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焊接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焊接技术应用

专业代码：660105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

3年

四、职业面向

表 1 本专业职业面向

专业大类

（代码）

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领域举例

装备制造大

类

（66）

机械设计制

造类

（6601）

金属制品业（33）；

通用设 备制造业

（34）；

专业设 备制造业

（35）

机械热加工人员

(6-18-02)

普通焊接操作

特种焊接操作

焊接质量检验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面向制造类企

业，培养从事焊接操作、焊接质量管理与检测、焊接设备管理与维护、

焊接设备及焊接材料的营销与售后服务等工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二）培养规格

1.职业素养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自觉遵守行业法规、规范和企业规章

制度。

（2）具有创新精神和服务意识。

（3）具有健康的心理和乐观的人生态度，有较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团队合作精神和优质服务意识。

（4）具备获取信息、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5）具备借助词典阅读外文技术资料的能力。

（6）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7）具有安全文明生产、节能环保和遵守操作规范的意识。

（8）具有控制焊接质量意识。

2.专业知识和技能

（1）具备识读焊接装配图、绘制简单机械零件图的能力，具备利用

计算机处理图样的能力。

（2）掌握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的基础知识。

（3）具备焊接冶金的基础知识，掌握金属材料的焊接性能。

（4）掌握常用焊接方法和焊接设备的基本知识。

（5）具备选择并实施焊接工艺的能力。

（6）掌握普通焊接的操作技能，并取得焊工（中级）职业资格证书。

（7）具备选择检验部位、检验方法及分析和处理焊接缺陷的基本能

力。



（8）具备使用与维护焊接设备的能力。

（9）具备焊接生产管理与组织的基本知识。

3.专业（技能）方向——普通焊接

（1）掌握焊接材料的种类、性能，能正确选择和使用焊接材料。

（2）掌握普通焊接的基本操作技能，能按工艺要求实施普通焊接操

作，完成结构件的焊接。

（3）能完成普通焊接设备的安装与调试，能对焊接设备进行维护。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表 2 公共基础课程列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教学要求及主要内容 参考学时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8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3 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4 哲学与人生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5 职业道德与法治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6 职业核心能力
依据学校《职业核心能力认定办法》开设，并与专

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8

7 语文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开设，并与专 216



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8 数学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数学课程标准》开设，并与专

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216

9 英语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标准》开设，并与专

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216

10 历史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历史课程标准》开设，并与专

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72

11 信息技术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08

12 艺术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艺术课程标准》开设，并与专

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13 体育与健康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44

14 物理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物理课程标准》开设，并与专

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54

15 化学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化学课程标准》开设，并与专

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54

1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限

选）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方案》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8

17 职业素养（限选）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方案》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8

