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工程训练总结报告 金工实习工程训
练总结(通用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报告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工程训练总结报告篇一

刚开始的时候听说工程训练这个课，我一直不明白到底上做
什么的，看了课表后才明白上的是动手能力的课。让我们在
一个从未了解的东西中去探索，发现，也开发了我们的潜能，
起到动手又动脑的作用。对于我个人，我认为这次训练非常
有意义，非常有必要。无论是操作还是理论，从听课到交谈，
还是从所听到所闻，每时每刻、每一堂课，都让我有所感动
和收获，许多不可言语表达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收获。

一.规范了自己做事的行为。

我们首先上的是工程实践概论，这是一堂理论课，没有去车
间实际操作。在课上，老师先讲了一些工程训练课相关内容，
比如什么是工程训练课啊，工程训练课包括什么啊，为什么
大学生要修这门课啊以及在车间实际操作时应当注意的一些
安全问题等。其实说实话，我当时听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
可能是因为没有实际去操作过的原因。后来，老师又跟我们
讲了一些上课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不能穿高跟鞋啊，不能
穿短裤啊等一些课堂纪律。在后来的课程中，我都严格按照
规范来操作，觉得以前做事毛毛躁躁的自己竟然也能把事情
做的井井有条。

二.锻炼了自己动手操作的能力。



给我印象最深的课程是钳工课程，印象深是因为它累人，我
一度觉得把那么粗一根铁柱锯断是不可能的。在经历了手臂
前后机械运动近10分钟后，我还是光荣的把它锯断了，伴随
而来的是手臂的酸痛和锯条的发烫。接下来还要经历打磨的
过程，总的来说，钳工届时一个字，累。但是经过别人的介
绍，我知道，高技能的钳工在企业里工资是很高的，所谓高
级蓝领。当然我以后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但是还是告诉了
我们，无论是看上去多简单机械的工作，深入看都是很细致
的细节组成的，要做好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工程训练总结报告篇二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机电一体化又称机械电子工程，是机械
工程与自动化的一种。机电一体化最早出现在1971年日本杂志
《机械设计》的副刊上，随着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快速发展，
机电一体化的概念被我们广泛接受和普遍应用。随着计算机
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机电一体化技术获得前所未有
的发展。现在的机电一体化技术，是机械和微电子技术紧密
集合的一门技术，他的发展使冷冰冰的机器有了人性化，智
能化。

通过能源综合实习训练，我了解和熟悉了主要发电方式的生
产过程与主要设备以及电厂金属材料、电厂水处理和电厂环
保方面的相关知识，知道了不同能源的优缺点。

作为一名工科生，我们除了应具备较强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
业技术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定的机械制造的基本工艺知识，
而通过具体形象的工程训练课，我们了解到了这些工件的制
造过程，也更好地掌握了这些工艺知识。

工程训练总结报告篇三

这学期我们开设了工程训练这门课程，在这门课程中涉及很
多的机械类加工课程如车削、数控车削、数控线切割、数控



铣削、铣削、焊接、铸造、钳工、自行车拆装共九大类课程。
虽然每门课程所学习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二十五分钟，但是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却能够让我们对所学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

我做的第一个实验是“车削”，刚进实训室时，我一脸的茫
然，因为这些机械我好陌生，可以说是第一次见；看到那么
多要操作的手柄，心里一阵发怵，生怕一个错误的操作，不
仅损坏了机器，还伤害了自己。由此对老师的敬意油然而生。
我觉得老师好厉害，用目测就知道距离，而且老师做的工件
那么完美。虽说是“庖丁解牛”，但我还是又敬佩之意。我
认真的听完老师讲的操作过程以及要慎重注意的地方，开始
了工件的操作，虽然过程中还是有失误，因为一紧张移动了
错误的手柄，还好及时挽救了回来。成品还不错，自己比较
满意。我想学校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
亲自参与，熟悉简单，基本的机械工业操作。

在工程实训期间我们有时要和不是自己班的同学一起完成工
作，我们和其他专业同学的知识侧重点不同，但是仍可以在
一起合作，我们有着明确的分工，各司其职，每个人都能活
动中得到锻炼。很多的实训多要团队合作共同商量完成。任
何一件小成就的背后都有一个集体，呵呵，团队合作也是除
了机械操作知识的另一个收获吧。

