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Ⅰ》 

授课教案 
 

 

 

 

 

 

教学学期：2020-2021 学年 1 学期 

授课班级：              

              

授课教师：王建珑            

教研室： 黑色冶金技术      

 

机电工程学院 

 



 

  

授课题目 制图的基本知识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地 C510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国家标准《机械制图》的基本规定；图纸型号、标题栏、比例、字体 

 

二、能力目标 

通过本节的学习，初步了解、掌握有关国家标准《机械制图》的基本规定要求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比例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30min 

 

 

 

 

 

新课程导入，介绍机械制图课程，课程特点，学习方法，与其他课 

程的关系等 

 

本节课主要学习目标： 

掌握国家标准《机械制图》的基本规定 

本节课主要学习内容： 

一、图纸幅面及格式（GB/14689-93） 

1．图纸幅面 

图纸幅面指的是图纸宽度与长度组成的图面。绘制技术图样时应

优先采用 A0、A1、A2、A3、A4 五种规格尺寸。 

A1 是 A0 的一半，（以长边对折裁开），其余后一号是前一号幅面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的一半，一张 A0 图纸可裁 2×n 张 n 号图纸。绘图时图纸可以横放或

竖放。 

2．图框格式 

图纸上限定绘图区域的结框称为图框。在图纸上用粗实线画出图

框。如下图。 

标  题  栏

标  题  栏

标  题  栏

标  题  栏

 

图框格式 

 3．标题栏 

    标题栏是由名称、代号区、签字区、更改区和其它区域组成

的栏目。标题栏的基本要求、内容、尺寸和格式在国家标准

GB/T10609.1—1989《技术制图 标题栏》中有详细规定。各单位亦有

自己的格式。 

标题栏位于图纸右下角，底边与下图框线重合，右边与右图框线

重合。如上图。 

二、比例 (GB/14960-1993) 

比例：图中机件要素的线性尺寸与实际尺寸之比。绘图时尽量采

用 1：1 的比例。国标 GB/T14690—1993《技术制图 比例》中对比例

的选用作了规定。同一张图纸上，各图比例相同时，在标题栏中标注

即可，采用不同的比例时，应分别标注。 

三、字体 (GB/14961-1993) 

图样中书写的汉字、数字、字母必须做到：字体端正、笔划清楚、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及过程； 

50min 

 

 

 

 

 

 

 

 

 

 

 

 

 

 

 

 

 

 

 

 

排列整齐、间隔均匀。字体的书写成长仿宋体，并采用国家正式公布

的简化字。 

四、图线 (GB/17450-1998) 

1．图线型式及应用 

机件的图样是用各种不同粗细和型式的图线画成的。不同的线型

有不同的用途，  

2．图线的画法 

图线的画法见下图图线在相交、相切处的画法。 

 

 

 

强调本课程的重要性，建议学生像上一级同学请教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本节小结  

10min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1．图纸幅面 

2．图框格式 

3．标题栏 

4．比例 

5．字体 

 

左侧：纲领条目、重点 

中间：授课内容详细讲解、图表分析，例题讲解 

右侧：相关知识、内容介绍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制图的基本知识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国家标准《机械制图》的基本规定；尺寸标注方法、尺寸数字书写形式 

 

二、能力目标 

通过本节的学习，初步了解、掌握有关国家标准《机械制图》的基本规定要求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尺寸标注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本节课主要学习目标： 

掌握尺寸标注 

本节课主要学习内容： 

五、尺寸标注 (GB4458.4-84 与 GB/16675.2-1996) 

1．尺寸标注的基本规定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1）机件的真实大小应以图样上所标注的尺寸数值为依据，与

图形的大小及绘图的准确度无关。 

（2）图样中的尺寸以 1 毫米为单位时，不需标注计量单位的代

号或名称，若采取其他单位，则必须标注。 

（3）图样中所注的尺寸，为该图样的最后完工尺寸。 

（4）机件上的每一个尺寸，一般只标注一次，并应标在反映该

结构最清晰的图形上。 

2．尺寸的组成 

标注完整的尺寸应具有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数字及表示尺寸

终端的箭头或斜线。如下图。 

尺寸界线超过箭头2

尺寸界线

尺寸线

尺寸数字

箭头

小尺寸在里

大尺寸在外尺寸线间、尺寸线与

轮廓线间相距

地位不够时引出标注

 

