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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简介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是材料化学、冶金工程专业的一

门专业基础课。要求学生掌握机械中常用机构的结构、运动

特性和机械动力学的基本知识，掌握机械中通用零件的工作

原理、结构特点及设计方法，并具有初步设计机械传动装置

和简单机械的能力，获得实验技能的基本训练。它为学习专

业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本课程占用 48 个学时 3 个学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

养学生初步具备设计简单机械的能力，为日后创造性的活动

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机械设计基础的内容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介绍机械中

的一些常用机构以及动力学的基本知识，对于这部分知识的

要求主要以理解记忆为主。后半部分的内容介绍常用连接零



件，机械传动零件，轴系零件等的设计。

（二）思政育人目标

1、使学生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实践的

科学精神；

2、养成良好的自我学习和信息获取能力；

3、提升学生创新设计能力；

4、提高学生的交流、沟通、与人合作的能力；

5、培养学生严谨处理问题的能力。

三、课程（课堂）教学设计

（一）设计理念：

根据材料化学/冶金工程领域对各岗位职业能力的要求，

按照以项目为主体，基于典型工作任务的课程设计理念，设

置了常用机构动力学基本知识、常用典型零件计算、标准与

选择。将机械设计基础的基本知识融入到实践工作中，实现

知识学习与技能训练目标，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实现教学互

动，同时培养了学生的职业素养和严谨的工作能力。

（二）思政育人主题与结合点：

1、常用机构动力学基本知识，以分组讨论的形式根据

实例、案例等，培养学生自我学习、信息获取、交流与人合

作的能力，

2、常用典型零件计算、标准与选择，通过设计一些简

单零件，培养学生创新设计能力、严谨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

使学生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实践的科学精

神。



（三）思政育人融入方式：

1、课前——通过学习通、微信等方式提前告知学生要

学的内容、分析案例、了解的实物、需做的设计等，让学生

对课堂有所了解。

2、课中——通过课程讲解、学生讨论等教学环节培养

学生的各项能力。

3、课后——通过作业培养学生创新设计能力、严谨处

理问题的能力以及使学生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

究与实践的科学精神。

（四）实例：

教学任务
课程内容及

教学要求

课程思政设

计

教学活动设

计

齿轮机构

1.渐开线齿廓

及啮合特性

2.齿轮的参数

设计

3.齿轮的加工

4.齿轮传动设

计

1. 齿轮机构

在工程及生

活中的应用

实例，让学生

热爱专业热

爱生活

2.从渐开线引

发数学的其

它曲线，引发

学生思考齿

轮为什么要

选用渐开线，

1. 让学生找

一个圆柱体，

围绕这个圆

柱体绘制它

的渐开线齿

廓并标出它

的压力角大

小

2. 给定一个

齿轮让学生

测量并计算

齿轮的参数，



欣赏曲线的

优美

3.从齿轮加工

及传动设计

培养学生一

丝不苟的工

匠精神

了解齿轮各

部分的名称

3.设计一软齿

面齿轮传动

机构，注意模

数的选取，绘

制齿轮

四、教学效果

（一）案例开展的意义与价值

齿轮机构是现代机械中应用最广泛的传动机构之一，它

可以用来传递空间任意两轴之间的运动和动力，具有传动功

率范围大、效率高、传动比准确、使用寿命长、工作安全可

靠等特点。

中国齿轮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自主创新能力

不足、新品开发慢等问题。低碳化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主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低碳化承诺，节能减排将是企业下

一步技术发展的方向。行业也应抓住低碳经济的机遇，提前

介入混合动力、燃料电池、电机电子等新能源技术的研究；

进一步挖掘传统能源的潜力，大力发展再制造等技术，推动

产业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二）主要特色和成效

通过教学活动 1、2 的进行可以让学生很直观的了解渐

开线齿轮轮廓的形成、认识齿轮各部分的名称培养学生自我

学习、信息获取、交流与人合作的能力。通过教学活动 3 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5%8A%A8%E6%AF%94/9521060


进行培养学生创新设计能力、严谨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使学

生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实践的科学精神。

五、案例反思

在这节课中，我注意到学生缺乏对未知的探究，只是单

纯的想要完成所布置的内容。没有很好的激发学生的兴趣及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改进：通过更贴合学生认知的事物注意激发学生的探究

兴趣，并想方设法，让兴趣成为探究活动的持久动力，最大

限度地利用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进行有效地探究、发现、主

动出击。准备把设计齿轮进一步深华“做齿轮”的活动，活

动的本身并不是训练学生做好齿轮的技能，而是让学生要做

齿轮的过程中，能主观的发现齿轮构造上的特点和能够正常

传动的齿轮应具备的条件。

进一步加强学生自我学习、信息获取、交流与人合作的

能力，培养学生创新设计能力、严谨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使

学生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实践的科学精神。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课堂上，教师如果善于

激发学生的兴趣，保持学生的兴趣，让兴趣成为学生学习的

持久动力，应该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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