发需要人才、急需专业技术
产业最需要的能力

产业最需要的能力

产业最需要的能力

产业最需要的能力、急需专业技术

产业最需要的能力

产业最需要的能力

企业主要困难、急需专业技术

模
具
应
用
型
人
才
培
养
核
心
课
程

产
业
需
求
与
课
程
对
应
知
识
结
构

专业基

础课程

机械制图及计算机绘图、机械制造工艺与装备设计、精密测量技术、公差与配合、机械加工实习（金

工）、数控机床与数控编程、液压及气压技术、工程力学、机械制造基础、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电机

学、数控加工实习。
公共基础课程：教育部门规定执行

★重点核心课程；☆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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