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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近机类专业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质量欠佳的现状，本文进行深入剖析，发现在教学内容上存在课

时少而内容多、应用少而理论多、新内容少而旧内容多；教学方法上存在讲述多而参与少、传统教具多

而现代教育技术少；考核方式单一且实践活动缺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包括明确课程

标准与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增加实践活动等。通过这些举措，期望提升近机类专

业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质量，推动近机类专业机械设计教育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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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er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Mechanical Design Foundation 
course for near-mechanical majors is not satisfactory,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finds that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ten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oo much content within limited 
class hours, more theories but fewer applications, and less new content while more outdated con-
tent. In terms of teaching methods, there are issues like too much lecturing but insufficient student 
participation, more traditional teaching aids but less applic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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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 the assessment methods are monotonou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clarifying the cur-
riculum standard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improv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increasing practical activities. Through these measures, it is expected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Mechanical Design Foundation course for near-mechanical majors and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mechanical design education for such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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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机械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机械原理与机械设计课程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是奠定学生机

械设计思维与技能基础的核心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机械分析能力、创新设计能力及工程实践能力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该门课程已经具备成熟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及与之配套的教学环

节。 
除了传统机械类专业之外，还存在一系列与机械紧密相关但又不完全重合的近机类专业。这些专业

涵盖了机械设计制造、自动化、材料、电子信息、能源等多个领域，相较于纯粹的机械类专业，它们的范

畴可能更为广泛，且学科交叉性更强。基于这样的背景，近机类专业的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课程的学时

被压缩，同时，教学内容也简单的采用了压缩的方式，这样就将长学时的机械原理与机械设计课程简化

为短学时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压缩方式往往导致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

不尽如人意。 
鉴于近机类专业与机械类专业的紧密联系，但又因其课程设置和学时安排的特殊性，如何在这类专

业中有效开展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现状及问题 

2.1. 教学内容 

2.1.1. 课时少而内容多 
机械设计基础是研究机械共性问题的一门工程科学课，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常用机构如连杆机构、凸

轮机构、齿轮机构、间歇运动机构，通用零部件如带传动、齿轮传动、蜗杆传动等、轴、轴承、螺纹连

接、联轴器与离合器等。主要研究内容为常用机构和通用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运动与传力特

性、运动方案设计和工作能力设计等基础理论知识与方法。 
本门课程有四个特点：一是关系多。本课程要综合运用多门先修课程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有较强

的理论性和综合性。二是门类多。本课程包含多个大单元，各单元内容多且本身相对独立。三是公式、

图表多。设计计算中常采用很多经验公式，公式中涉及很多参数，需要查阅大量的图表，要用到很多标

准、规范等技术资料。四是具有明显的工程特色，实践性强。本课程在工程实际中又有广泛的应用，是

诸多后续课程的前导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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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介绍，在课时量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如果只是单纯的压缩教学内容，会造成诸多问题。

如整章删除诸如蜗杆传动、螺纹连接、离合器等知识，虽然保证了所学部分的完整性，但影响学生对整

个学科领域的理解和掌握，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又或者对每章内容只挑拣重点部分进行讲解，则

更会造成逻辑混乱。通常每节内容按照逻辑顺序编排，以帮助学生逐步建立对主题的理解。删除部分内

容可能会破坏这种逻辑顺序，导致学生无法形成清晰的概念框架。 

2.1.2. 应用少而理论多 
在课程结构上，理论学时多，实验学时少。老师的讲解占据了课程的大部分时间，学生虽然能够熟

练地背诵和解释各种机械设计理论，但缺乏足够的实践机会来应用所学知识，难以将理论转化为实际操

作能力。例如，虽然齿轮传动、轴承、轴这三部分都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讲解，但如果以齿轮传动箱的

设计形式出现，学生很难将所学过的知识灵活运用起来。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往往花费较多时间在公式推导和理论讲解上。例如，在讲解四杆机构时，详细

推导了四杆机构曲柄存在的条件，而对于四杆机构在实际机械产品中的应用讲解不够。 

2.1.3. 新内容少而旧内容多 
机械行业发展迅速，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的设计方法不断涌现。然而，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内

容更新速度较慢。虚拟设计、仿真计算和虚拟装配技术已经在机械设计制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但他们没

有很好地融入教学内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这些前沿技术了解有限[1]。比如对齿轮、螺栓、轴等的强