在我所选的课程中我比较喜欢的是车削、数控加工类的、铸
造、铣削。我想大家和我一样在刚学习的时候对这些都是陌
生的，但我心里却充满着好奇。我在刚进入铣削的实训室时，
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并不知道那些机器是干嘛的，在
老师的讲解下我知道了车床的型号分类、知道了什么事卧式
车床、车刀、车床的进给方式；并在老师的引导下成功的加
工了工件。我很喜欢数控类的实验，可能是觉得它很神奇的
缘故吧！只要把程序输入进去，他不但可以检验对错，还可
以把工件加工出来，我对此很好奇。在数控线切割中我依照
老师所讲的设计程序要求，自己编写了一个小的五角星加工
程序。因为时间的缘故，老师并没有讲怎么编写一些复杂的



程序，只是讲解了一下基本的设计程序，以及机器上按键的
含义。所以这个实验就只是了解了一下，同时把自己的程序
输入就行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懂得了数控程序是部分控制整
体；若一组程序计算错误，那么整个工件则加工不出来。其
实这也让人很恼火。同时还熟悉了数控机械的基本编程。

在钳工实训中看到老师的那双巧手，特别羡慕。只见老师只
是简单的挫了几下一个漂亮的作品就诞生了。但是自己亲自
动手操作时不是那么容易了，就是想要挫个平面都是那么的
难啊。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不断的改造、询问、
打磨，最终完成了作品，突然间特别的有成就感。后面的一
些课如焊接、铸造等就是技术实践性比较强的课了。但只要
按照老师的操作步骤来做还是挺容易的，我也很轻松的就完
成了操作流程。在实训中也没有发生安全事故。

在焊接加工课程中我是最害怕的，我每次拿起是总是手在颤
抖，害怕一不小心弄伤自己或碰到同学，但在老师细心的讲
解我明白什么焊接，焊接有很多种：二氧化碳保护
焊，mag、mig、螺柱焊都是属于电弧焊接点焊、缝焊等属于电
阻焊电阻焊是将被焊件置于两极之间加压，并在焊接处通以
电流，利用电流流经工件接触面及其邻近区域产生的电阻热
将其加热到溶化或塑性状态，使之到达金属结合而成牢固接
头，老师的讲解让我对焊接加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在动手
操作中我们的任务是所焊接的图形必须是呈现鱼鳞状；有两
种画法：画圆圈法和画“z”字型。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圈也让
我手中的焊头老是粘在铁板上， 最后经过多次的练习，终于
成功的完成了本次实训的要求。

工程实训课让我对各种机械设备的操作有了初步的了解，我
想让我得到更多的是实训中的互相帮助的团队精神，在钳工
实训中我知道了坚持就是胜利。数控加工让我知道了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加工出想要的东西就必须要写出对的
程序。我对实训课并没有太多的建议和要求，就是觉得是不
是应该将实训的时间应该稍微的延长点，可以对一个到两个



实训课程进行重点的讲解，以加深我们对它的印象；可能是
专业的侧重点不同吧，所以对我们的要求不太高。

我认为工程实训对学生的全面发展非常好。总而言之，在这
次实训中我收获很多，对自己的不足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以
后还要更加努力。

工程训练总结报告篇四

每一个设备都在工件加工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
掌握这些设备的操作技能的师傅们是值得敬佩的人。几天的
课程虽然短暂，但每一次老师的教诲都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
年的的经验之谈，至少我是受益匪浅。可以说，这次训练给
我提供了一个了解工厂生产的平台，让我学习知识，动手实
践，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当然，工程训练作为我在武汉大学生活学习的一部分，给我
带来了许多乐趣。从中学到了许多，见识了许多，因此对生
活中一些机械设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让我感受到实
践的重要性和乐趣。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想当然就可以做到的，
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有个深入的认识，才能做好。最后感谢老
师的耐心指导。

上个学期的时候，每天都看到好多人穿着军训服，当时就很
好奇，不是都军训完了吗，怎么还有人穿这衣服啊?后来听同
学说了才知道，原来学校还有工程训练课，可是一直没有机
会接触。到了这学期终于有机会了，心里充满了期待，可以
见识一下这门课了。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动手能力比较强，
因为我比较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所以我就在想在工程
训练的课上大展宏图一番。

可是当我真正知道这些课，真正上了这些课才知道，我错了。
它们原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这学期我们一共选了十节课，
分别是工程实践概论，车销，数控线切割，数控线车销，铣



