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在提出“中国制造 2025”的大背景下，3D 打印技

术作为先进制造的一项重要技术手段，正在迅速崛起，也为传

统加工方法锦上添花。探讨加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理念，深化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激发职业院校学生学习兴趣与潜能，推动

技能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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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技术的快速发展充分调动了高职院校对数字化设

计与先进制造技术发展应用的积极性，促进高职院校对学生培

养目标的及时调整，以适应迅速发展的、智能化的新时代。
一、“3D 打印 +”模式成为未来发展趋势，为学生提供创

新创业的新机会

3D 打印技术改变了传统制造的减材或等材的加工方法，
属于数字化智造的快速增材制造技术， 具有不受产品复杂程

度限制、提高材料利用率、加快生产速度、减少反复设计次数、
实现集成优化设计和个性化定制等优点。 3D 打印技术在工

业、航天、汽车、军事、建筑、日常用品、动漫、生物医学、牙科、
首饰、教育、娱乐、文化创意、文物考古、交通工具等衣食住行

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应用，逐步形成“3D 打印+”模式。在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口号的带动下，这种模式的出现为各个

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创新创业的新机会。 他们可以将自己所学

专业与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 在拥有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发挥

3D 打印的优势，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业路。
3D 打印在科研领域、市场领域和生产领域中也发挥出它

的巨大优势，尤其在市场领域，针对新产品上市初期，生产商

可以直接通过 3D 打印制造出多款产品进行群众 性 测 试，测

试之后对大众热衷产品进行大规模生产， 可以做到完全针对

市场，直接面向消费需求做到有的放矢。
二、数字化设计与 3D 打印相结合是机械设计发展的必然

趋势

数 字 化 设 计 是 基 于 三 维 建 模 软 件 类 似 于 Creo、UG NX、
SolidWorks 等主流 CAD 软件进行构思与设计的一种方法，区

别于通过力学、数学建模等方式，运用计算、类比、经验公式等

方法长周期、低效率的传统设计方法，它直接从三维出发，更

关注于产品自上而下的设计， 它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的图形表

达，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设计和创造性思维。并且设计出来

的产品可以快速检验设计思路，加快设计进度，直观性强，及

时改进，效率高，实用性强。 数字化设计是新时代设计人才的

必备能力，也是产品设计开发各环节中的基础，这就为教学提

出了相应的新目标 [1]。
三维软件的学习是数字化设计建模的基础。 在平时的软

件学习课程中要加强建模思路的培养，强化读图能力，要做到

快速读懂图纸，建出模型，以适应紧张的比赛与竞争激烈的工

作岗位。
将数字化设计与 3D 打印相结合，通过打印的产品及时修

改数字模型，可助力产品快速创新；可快速形成产品的模具；可

实现产品的快速制造……是机械设计专业发展的新出路。
要求锻炼学生的机械创新设计能力和对先进制造方式的

运用，促使其在平时多观察多思考，把生活中常用的机构运动

形式有所掌握。解决问题是创新的唯一途径，我们要不断地发

现问题，寻找对策，试错，直到解决问题。创新的基础来源于解

决问题， 通过解决一开始对策中出现的问题思考如何使方案

变得更好就是创新的过程。 物联网之父凯文·阿什顿认为，在

解决问题中再出现新的问题，然后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逐

步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循环是创新唯一的途径 [2]。
三、加强三维软件运用，利用软件优化辅助教学

各高校在大学一年级都要开设《机械制图》课程，这门课

程能锻炼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思维可视化能力，但对于刚入学

的大一新生来说比较困难。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

力，使其能够读懂图纸，教师可以借助于三维软件帮助学生构

建空间思维，引导他们如何去想象组合体的构成以及立体的形

成方式，同时也为后期学习软件奠定一定基础。 三维软件的建

模要在读懂图纸的前提下才能正确建模，正确表达产品结构。
《机械设计基础》中的机械原理部分理论性和系统性都较

强，学生不易理解。 在讲解机构的运动和分析传动装置的部分

引入软件辅助教学，进行运动仿真都会很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掌

握运动过程，可以直观地展示出产品设计过程，为学生理解掌

握机械设计，培养创新设计、创意思维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结语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正在成为现在生产的重要方式， 因此

相关人才的培养刻不容缓。 各种相关大赛为教学和人才培养

提出了新的思考和要求。教学改革、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是需

要与时俱进的，要跟上未来发展趋势，新时代的数字工匠与先

进制造技术的结合运用是我们高职高专类院校重点培养的目

标和方向。积极与企业合作，以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以各

类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大赛为抓手，学习新思想及时更新教

学理论，立志于培养新时代高职技术人才，一起开启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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