                      尺寸的组成及标注 

3．各类尺寸的注法 

线性尺寸、圆及圆弧尺寸、角度、弧度尺寸、曲线尺寸、简化注

法。 

强调尺寸标注的重要性，布置作业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4 本节小结  

5min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1．尺寸标注的基本规定 

2．尺寸的组成及其注法 

3．各类尺寸的注法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绘图工具和仪器的使用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基本绘图工具及仪器的使用，了解其他绘图工具 

 

二、能力目标 

具有正确使用丁字尺、图板、三角板、分规、圆规等的能力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无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本节课主要学习目标： 

绘图工具的使用 

 

本节课主要学习内容： 

一、图板、丁字尺和三角板 

1．图板 

图板的规格有 0 号、1 号、2 号，它是画图时的垫板，因此，要

求表面光洁平整，四边平直。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2．丁字尺 

丁字尺用于画水平线，它由尺头和尺身组成。绘图时尺头靠紧图

板。 

3．三角板 

二、比例尺 

三、曲线板 

曲线板是用来画非圆曲线的。 

四、绘图仪器 

1．分规 

用来量取和等分线段的工具，分规两脚针尖在并拢后应对齐。 

2．圆规 

用来画圆及圆弧。 

五、绘图用品 

1．铅笔 

绘图时应采用绘图铅笔，绘图铅笔有软硬两种，用字母 B 和 H 表

示，B（或 H）前面的数字越大表示铅芯愈软（或愈硬）。 

2．其他用品 

六、手工绘图机 

 

 

建议去买专用绘图工具，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解疑答惑 

20min 

 

 

 

 

4 本节小结  

5min 

片；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1．图板 2．丁字尺 

3．三角板 4．比例尺 

5．分规、圆规 6．曲线板 

7．绘图用品 8．手工绘图机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几何作图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地 c510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等分线段、正多边形、斜度、锥度、圆弧连接的绘图方法 

 

二、能力目标 



 

  

能正确绘制正多边形，斜度、锥度作图，圆弧连接 

分析圆弧连接方式的能力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圆弧连接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本节课主要学习目标： 

掌握等分线段、正多边形、斜度、锥度、圆弧连接的绘图方法 

 

本节课主要学习内容： 

一、等分已知线段 

如图作线段 AB 五等分 

                          

线段五等分 

 

作法：1）过端点 A 任作一直线 AC，用分规以等距离在 AC 上量 1、

2、3、4、5 各一等分； 

      2）连接 5B，过 1、2、3、4、等分点作 5B 的平行线与 AB

相交，得等分点 1’、2’、3’、4’即为所求。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二、等分圆周和作正多边形 

三、圆弧连接 

圆弧连接中，按已知条件可以直接作图的线段为已知线段，需要

根据与已知线段的连接关系才能作出的圆弧称为连接圆弧。 

四、平面曲线 

五、斜度和锥度 

1．斜度 

斜度是指一直线对另一直线（或平面）的倾斜程度。斜度α=H﹕

L=1﹕ｎ 



字高
 

            斜度                斜度符号 

斜度的画法如下图 

（ ）作OB  OA，在OA上任意取10

     单位长度，在OB上取1单位长

     度，连接10和1点，即为1 10

     的斜度

（ ）按尺寸定出点C，过点C作

     线10—1的平行线，即完成

     作图

（ ）求作如图所示的斜楔

   

2．锥度                

锥度是指圆锥的底面直径与锥体高度之比，如果是圆台，则为上、

下两底圆的直径差与锥台高度之比值。 



 

         锥度                锥度符号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3、插播视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基准线）

（ ）求作如图所示的图形 （ ）从点0开始任意取5单位长度，得点C

     在左端面上取直径为1单位长度，得

     点B，连BC，即得锥度为1：5的圆锥

（ ）过点A作线BC的平行线，即完成

     作图

                  

锥度的画法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4、提问，

交流互

动； 



 

  

 

 

 

 

 

 

 

 

 

 

 

 

 

 

 

 

4 本节小结  

5min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等分已知线段 

二、等分圆周和作正多边形 

三、圆弧连接 

四、平面曲线 

五、斜度和锥度 1．斜度 2．锥度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平面图形的尺寸分析及画法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平面图形的尺寸分析、线段分析、平面图形的作图方法和步骤 

