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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高素质工程人才的需求增加，新工科教育模式应运而生，其中材料类专业的计算机

辅助制图课程(以AutoCAD为例)的教学改革尤为关键。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教材

内容老化、学生主动学习意识不足、师资专业发展不足、缺乏实践机会和评价体系单一。随后，基于新

工科建设目标和OBE (Outcomes-Based Education)理论，提出了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强调跨学科融合、

实践创新和创新思维的培养。课程教学设计包括4个学习版块和17个目标任务，涵盖从机械设计基础到

综合绘图能力的提升，以实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目标。最后，本课程通过目标任务与知识点的

融合、教学内容与实施要求的紧密结合，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工程技术人

才，以适应未来工业和技术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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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high-quality engineer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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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model has emerged, among which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mputer-
aided drafting courses (taking AutoCAD as an example) for materials majors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teaching, such as outdated textbook 
content, insufficient student initiative in learning, inadequat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lack of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and a single evaluation system. Subsequently, based on the goals of 
the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 theory,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urriculum reform was proposed, emphasiz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practical in-
nov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course teaching design includes four learn-
ing sections and 17 objective tasks, covering the improve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basics to com-
prehensive drawing skill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gradually progressing from 
shallow to deep. Finally, this course aims to cultivate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alents with inter-
national perspectives,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arget 
tasks and knowledge points, and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re-
quirement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future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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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对高素质工程人才的迫切需求，新工科教育模式应运而生。新工科教育

强调跨学科融合、实践创新和国际视野，致力于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工业和技术发展的应用型人才[1] [2]。
在此背景下，材料类专业作为新工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计算机辅助制图课程(后文中均以 AutoCAD 课

程代替)的教学改革显得尤为迫切。材料科学与工程是支撑现代工业发展的关键学科之一，而计算机辅助

制图技术作为材料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对提升材料工程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具有重要影响。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的培养[3]。因此，对 AutoCAD 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探索与新工科教育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已成为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问题[4]。本文旨在探讨新工科背景下材料类专业 AutoCAD 课程的教学改

革与实践。通过对现有教学模式的深入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旨在培养学生

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和提升其创新设计能力。 

2. 存在的问题 

材料类专业的 AutoCAD 课程是培养学生空间想象力、设计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重要环节。然而，当前

教学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5] [6]： 
1) 教材内容老化：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AutoCAD 软件的功能和操作也在不断进步，但一些教材内

容未能及时更新，无法反映最新版本的软件特性。 
2) 学生主动学习意识不足：课程过于依赖传统的讲授和示范，学生缺乏主动学习和探索的能力，不

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参与度，这在长效学习和职业发展中可能成为障碍。 
3) 师资专业发展不足：专业教师可能在 AutoCAD 的深入应用上存在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指导学生

进行复杂设计和分析，影响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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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缺乏实践机会：课堂教学往往集中在理论知识上，缺乏足够的实践操作，使学生难以深入理解和

熟练掌握 AutoCAD 的高级功能，影响了教学效果[7]。 
5) 评价体系单一：考核方式可能过于侧重于绘图结果的准确性，而忽视了设计创新、问题解决等能

力的评估。 
针对这些问题，教学改革需要着重在课程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创新、实践机会增加、师资培训、评

价体系完善以及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等方面进行改进。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提高 AutoCAD 课程的教学效

果，更好地满足材料类专业学生的教育需求。 

3. 课程改革理论依据 

新工科建设目标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AutoCAD 课程应通过项目式学

习、设计挑战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新工科倡导学科交叉，AutoCAD 课程应融入材料科学、机械

设计等相关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OBE 理论以成果为导向，AutoCAD 课程应加强实践环节，

使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掌握软件应用，提升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8]。随着技术发展，AutoCAD 课程内

容需不断更新，反映最新软件功能和行业标准，确保教学与行业发展同步。OBE 理论倡导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方法，鼓励采用案例教学、项目驱动等多样化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9]。建立

以学生学习成果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不仅评价学生的操作技能，还要评价其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10]。
运用信息技术，如在线学习平台、虚拟仿真等，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实践环境。根据学生反馈

和行业需求，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实现教学的持续优化和改进。鼓励教师参与行业实践，提高其

专业实践能力，使教师能够将最新的行业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11]。 
新工科建设目标与 OBE 理论的结合，为材料类专业 AutoCAD 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

路径，旨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4. 课程教学设计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urse teaching design content 
图 1. 课程教学设计内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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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学时及培养目标要求，拟定新的教学大纲[12]，本课程共设计构建四个学习

版块，每个学习版块有对应的目标效果要求及相关的项目案例，共有 17 个目标任务[13]。如图 1 为课程

四个学习版块和所有项目的整体设计情况；图 2 为典型案例示意；将 AutoCAD 课程的教学内容整合到

17 个对应目标任务中，每个目标任务都由知识点、操作演示、疑难解答、实战练习等部分耦合形成一个

完整机体，重新构建的学习内容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至接近实战的原则。 
 

 
Figure 2. Typical target task overview [13] 
图 2. 典型目标任务简况[13] 
 

