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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教学档案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课程基本情况、授课计划、教学组织方案、学生成绩

分析及课程总结。

2..教师每学期必须在教研室统一安排下，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认真制定课程的整体计

划，并填写教学档案中的课程基本情况、授课计划，经教研室同意后，交院部审批后正式施

行。

3．教师必须根据教学档案中的授课计划，课前制定指导课堂教学活动的教学组织方案，

该部分作为教学档案的附件附后。课程授课结束后将学生成绩分析及课程总结填写完毕。

4．封面信息应该完整、准确，“课程名称”应与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全称相一致。

5．“课程性质”和“本课程学分”栏要求按人才培养方案中有关内容填写。

6．教材全称（编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版次）：例：工程力学；党世民；机械工业出

版社；1999 年 9 月；第 16 次。注：出版时间要填使用教材的版次时间，如上述提到的党世

民主编的《工程力学》教材，第一版 1999 年 9 月，但学生使用的是 2006 年 11 月第一版第

16次印刷教材，该教材版次是第一版，故填写 1999 年 9月。自编教材指由本校教师编写，

但未正式出版的校本教材，须标明学校批准使用的时间。

7．主要教学参考书（名称、编者）：根据教学需要，可选用 1～2本的教材作为参考教材。

8．“学生基本情况分析”栏，要求教师对所教班学生的知识、技能、认知现状等作出客观

的评价。

9．“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栏，要求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制定保障本学期教学目标得

以完成的具体措施或改革方案。

10．“授课计划”要重点填写，每次课的教学内容及课时分配要做到详细、实用。

11.主要教学内容部分可根据授课次数分栏填写，但表格整体格式不得更改。

12．“提交的学习成果”是指学生学习完本部分内容应完成的课堂、课外作业，或者是学

生制作的作品、产品、小论文、调查报告等反映学习效果的物化成果。

13．“教学手段方法”是指教师与学生完成教学任务对教学辅助设施的开发和利用，以及

在共同活动中采用的方法和方式。教学手段包括多媒体、网络、VCD、录相、投影，教科书、

板书、模型、标本、挂图，等等手段；教学方法包括讲授、讨论、提问（谈话）、演示、实

验、参观、练习（习题）、实习作业、案例分析、课程论文、调研报告、读书报告、等等方

法。选择其中几项，或补充其它教学手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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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机械产品建模与加工 课程性质 专业方向课 课程代码 220246

本课程

总教学课时数
72 本课程学分 4.5

已讲授课时数 0 先修课程

机械图样识读与测绘

机械零部件设计及选

用

本学期教学课时数 72 后续课程
机械系统的装配与调

试

本学期教学周数 18 尚需课时数 72

本课程课时分配

总课时 理论 实训 理实一体 机动

72 36 36 0

本学期课时分配 72 36 36 0

授课班级 19 机电 4.5.6 班

学生

基本

情况

分析

学生已具备机械制图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计算机基本操作较熟练，对本课程兴趣较高；

学生由于基础不一，对于机械的理解层次不一，会影响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进行设

计的效果。

课程

教学

目标

了解机械 CAD/CAM 软件在机械产品设计加工工作中的应用；

掌握构建零件模型的方法；

培养学生机械产品开发和创新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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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教材
詹友刚，CREO 2.0 机械设计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5

主要

教学

参考

周四升等，PROE2.0 实例教程，北京，工业出版社，2005

林清安，PROE 零件设计基础篇，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4

网络

教学

资源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网络教学系统

考核

方式
15%平时成绩+35%实训成绩 +50%期末成绩

课程

教学

的重

点难

点

重点：CAD/CAM 基础理论；PROE 草图；PROE 实体特征；PROE 基准特征；PROE 工程特征；

PROE 曲面特征；PROE 装配特征；PROE 工程图；PROE 仿真特征。

难点：CAD/CAM 基础理论；PROE 草图；PROE 曲面特征；PROE 仿真特征

提高

教学

质量

的措

施

（教改

方案要

点）

教学做一体

项目案例讲解

随堂考核

网站注册参与竞赛

证书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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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计划

单元 主要教学内容
周次∕课

时
教学手段与方法

教学

场所

提交的

学习成

果

一

Proe4.0软件介绍

1. Proe4.0软件安装方法

2. Proe4.0界面介绍

3.PROE文件操作；

4..PROE系统设置

5.系统环境、系统选项的配置

1/4

计算机演示

图片、视频

微机

教室

二 2D草图绘制
1.基本几何图形的绘制

图形绘制基本命令

2/12

计算机操作演示

案例讲解

多媒体

微机

教室

二 2D草图绘制

1.草图的编辑

绘制并编辑 PROE草绘图

3/12 基本机电模型演示

案例讲解

学生练习

微机

教室

随堂作

业：

P236，

图

13-7、

图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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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计划