度计算，依然以传统手工计算为主，没有与当前主流的分析计算软件相结合。在讲解凸轮轮廓曲线的设

计时，多数只讲解利用反转法的原理，采用描点连线的方式进行设计，而没有利用编程的方式更加精确

的设计凸轮轮廓曲线。 
同贴近科技发展的实际工程案例不足。现在的教学内容中多数是已经使用很多年的经典案例，虽然

能够满足基本的教学需求，但无法引起学生足够的学习兴趣。 

2.2. 教学方法陈旧 

2.2.1. 讲述多而参与少 
目前主要采用的教学方式仍是传统的课堂讲授方法，学生的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差。例如，在讲

解齿轮机构时，教师会按照教材内容依次讲解齿轮的齿廓啮合基本定律、渐开线的形成和性质、渐开线

齿廓的啮合特性、齿轮啮合的条件、齿轮的基本参数计算等内容。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被动地接收

信息，缺乏主动思考和参与的机会，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 
师生之间缺乏互动性，教师在讲台上讲解，学生在下面听讲和记录笔记。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

生的疑问，可能无法及时得到反馈和解答。比如在讲解轮系的传动比计算时，学生可能对轮系类型的判

断存在困惑，但由于课堂节奏主要由教师掌控，学生很难打断教师讲解来提问，从而影响知识的理解和

掌握。 
通过 MOOC 平台等开展翻转课堂，课堂教学效率虽然得到提升，但教学实践依然可能陷入由“课堂

灌输”向“视频灌输”的误区，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学生参与、互动依然不充分。 

2.2.2. 传统教具多而现代教育技术少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依赖黑板、粉笔和简单的实物模型等教具。例如，在讲解铰链四杆机

构的演化型式时，教师可能只是通过在黑板上画图来各机构的机构运动简图，或者简单地展示一个小型

的实物模型。这种教学手段对于复杂的连杆机构(如空间连杆机构)的运动，很难进行清晰、直观的展示，

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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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等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不够充分。例如，在讲解轴系零部件时，如果能够采

用虚拟装配或虚拟拆解的软件，则能够让学生更直观地观察零部件之间的装配关系。 

2.3. 其它方面 

2.3.1. 考核方式单一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考核方式通常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注重对学生理论知识的考核而忽略了对学

生实践能力的评估。这种考核方式可能导致学生只关注于记忆和应试技巧而忽略了实际能力的培养和提

升。 

2.3.2. 实践活动缺乏 
实践教学方法僵化，实践教学形式固定。实践教学环节通常采用固定的模式，如实验课按照预定的

实验指导书进行操作。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只是机械地完成实验步骤，记录数据，最后撰写实验报告。 

3. 针对问题的改进建议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正朝着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创新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方向发展，以适应

智能制造时代对机械设计专业人才的新要求。这些研究成果为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提供了宝贵的参

考和指导[2]。 

3.1. 明确课程标准和教学目标 

近机类专业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必须有区别于机械专业的课程标准和教学目标。机械设计基础的教

学目标应该从培养学生的机械设计能力向帮助学生建立机械分析与设计思维转移，同时，机械设计基础

的教学目标也应该从理论推导向工程应用转移。 
在具体落实教学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将课程标准对教学的要求落实到每节课、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

中，确保教学目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同时在表述教学目标，应以学生为行为主体，使用可观察、可操

作的动词，来描述学生应达到的学习效果。 

3.2. 教学内容的优化设计 

3.2.1. 厘清各章节的教学主线 
首先要厘清教学内容，建立章节内、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每一个知识点所存在的意义。在设

计教学内容时，有些经过推导可以直接应用的结论可以直接以结论的型式出现，将推导过程制作成微课，

供学有余力的同学选学。比如，连杆机构中的曲柄存在条件、最小传动角的位置，凸轮机构中的基圆半

径与压力角的关系，齿轮机构中的齿廓啮合基本定律、齿轮啮合传动的条件等等。 
如果删去已有结论的成熟推导过程，则可以有更多时间用在结合工程实际的实例分析或计算。这样，

学习可以归纳为三条主线：一是传统机械产品以及现代机械产品中，该机构或零部件的应用现状；二是

针对某一具体产品进行该机构的运动、传力的分析，零件的强度分析；三是在工程实例背景下进行该机

构或零部件的设计或选用思路。一切围绕具体产品中的机构展开，通过这样三个步骤，使学生认识的是

一个实际应用中的机构或零部件，而不是书面上的机构或零部件。 

3.2.2. 案例式教学串联起教学主线 
从上述学习主线可以看出，教学内容围绕案例展开。学习主线的第一条，广泛的介绍实际中的各种

应用实例。第二条、第三条均为从第一条中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具体内容的学习。对于连杆机构来说，