(1) 学习版块一。机械设计基础知识。本课程是以机械设计基础知识为基础，培养学生能够正确选用

工程技术软件(AutoCAD)，绘制符合国标的图纸，在机械产品的构思–设计–制造等工程实践过程中起到

良好的辅助作用，能有效地解决技术上的问题，能与业界同行进行有效的技术沟通和交流。本版块设计

了一个目标任务要求，即要求学生在学习完本版块内容后根据个人的学习经历绘制一幅自己理解的机械

设计流程图(学生在线提交作业后可查看参考标准流程图)。这既是引导学生对所学理论课程的复习巩固，

又是培养训练学生在各种创作过程。 
(2) 学习版块二。基本图形元素的绘制和编辑。根据课程知识点情况共设计了四个目标任务，每个目

标任务均结合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等课程中接触到的案例图样进行分析剖解，并对这些案例图样的

绘制进行实战演练，这样既对前期所学理论课程知识进行复习和巩固，又训练了学生对 AutoCAD 软件的

常用绘图操作，为完美高效绘制图形打下坚实基础。 
(3) 学习版块三。机械零件图的绘制。该版块共设计了八个目标任务，每个目标任务都是和机械设计

相关的基础零件图，这些案例主要是关于标准件、常用件、齿轮、链传动、带传动、轴、联轴器以及蜗杆

蜗轮类零件的代表性零件图的绘制和演练。此类图形的演练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机械设计相关专业知识

的深入了解，而且和生产实际相关联，不断提高学生对合金材料加工成机械零件过程的了解，有助于增

强本课程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1920


陈林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01920 695 教育进展 
 

(4) 学习版块四。综合绘图能力提升。在本学习版块中学生需要围绕阀体、四通管、计算机机箱及齿

轮泵装配图四个目标任务进行演练。遵循相关零件的设计标准、绘图思路、注意事项、绘图环境的设置、

三视图的绘制(含全剖、半剖等)、块的创建于插入、添加注释说明、添加标注、明细栏等，主要是强化学

生对负责零件结构形状和加工技术的表达，同时强化学习 AutoCAD 软件中有关零件装配功能命令的使

用。通过对此版块的学习可以综合考核学生对机械零件设计和加工思维能力的实战水平，使学生对计算

机辅助设计软件(AutoCAD)的实际应用能力得到整体提升。 

5. 课程教学的实施 

本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是以目标任务为主线，根据任务教学的架构及设计思想设计制定各个目标任

务，通过“目标达成”将目标任务与知识点完美融合，将学生对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AutoCAD)命令认知、

调用方式及绘图技巧耦合到“目标达成”过程中，从以上 17 个目标任务中选取三个典型任务，并将任务

的学习目标、教学内容、实施要求总结如下： 
(1) 目标任务：机械设计基础知识。 
学习目标：了解机械设计分类、流程、遵循的原则、发展前景等。 
教学内容：① 机械设计的分类；② 机械设计的流程；③ 机械设计阶段简介；④ 机械设计的约束

条件；⑤ 机械设计的发展前景；⑥ 现代机械设计方法；⑦ 疑难解答；⑧ 实战演练。 
实施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后需要绘制一幅机械设计流程图(如图 3 为参考流程图[13])。 

 

 
Figure 3. Implementation requirements reference diagram for target task 1 [13] 
图 3. 目标任务 1 实施要求参考图[13] 

 
(2) 目标任务：编辑二维图形对象。 
学习目标：掌握 AutoCAD 提供的图形编辑功能，合理地构造和组织图形，熟练运用软件功能，在保

证绘图的精确性的前提下，又简化绘图的操作，从而极大地提高绘图效率。 
教学内容：① 对象选择；② 复制类编辑对象；③ 调整对象的大小或位置；④ 构造类编辑对象：

⑤ 分解和删除对象；⑥ 综合应用——绘制定位压盖。 
实施要求：① 掌握对象的选择、删除、移动、复制、旋转、缩放、偏移、镜像、阵列、拉伸、修改、

修建、延伸、打断等命令操作方法；② 掌握创建倒角、创建圆角、夹点操作；③ 通过对本目标任务的学

习后可以完成较复杂图形的绘制。 
(3) 目标任务：完善和高效绘图。 
学习目标：通常，图形绘制完成后，还需要对其进行标注及添加文字、表格等注释，以便于使图形

信息表达得更加完善。另外，使用图块功能还可以使绘图效率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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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① 文字编辑；② 绘制表格；③ 尺寸标注；④ 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标注；⑤ 分多重引

线标注；⑥ 图块与属性；⑦ 综合应用——创建并插入带属性的粗糙度图块。 
实施要求：① 掌握各种尺寸标注的方法；② 熟悉参数化绘图；③ 掌握块的定义和属性；④ 熟悉

插入块和编辑块的方法。 

6. 结束语 

新工科背景下对材料类专业计算机辅助制图课程的教学改革，不仅着眼于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学生

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的培养以及终身学习意识的塑造。通过本课程的系统改革与实践，期望能够为学生

提供一个全面、深入、互动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掌握 AutoCAD 技能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解决复杂工程

问题的能力。教师团队将持续跟踪教学效果，结合学生反馈和行业发展趋势，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

课程教学团队坚信，通过这些努力，能够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

质工程技术人才，为推动材料科学及相关领域的进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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