18 劳动教育

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

础课程方案》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

结合

18

19 军事理论与技能 依据社会实践课程要求，结合学校实际 56



（二）专业基础课程

表 3 专业基础课程列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教学要求及主要内容 参考学时

1 机械识图
掌握机械制图的基本知识、投影原理、图样表示法和有关国家标

准，能识读简单的零件图和装配图。
72

2
金属材料

与热处理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是培养中级技术工人所必须的一门技术基础

课。其内容包括钢铁的冶炼、金属的性能、 金属学的基础知识、

钢的热处理及金属材料部分。掌握常用金属材料的牌号、成分、

性能及应用范围；了解金属材料的结构及其成分、组织和性能之

间的一般关系；明确热处理的目的。

36

3 机械基础

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以机械制造工艺过程为主线，了解从毛坯

生产到机械产品装配的工艺方法、主要设备、工件定位装夹、测

量调整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结合专门工艺学，能进行零件的工艺

分析，编制简单零件的工艺过程。

36

（三）专业核心课程

表 4 专业核心课程列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教学要求及主要内容 参考学时

1

金属焊接

与热切割

作业

掌握常用的焊接原理和切割原理；掌握基本的焊接和切割加工方

法。焊接与切割基础知识；焊接与切割安全用电;焊接与切割防

火防爆；焊接与切割作业劳动卫生与防护；特殊焊接与切割作业

安全技术；气焊气割；焊条电弧焊与碳弧气刨；埋弧焊；气体保

护电弧焊等相关安全内容。

36

2 焊接检验

了解焊接生产中质量体系及质量控制的管理知识，掌握焊缝外观

检测、射线检测、磁粉检测、超声波检测和渗透检测等探伤工艺、

质量评定、探伤操作及标准应用。

54

3
焊接结构

生产

了解焊接应力与变形产生的原因及防治措施。了解焊接结构零部

件的成形加工、装配测量、装配工艺和工艺规程的实施，掌握焊

接生产安全知识，掌握典型焊接结构生产的基本知识与操作方

法，能识读典型焊接结构图，能初步制定焊接结构生产工艺，能

36



生产焊接结构件，能进行焊接结构装配及测量，能初步组织焊接

结构生产。

4
焊接方法

与工艺

了解各种焊接方法的基本原理及使用范围，了解不同焊接方法的

特点，能正确选择焊接工艺参数，掌握常用材料的焊接工艺，掌

握焊接操作技能，会维护特种焊接设备。

144

5

焊接中级

工技能鉴

定理论

掌握金属学及热学处理基础知识、焊条电工基础知识；掌握焊接

电弧及焊接冶金知识、焊接工艺及设备知识、常用金属材料焊接

知识、焊接应力和变形知识、焊接检验知识；了解机械加工常识、

生产技术管理知识

72

（四）专业拓展课程

表 5 专业拓展课程列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教学要求及主要内容 参考学时

1
机器人焊

接技术
主要介绍机器人焊接工艺及焊接操作过程。 36

2
工业机器

人编程
主要介绍工业机器人的离线编程操作。 36

3
管道焊接

技术
主要介绍各种管道的焊接工艺及操作过程。 36

（五）综合实践教学

表 6 综合实践教学课程列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教学要求及主要内容 参考学时

1
焊接基本

技能实训

掌握焊条电弧焊、CO2 气体保护焊、钨极氩弧焊的基本操作技能

和安全常识，掌握气焊、气割的基本操作技能和安全常识。
108

2

焊接中级

工技能鉴

定实训

掌握焊接材料的选用方法；能熟练运用焊接方法解决问题；掌握

工具、设备的使用与维护；经考核能取得相关的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四级）

108

3 顶岗实习 了解企业文化，完成企业实践任务。 480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安排表见附件 1。

（二）学分学时分配表见附件 2。

（三）教学进程安排表

表 7 教学进程安排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一

年

级

第一

学期
∥ ∥ ● ◎

第二

学期
◎

二

年

级

第三

学期
◎

第四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三

年

级

第五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六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入学教育 ◎---考试 〓---假期 ▲---或综合实践 ◇---毕业设计（论文）

★---机动 ∥---军训 ﹟---校公益劳动 ☆---顶岗实习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本专业共有专任教师 8名，其中副高以上职称教师 4 人，高级技师