单元 主要教学内容 周次∕课时 教学手段与方法
教学

场所

提交的

学习成

果

二 2D草图绘制

1.草图的几何约束

使用草图 9种约束绘图

3/12 基本机电模型演示

案例讲解

学生练习

微机

教室

随堂作

业：

P241图

13-28

P244图

13-41

二 2D草图绘制

1.尺寸标注和修改

尺寸标注种类及方法

尺寸标注的修改方法

4/12

基本机电模型演示

案例讲解

学生练习

微机

教室

三 基本实体特征

1.基准特佂操作

基准面、线、点、坐标系的创建

5/12 基本机电模型演示

案例讲解

学生练习

微机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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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主要教学内容 周次∕课时

基本机电模型演示

案例讲解

学生练习

教学

场所

提交的

学习成

果

三 基本实体特征

拉伸零件

旋转零件

6/12 基本机电模型演示

案例讲解

学生练习

微机

教室

随堂作

业：减

速器模

型绘

制、组

装

三 基本实体特征

1 扫描、混合命令

扫描实体

混合实体

7/12

基本机电模型演示

案例讲解

学生练习

微机

教室

三 基本实体特征

特征的操作

特征的插入、删除、隐含

8/12 基本机电模型演示

案例讲解

学生练习

微机

教室

随堂作

业：

P256图

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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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计划

单元 主要教学内容 周次∕课时 教学手段与方法
教学

场所

提交的

学习成

果

四 工程特征设计

孔特征、

抽壳、

筋特征

9/12 药瓶建模过程演示

案例讲解

多媒体应用

微机

教室

随堂作

业：

P255饮

料瓶建

模

四 工程特征设计

圆角特征、

倒角特征、

拔模特征

10/12 连杆机构装配演示

案例讲解

微机

教室

四 工程特征设计

复制特征、

阵列特征

11/12 计算机演示

案例

多媒体

微机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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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计划

单元 主要教学内容 周次∕课时 教学手段与方法
教学

场所

提交的

学习成

果

五 高级实体特征、曲面特征

可变截面扫描特征、

扫描混合特征

12/12 计算机演示

案例

多媒体

微机

教室

随堂作

业：千

斤顶转

配建模

图

五 高级实体特征、曲面特征

螺旋扫描特征、

基本曲面特征

13/12 计算机演示

案例讲解

多媒体应用

微机

教室

五 高级实体特征、曲面特征

边界混合曲面特征、

曲面特征编辑、

曲面的实体化

14/12 计算机演示

案例讲解

多媒体

微机

教室

随堂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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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计划

单元 主要教学内容 周次∕课时 教学手段与方法
教学

场所

提交的

学习成

果

六 零件装配设计

装配约束类型

15/8 计算机演示

案例讲解

多媒体

微机

教室

随堂作

业：

六 零件装配设计

零件装配基本操作、

装配体的编辑操作

16/8 计算机演示

案例讲解

多媒体

微机

教室

随堂作

业：

七 Pro／ENGINEER 工程图

工程图的基本操作、

工程图环境变量

17/8 计算机演示

案例讲解

多媒体

微机

教室

随堂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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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Pro／ENGINEER 工程图

图框格式与标题栏、

工程图的详细操作

18/8 计算机演示

案例讲解

多媒体

微机

教室

随堂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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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

室主

任审

核意

见

教研室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院部

意见
（章）

年 月 日



课程教学工作总结

计划执行情况

（教学进度）

“教”方面总

结

（教风教纪、

教书育人、教

学条件、教学

手段、教学方

法、高职特色、

教学效果等）

“学”方面总结

（学生的学习

态度、学习纪

律、学习基础、

学习成绩等）

经 验

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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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课程教学体会与建议：

紧张而忙碌的一个学期结束了，现将本学期工作做一下总结：

一 、加强学习，努力提高。

本学期我在思想上严于律己，时时以一个好教师的标准来约束自己，鞭策自己，力争在思

想上、工作上取得进步，得到提高。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深刻剖析自己工作的不足，找出自己

与其他教师的差距，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理论修养。同时，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配合

领导和老师们做好校内外的各项工作。

“学海无涯，教无止境”，作为一名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才能维持教学的青春和活力。一年来，

除了积极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外，我还积极进行业务学习，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素养，使

自己能够更好的胜任教师工作。通过学习，让自己树立先进的教学理念，不断充实了自己，也

发现了自己在教学中的很多不足，为自己教学实践和教学能力的提高做好了准备。

二 、认真备课，上好课。

教育教学是我们教师工作的首要任务，开学初，我认真通读教材，认真制定好集体备课计

划。课前，我认真钻研教材，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教案。并虚心向有经验的

教师学习、请教，力求吃透教材。课堂上，我努力将所学的课程理念应用到课堂教学与教育实

践中，积极运用远程教育资源，运用课件以及多种教育方法，精讲精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维，力求用活教材，实践新理念，增加课堂教学的吸引

力，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力求让我的教学更具特色，形成自己独具风格的教学

模式，更好的体现素质教学的要求，提高教学质量，每上一堂课，我都做好充分的准备，绝不

打无准备之战。课后注意对学困生的辅导，每讲完一节课，及时反思，找出自己教学中的不足。

在这学期中，虽然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但我忙得高兴，忙得开心，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工

作，不断提高自己。

签 名：

年 月 日

http://www.5ykj.com/Article/
http://www.5ykj.com/Article/
http://www.5ykj.com/Article/
http://www.5ykj.co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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