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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化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各行各业的生产方式和教育模式。作为机

械设计与制造领域的重要工具，CAD三维设计技术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其教学与应用也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本文旨在研究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如何更新和拓展数字化赋能的CAD三维设计课程内容、创

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环节、促进跨学科融合以及培养创新型人才，以提升CAD三维设计课程的教学质

量和效果，为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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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igital technology is changing the production methods 
and education models of various industries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As an important tool in the 
field of mechanical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CAD 3D design technology has also ushered in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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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its teaching and application under the promo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article aims to study how to update and expand the content of CAD 3D design 
courses empowered by digitalization,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strengthen practical links, pro-
mot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CAD 3D design 
cours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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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

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信息化手段以及高效管理模式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的综合生

产力[1]。在教育领域，新质生产力同样至关重要，它要求教育必须与时俱进，持续创新教育理念、目标、

内容和方式等，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需求[1]。新质生产力注重利用技术创新、信息化手段和高效管

理模式来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CAD 三维设计作为工程设计和制造的关键工具，数字化教学与实践不仅

是培养未来工程师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关键动力。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化赋

能“CAD 三维设计”课程的探索，是教育领域顺应时代发展的重要举措。 
“CAD 三维设计”课程作为培养数字化设计与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其数字化教学与实践对于提升

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数字化手段，可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及优化

配置，提高学习效率和教学质量。本文将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等方面，探讨如何在新质生

产力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手段赋能“CAD 三维设计”课程。数字化赋能 CAD 三维设计课程通过提供丰

富的在线资源和互动平台，使学生能够随时随地学习 CAD 三维设计技能。与此同时，通过项目式学习、

在线竞赛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竞争意识，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2. 新质生产力内涵及其对 CAD 三维设计课程的影响 

2.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核心在于“新”与“质”的结合。“新”主要

体现在涉及的领域新、技术新、经济模式新，而“质”则强调技术含量高、效能高、质量优。新质生产力

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国家治理和政治实践中的创新发展，强调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等

手段，实现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所催生的观

念。新质生产力主要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满足新发展理

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为核心标志。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级的劳动技能和扎

实的科学知识，成为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和新领域的重要载体。科技创新推动劳动资料的改善与升

级，使其转变为具有绿色、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等新特征的媒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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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质生产力对 CAD 三维设计课程改革的驱动机制 

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驱动，因此 CAD 三维设计课程需要不断更新和拓展，以涵盖最新的设计理念和

技术，如推出前沿技术、参数化设计、智能化设计等，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新质生产力注

重信息化应用，需要在提供更加生动直观的学习体验、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的同时，充分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教学方式；新质生产力强调知识与技能的结合，需要强化实践环节，让学生在实际操

作中掌握 CAD 三维设计技能，通过与企业合作，进行项目式学习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新质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需要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支持，需要与机械工程、电子工程、

计算机科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相融合，以培养学生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高素质、高水

平的创新人才，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鼓励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敢于挑战传统观念

和技术壁垒[3]。 

2.3. 新质生产力对 CAD 三维设计课程改革的影响路径 

根据新质生产力的需求，CAD 三维设计课程内容需根据前沿技术及产业发展进行更新，整合跨学科

知识，形成更加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采用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等现代教学方法，结合虚拟现实等

先进技术，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实践能力。加强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和平台，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多元化、综合性的评价体系，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评价，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4]。 

3. 数字化赋能教学改革具体措施和探索路径 

3.1. 教学内容与资源的数字化 

3.1.1. 数字化在线课程资源开发 
丰富的在线 CAD 三维设计课程资源不仅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提高教学效率，还能够深度挖掘数据价

值，为个性化教学提供可能。建立 CAD 三维设计教学资源库，融入三维 CAD 应用工程师等技能等级考

证和数字化竞赛内容，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开放，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结合在线讨论区、问

答系统等互动方式，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爱好，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通过视频教程、

教学课件、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在线课程资源[5]。通过分析在线课程资源平台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包

括学习时间、学习进度、答题情况等，了解学习情况及个别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教学策略。数字

化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利用，使得 CAD 三维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同时，云存储与分享平台

的应用，方便学生存储和分享自己的设计作品，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3.1.2. 引入最新的新质生产力技术 
针对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结合本地产业特点，将最新 CAD 三维设计、企业产品引入课堂，如参数化

设计、变量化设计、智能化标识等，让学生掌握最前沿的设计工具和设计方法。引入实际工程项目作为

教学案例，如汽车零部件、热泵产品设计等，引导学生运用 CAD 软件完成从概念设计到详细建模的全过

程。学生在实践中通过项目驱动学习并掌握 CAD 三维设计的核心技能，从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

同时，项目成果也可作为学生求职或进一步深造的亮点。引入反求工程(RE)等先进技术，引导学生逆向

反求重构获得三维 CAD 模型，达到快速设计产品和三维测量的目的。 

3.1.3. 推动跨学科知识的融合 
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数字化成为促进生产力效率和质量提高的重要手段。智能化辅助设计工具的

引入使学生能够接触和学习前沿技术，推动 CAD 三维设计课程的现代化和智能化发展。将 CAD 三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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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课程与电子工程、材料科学、制造工艺、工业设计等多个学科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视野和综合