3 人，研究生 2 人，具备“双师型”素质教师 5人；兼职教师 4 人，具

体师资配备见表 8、表 9。

表 8 专任教师配备一览表

序

号
姓 名

出生

年月

性

别
学历 专业技术职务

职业资格

等级

是否“双

师型”
讲授的课程

备

注

1 刘强 1975.11 男 本科 一级实习指导 高级技师 是 焊接生产基础



2 吴玉鹏 1982.12 男 研究生 讲师 高级技师 是 特种焊接方法与工艺

3 孙瑞 1988.12 男 本科 一级实习指导 技师 是 金属熔焊基础

4 党永丰 1981.11 男 研究生 讲师 高级工 是 焊接检测

5 杨曦 1991.08 女 本科 助理讲师 否 机械基础

6 林广飞 1993.02 男 本科 二级实习指导 高级技师 是 焊接基本技能实训

7 母义珍 1995.12 男 本科 高级工 否 焊接结构生产

8 宋正雷 1993.03 男 本科 高级工 否 机械识图

表 9 兼职教师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职业资格 所在单位

从事的技术

领域/工作

岗位/从业

时间

讲授的课程（学

时/年）及承担的

主要工作

备注

1 赵一鸣 男 46 大专 高级技师
宁夏天地奔

牛有限公司

焊接工艺 焊接检测实训

2 武振忠 男 62 大专 高级技师
中色东方有

限公司

焊接技术 金属加工实训

3 张志国 男 40 大专 高级技师
中色东方有

限公司

有色金属焊

接

焊接基本技能实

训

4 李双宁 男 58 大专 高级技师
中色东方有

限公司

焊接工艺 焊接专项实训

（二）教学设施

焊接技术应用专业依托石嘴山市公共实训中心，形成焊接实训基地、

检测实训室、机器人焊接实训室和机电一体化实训基地及多家区内外实

习基地共同构成的集教学、培训、竞赛三大功能于一体的，具备区内领

先的校内、外生产实训基地。

表 10 焊接技术应用专业实验实训场地一览表
序

号
实验实训场地 主要设备 工位数

面积

（m²）
实训室功能 备注

1 焊接实训室

氩弧焊机、CO2气保焊

机、逆变直流焊机、埋

弧焊机、焊接工作台

40 1000

焊接实训车间主要用

于焊接技术专业学生

的实习实训，焊接职

业技能等级鉴定，承



焊接除尘系统、等离子

切割机、虚拟焊接机

磁粉探伤仪、超声波探

伤、X 射线探伤机、交

直流方波

办市级、区级职业技

能大赛，技能大赛学

生的日常训练，企业

员工的实操培训等。

2 智能制造车间
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

机器人、焊接机器人
6 100

主要用于焊接机器人

实训教学任务。

3 金相及力学实训室
金相显微镜、拉伸试验

机
10 100

主要用于金属材料金

相实验与力学性能试

验。

4 钳工实训室 1 台虎钳、砂轮机、台钻 45 98

主要进行金工实习实

训、钳工的基础知识

训练和综合技能训

练。

表 11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一览表

功能
场地

面积

内容

主要课程和岗位 鉴定工种

焊接生产车

间
1200平米 焊接设备实训 机器人焊接实训 焊接检验 焊工中级工

表 12 校外实习基地一览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企业对

接人
对接人电话

1 宁夏共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心南街 199 号 王丹 18195165977

2 舍弗勒 庐山北大道 488 号 叶老师 13627081205

3 天地奔牛集团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金工路 1号 曹伟 0952-2174580

4 宁夏维尔铸造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大武口向阳街 徐部长 15379528809

5 杉杉能源集团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杉杉大道 1 号 石永芳 18995231876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优先从国家和省两级规划教材目录中选用教材。教材选用注重实用，

教材内容侧重当前行业主流技术并有一定的超前性，注重多媒体技术与



传统纸质教材的结合，增加教材的新颖性,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

生在灵活的学习中拓展本学科领域的知识面。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

突出技能训练 ,鼓励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特色鲜明的专业课校本教材。

2．图书配备

学校图书馆藏书 15.7 万册，拥有电子图书 40万册，电子期刊 1600

种。

3．信息化资源

学校数字教学资源比较丰富，教学资源达 8569 条 1.44TB，其中视

频动画 101 个 40G；数字图书馆建设有自助借阅查询机、24小时自助图

书馆等数字化设备，拥有电子图书 40万册，电子期刊 1600 种。学院加

大生产性实训教学资源的配备和开发，结合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推动虚

拟仿真教学平台和“互联网+”教育。

（四）教学方法

1．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要求、学生能力与教学资，采用适

当的教学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2．公共基础课可以采用讲授式教学、启发式教学、问题探究式教学