可以选用的案例如多足机器人、飞机起落架、自动装弹机、汽车悬架等等；凸轮机构的案例可以选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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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机配气凸轮、自动车床的进刀机构等；齿轮、轴承、轴、轮系等内容可以综合利用汽车变速箱、坦克行

星转向机等进行系统学习。这样做，既能解决前后知识逻辑连接性不强的问题，还能从宏观的角度认识

机构和零件，改变一直以来答案唯一的解题模式，做到从解题者变为出题者。 

3.2.3. 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 
广泛收集与机械设计相关的视频资源，包括机械产品的制造过程、实际机器设备的运行情况、实验

演示视频等。如收集汽车发动机生产线的视频，让学生了解发动机各个部件是如何加工和装配的；收集

数控机床工作过程的视频，展示数控系统如何控制刀具进行复杂的加工操作。这些视频可以帮助学生建

立对机械设计实际应用的感性认识。 
收集各种机械设计相关的资源，如机械设计论坛、专业网站、学术数据库等。在机械设计论坛上，

学生可以与其他爱好者或专业人士交流讨论机械设计问题，分享学习经验和设计案例；专业网站则提供

了大量的行业动态、技术资料、设计标准等信息；学术数据库可以让学生查阅最新的机械设计研究论文，

了解学科前沿。教师可以将这些网络资源进行整合，推荐给学生，并引导学生如何筛选和利用这些资源

[3]。 

3.3. 教学方法的优化设计 

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一些文章探讨了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

改革研究，提出了具体策略，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一些文章则强调了课堂教学

中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根据学员实际情况注重培养学习方法，激发

学员学习兴趣的建议[5]。 

3.3.1. 与 AI 的结合 
对于单纯记忆性的知识点或内容，完全可以引导学生借助 AI 的手段自主学习。利用人工智能语言模

型等平台，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学习如机构的类型、各种零部件的类型、齿轮的失效形式等内容。这种

自主化的学习模式，能一定程度的激发起学习动力，增强对内容的理解和记忆[6]。 
还可以利用 mindmaster 等绘图软件自动生成思维导图并实时调整结构，这样有助于将复杂的知识点

以图形的形式呈现，便于记忆和理解。 

3.3.2. 注重课堂内外的反馈 
充分利用雨课堂串联起课堂的各个环节，通过随堂习题第一时间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7]。对于需要

讲解的工程实例，可以准备多个案例，由学生投票选择他们感兴趣的案例，增强他们课堂主动参与的意

识。引导学生主动观察生活，随手记录生活中见到的各种机构、零件的应用实例，并拍照上传，在课堂

上探讨互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3.4. 增加实践活动 

3.4.1. 机械拆装活动 
开展机械产品拆装活动，选择一些典型的机械产品，如小型发动机、电动工具等。在拆装过程中，

让学生了解机械产品的内部结构和装配关系[8]。例如，在拆装小型发动机时，学生可以看到活塞、连杆、

曲轴等部件的连接方式，以及气门机构的具体结构，从而加深对机械机构的理解。 
要求学生在拆装后进行总结，分析机械产品的设计优点和不足之处。例如，在拆装电动螺丝刀后，

学生可以讨论其传动机构的紧凑性、外壳设计的合理性等方面的内容，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新思

维。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1047


马智萌，鞠丽梅 
 

 

DOI: 10.12677/ces.2025.131047 354 创新教育研究 
 

3.4.2. 参加各类型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机械创新设计竞赛，如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

创意大赛等。竞赛题目通常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创新性，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机械设计基础课程中的知识，

设计出具有新颖功能的机械产品。此项活动具有一定的难度，但学生得到的锻炼价值是巨大的。 

4. 总结 

综上所述，近机类专业机械设计基础课程面临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多方面的问题与挑战。通过

明确课程标准与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增加实践活动等一系列改进建议的实施，有望提升该

课程的教学质量。 
优化教学内容能使学生更好地建立机械分析与设计思维，以案例式教学串联知识主线并丰富教学资

源可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借助 AI 手段与注重课堂反馈能提高学习自主性与参与度；开展

机械拆装活动和参加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等实践活动，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与创新精神。这

些举措相互配合、协同作用，将为近机类专业学生在机械设计领域的学习奠定坚实基础，使其更好地适

应未来工程领域的需求与发展，为机械行业及相关交叉学科领域输送具有扎实理论基础、较强实践能力

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人才，推动机械工程教育在近机类专业中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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