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 CAD 与 CAM 自动编程、CAE 仿真分析、机电一体化概念设计等技术，培养学生

的综合应用能力[6]。 

3.2. 教学方法的数字化 

3.2.1. 线上线下多维度教学 
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和线下实体教室的优势，通过多种教学手段和方式，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

资源和互动环境。将传统课堂讲授与在线学习相结合，让学生在课前通过在线资源自主学习基础知识，

课堂上则重点进行问题讨论和实践操作。运用网上授课平台、虚拟仿真实验室等新媒体及数字化教学资

源，提高授课的交互性及趣味性。通过翻转课堂模式，课堂上以问题讨论、实践操作为重点，让学生自

主学习课前基础知识，提升教学效果[7]。 

3.2.2. 实际工程项目驱动教学 
设计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在 CAD 三维设计技巧的掌握过程中，以实际工程项目为背

景，引导学生从需求分析、概念设计到细节设计和制作全过程。项目式学习方法既能使学生掌握软件工

具的使用技巧，又培养学生在工程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相关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发教

学资源和项目案例，让学生接触到真正的设计环境和市场需求[8]。 
 

 

 
Figure 1. Comparison of AI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class student stratification profile 
图 1. AI 学情分析班级学生分层画像对比 

3.2.3. 进阶开放式分层教学 
在数字化赋能 CAD 三维设计课程中，分层教学更能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利用 AI 学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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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结合日常表现将学生分为基础层、进阶层、高级层，根据学习基础、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进行分

类整理。基础层的同学主要掌握基本概念和 CAD 三维设计的运算方法，进阶生则进一步学习复杂的设计

技巧和高级功能，高级层学生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创新设计的提升和综合应用能力上。利用云存储服务保

存和管理学生的设计作品和资料，通过在线协作平台竞赛与展示，促进同学之间沟通与协作，实现实时

协作和资源共享。通过对比班级学生分层画像(图 1)，可见高级层比例明显提高，基础层比例有所下降，

针对不同层次学生采取对应的教学策略，稳步提升学生技能整体水平。 

3.3. 教学评价的数字化 

课程评价体系也应与数字化趋势相适应。数字化教学平台的搭建及应用，可实时监控学生学习情况、

提供个性化辅导及反馈。同时，通过在线测验与作业系统(图 2)，对学生的 CAD 三维设计技能进行定期

评估，及时调整教学策略。采用在线学习平台进行过程性测评，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包括学习时长、

练习完成情况、互动参与度等。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学生的学习规律和偏好，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依据[9]。
创建分组任务，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解决问题，提升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Figure 2. Grouping tasks and online work display 
图 2. 分组任务及线上作品展示 

 

 
Figure 3.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mechanism and solid stator sliding compartment sorting system 
图 3. 机构三维模型与实体定子滑仓整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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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化赋能教学实践案例与成果 

案例一：定子滑仓分拣机构三维设计与系统构建 
选取企业常见分拣物料生产线案例(图 3)，根据中德机电一体化工作考核要求，结合自动化生产线数

字孪生仿真设计平台，通过仿真动画、结构框图的搭建，在三维设计基础上，进行数控或手工加工零部

件，并完成机械及电气安装调试，进一步结合传感器及数字孪生技术，完成自动化生产线物料分拣装置

仿真调试。通过真实工作任务将数字化设计、智能制造等技术深度融合，培养综合应用能力。 
案例二：空调及热泵机组用底部支撑结构及其减震垫设计 
根据本地某空气能企业真实工作任务，结合暖通及加工工艺知识，学习空调内部结构，为该企业设

计一款热泵机组用底部支撑结构及其减震垫，并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图 4)。通过项目实践，在掌握 CAD
三维设计技能的同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同时了解空气在智能家居、环保等方面的应用，提升对

新技术、新行业的理解和兴趣。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bottom support structure and shock absorber pad for air conditioning and heat pump units 
图 4. 空调及热泵机组用底部支撑结构及其减震垫示意图 

 

 
Figure 5. Student design works 
图 5. 学生设计作品 

 
案例三：曲面壳体产品自主设计 
除了传统的考核方式，还对学生设计作品(图 5)进行数字化展示和评价，鼓励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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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作品，通过展示和互评，促进交流和反馈。高级层学生的培养注重创新设计和综合运用能力的提升，

通过举办 CAD 三维设计大赛、自主设计具有创意和实用价值的三维模型设计等方式，结合具体项目需求

进行实践，参考图纸自主设计曲面壳体产品，学习高级建模技巧、渲染设置等内容，以培养学生创新思

维能力为目标，激发创新精神和竞争意识。 

5. 结语 

总之，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化赋能“CAD 三维设计”课程的探索与实践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

作。通过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整合教学资源等措施，可以培养出更多具备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的 CAD 三维设计人才，助力机械设计制造行业的发展。通过数字化赋能“CAD 三维设计”课程，

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还能培养创新精神和持续学习的能力，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数字化赋能“CAD 三维设计”课程的探索将不断深入。今后可以进

一步加强校企合作，以教学案例的方式引进更多真实工程项目；同时对教学资源和学习路径进行优化，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个性化教学[10]；此外，也需要不断关注新技术的发展动态，及

时调整和优化教学策略和方法，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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