等方法,通过集体讲解、师生对话、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演讲竞赛等形

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的学习以及再教

育奠定基础。

3．专业基础课程可以采用一体化教学、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



项目式教学等方法，利用集体讲解、师生对话、小组讨论、案例分析、

模拟实验等方法，配合实物教学设备、多媒体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资

源等手段，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比较抽象的原理性知识。

4．专业技能课程可以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任务驱动式教学、项目

式教学等方法组织教学,利用集体讲解、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分组训练、

综合实践等形式,配合实物教学设备、多媒体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资源、

仿真模拟软件等手段。

（五）学习评价

坚持课程考核工作公平、公正、诚信、严谨的原则；坚持考查和考

试相结合；坚持过程和结果相结合；坚持考试考核方式多样化。

1．课程成绩构成

A类课程（纯理论课程）中考查课的成绩构成比例为平时成绩占 40%，

期末成绩占 60%；考试课程的成绩构成比例为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

占 70%。B类和 C类课程（理论加实践类课程、纯实践类课程）无论考试

课还是考查课，平时成绩占 30%，过程性考核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40%。

2．记分

所有成绩无论考查还是考试课程以百分制记分，即平时成绩、过程

性考核成绩及期末成绩均记 100 分，按成绩构成比例折算课程考核最终

成绩。



3．平时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由期中考核、平时测验、日常考勤、平时作业、课堂讨论、

实习报告或调查报告等构成。

4．过程性考核成绩构成

B和 C类课程中的课堂实践任务完成情况构成的过程性成绩。该两

类课程应注重过程性考核，实现全程监控和沟通，做到因材施教，考核

方式和内容适应学生的学习和思维习惯。

5．期末成绩构成

期末考试成绩构成期末成绩。其中 A和 B 类考试课程以闭卷笔试的

形式确定期末考试成绩，考查课程可以闭卷考试、开卷笔试、口试、口

笔试结合、答辩、论文、上机或实践操作等多种形式中的一种或几种形

式确定期末考试成绩；C类课程中的考试课程以抽测学生本课程的实践

教学内容掌握程度确定期末考试成绩，考查课程也可根据实习作业、报

告等评定期末考试成绩，无论 B 类或Ｃ类课程，在采取实践操作形式的

考核中均要制定相应的考核方案和评分标准。

6．其他

为取得技能等级证书开设的课程，可采用鉴定考试成绩认定的办法

确定课程成绩，即鉴定成绩等同于课程成绩。

学生顶岗实习或工学交替按学校顶岗实习管理办法评定成绩。

（六）质量管理



实施满足社会实际需要，本着实用、够用、会用的原则，构建以能

力为本位的人才培养方案，并在专家委员会的指导下实施动态调整机制,

教学质量管理严格执行学院相关制度，采用工学结合、加强实践环节的

评价体系，激励学生以积极态度完成实践教学顶岗实习，达到“培养职

业意识、提高职业能力、强化综合素质”的教学目标。积极做好毕业生

考试模式改革和探索，做好毕业生“双证”考核工作，提高学生就业率。

教学质量评价方式：

1．学生评价：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学生网上评教，了解教师授课

情况，听取学生意见和建议，将教师教学质量与师德业绩挂勾，督促教

师不断提升教学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2．教师评价:定期召开教师教学座谈会，发放教师评学调查表，了

解学生学习情况，听取教师意见和建议。

3．校内教学督导评价：定期与校内教学督导交流，了解学生上课、

教师到岗情况，听取校内教学督导意见和建议。

4．用人单位评价：定期与用人单位交流，听取用人单位对学校和学

生培养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学生在企业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九、毕业要求

（一）修读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全部必修课及限定选

修课成绩合格方可准予毕业。

（二）职业资格证书要求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1+X”证书制度试

点要求，本专业毕业可取得以下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表 13 资格证书

序号 考证名称 考证等级 备注

1 焊工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必考） 中级

2 热切割与焊接操作证（选考）

3 特种焊接证书（选考） 初级

十、附录

附件：1、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安排表

2、学分学时分配表

3、课程体系结构图



附件 3：

课程体系结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