销，铁艺，焊接，陶艺，铸造，企业运营模拟实战。

我们首先上的是工程实践概论，这是一堂理论课，没有去车
间实际操作。在课上，老师先讲了一些工程训练课相关内容，
比如什么是工程训练课啊，工程训练课包括什么啊，为什么
大学生要修这门课啊以及在车间实际操作时应当注意的一些
安全问题等。其实说实话，我当时听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
可能是因为没有实际去操作过的原因。后来，老师又跟我们
讲了一些上课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不能穿高跟鞋啊，不能
穿短裤啊等一些课堂纪律。最后，老师在多媒体上给我们展
示了一些工程训练课的相关图片，虽然只是图片，但正因为
是图片才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对后面的九节课充满了好奇
心。

我第一节实际操作的课是陶艺，我们在一个不算大的教室里，
一进去老师就叫我们先每人去选一块泥巴，然后老师便开始
摆弄他手里的泥巴，一边捏一边给我们讲：说要把泥巴捏的
软硬均匀，否则一会就会不成形，捏好了之后又通过在那个
转盘上实际的操作，很快就出来了一个罐子的形状，我们都
感叹老师的技术，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实际操作了，我信心
满满地找到我自己的操作台开始构造我的作品，但是弄了半
天它都不转，我不得不寻求老师的帮助，终于在老师的帮助
下我完成了我的作品，一个小罐子，虽然不怎么好看，但是
老师还是给我打了88分。

之后我又连续上了车削、铣削、铁艺、焊接、铸造、这几门
课，车削跟铣削其实很像，都是用机床把一个铁制的东西通
过削制成一个零件，操作工序也比较像。然后是铁艺、焊接、
和铸造，铁艺是我觉得这几门课中最好玩的一个，我们组做
的是一个立体的落地扇，不过老师说，要是我们不告诉他他
根本看不出是落地扇，说我们做的好抽象啊!焊接一般对于女
生来说都不是很喜欢，看着觉得好危险，但是当我自己实际
操作了才发现，其实也没有多么可怕，老师跟我们讲的很清
楚，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操作其实还是比较简单，就是有时候



焊条会粘在上面，火花有点大。铸造是我觉得最难得一个，
步骤特别多，要求特别严，一个地方不小心就要重做，不然
做出来的东西就不合格，虽然我很仔细的挺老师讲，但最终
还是因为一点小问题做出了不合格的飞机，只得了75分，尽
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挺开心的，最起码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
来了。

再后来我又上了数控线车削和数控线铣削，这两个都是要编
程序的，对于我这个学文的来说有点难度，虽然老师讲得很
清楚，但是我还是有点似懂非懂，后来请教了老师才弄懂，
当我们把程序写好，输进机床，上面显示正确，我们都松了
一口气，暗自自诩，其实也没有这么难嘛!还有企业模拟运营，
虽然说这个似乎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我还是通过
这节课了解了很多关于公司运营的知识，增长了见识。

通过上这十门课，我的动手能力加强了，看到了很多以前从
来没看到过的东西，也学到了很多，又增添了几个基本技能，
开拓了视野，丰富了知识。

工程训练总结报告篇五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机电一体化又称机械电子工程，是机械
工程与自动化的一种。机电一体化最早出现在1971年日本杂志
《机械设计》的副刊上，随着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快速发展，
机电一体化的概念被我们广泛接受和普遍应用。随着计算机
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机电一体化技术获得前所未有
的发展。现在的机电一体化技术，是机械和微电子技术紧密
集合的一门技术，他的发展使冷冰冰的机器有了人性化，智
能化。

通过能源综合实习训练，我了解和熟悉了主要发电方式的生



产过程与主要设备以及电厂金属材料、电厂水处理和电厂环
保方面的相关知识，知道了不同能源的优缺点。

作为一名工科生，我们除了应具备较强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
业技术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定的机械制造的基本工艺知识，
而通过具体形象的工程训练课，我们了解到了这些工件的制
造过程，也更好地掌握了这些工艺知识。

每一个设备都在工件加工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
掌握这些设备的操作技能的师傅们是值得敬佩的人。几天的
课程虽然短暂，但每一次老师的教诲都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
年的的经验之谈，至少我是受益匪浅。可以说，这次训练给
我提供了一个了解工厂生产的平台，让我学习知识，动手实
践，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当然，工程训练作为我在武汉大学生活学习的一部分，给我
带来了许多乐趣。从中学到了许多，见识了许多，因此对生
活中一些机械设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让我感受到实
践的重要性和乐趣。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想当然就可以做到的，
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有个深入的认识，才能做好。最后感谢老
师的耐心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