 

二、能力目标 

具有正确分析图形的能力，线段分析，能够正确抄图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线段分析、作图方法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本节课主要学习目标： 

掌握平面图形的尺寸分析、线段分析、平面图形的作图方法和步骤 

 

本节课主要学习内容： 

一、平面图形的尺寸分析 

1．尺寸基准 

尺寸基准是指标注尺寸的起点。 

2．定形尺寸 

确定平面图形形状的尺寸。 

3．定位尺寸 

确定圆心、线段等在平面图形中的位置的尺寸 

二、平面图形的线段分析 

 

基准

 

吊 钩 

 

（1）已知线段；根据作图的基准位置和尺寸可以直接作出的线

段。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2）中间线段：给出了定形尺寸，但定位尺寸不全，必须依靠

一端与另一段相切画出的线段。 

（3）连接线段：只给出定形尺寸，没有定位尺寸，需要依靠两

端与另两线段相切，才能画出的线段。 

三、平面图形的作图方法和步骤 

画平面图形线段连接时，先画已知线段，再画中间线段，最后画

连接线段。 

四、平面图形的尺寸标注 

标注平面图形的要求是：正确、完整、清晰。 

（1）正确：是指标注尺寸要按国家标准的规定标注，尺寸数值

不能写错和出现矛盾； 

（2）完整：是指平面图形的尺寸要注写齐全。 

（3）清晰：是指尺寸的位置要安排在图形的明显处，标注清晰、

布局整齐、边缘看图。 

 

 
                    平面图形的尺寸标注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4 本节小结  

5min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平面图形的尺寸分析 

1．尺寸基准 

尺寸基准是指标注尺寸的起点。 

2．定形尺寸 

确定平面图形形状的尺寸。 

3．定位尺寸 

确定圆心、线段等在平面图形中的位置的尺寸 

二、平面图形的线段分析 

三、平面图形的作图方法和步骤 

画平面图形线段连接时，先画已知线段，再画中间线段，最后画

连接线段。 

四、平面图形的尺寸标注 

标注平面图形的要求是：正确、完整、清晰。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绘图的方法和步骤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用仪器和徒手绘图的方法和步骤 

 

二、能力目标 

具有使用仪器绘图和徒手绘图的能力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无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本节课主要学习目标： 

掌握用仪器和徒手绘图的方法和步骤 

 

本节课主要学习内容： 

一、用仪器绘图的方法和步骤 

绘图前的准备工作 

固定图纸 

画底稿 

铅笔加深 

二、徒手画草图的方法 

握笔的方法 

直线的画法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4 本节小结  

5min 

圆和曲线的画法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用仪器绘图的方法和步骤 

绘图前的准备工作 

固定图纸 

画底稿 

铅笔加深 

二、徒手画草图的方法 

握笔的方法 

直线的画法 

圆和曲线的画法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投影法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C506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投影的原理，投影法的分类，投影特性 

 

二、能力目标 

具有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投影理论知识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平行投影法的分类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本节课主要学习目标： 

投影法，投影法的分类，平行投影法的基本投影特性 

 

本节课主要学习内容： 

一、投影法的基本知识 

1．投影的形成原理。 

用光线照射物体，在预设的面上绘制出被投射物体图形的方法，叫做 

投影法。光线叫做投射线，所投射的面叫做投影面，投影面上等到的 

物体图形叫做该物体的投影。 

2．投影法种类 

中心投影法：投射线都从投影中心出发，在投影面上作出物体图形的 

方法叫做中心投影法。 

平行投影法：若将投射中心移至无穷远处，则所有的投射线就相互平 

行。用相互平行的投射线，在投影面上作出物体图形的方法叫做平行 

投影法。在平行投影法中，根据投影面是否垂直于投影面，又分为两 

种： 

斜投影 投射线倾斜于投影面 

正投影 投射线平行于投影面 

正投影法能准确地表达出物体的形状结构，而且度量性好，因而在工 

程上广泛应用。但它的缺点是立体感差，一般要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图形才能把物体的形状表达清楚。机械图形主要是用正投影法绘制的，所以

正投影法是本课程学习的主要内容。在以后的课程中，除有特别说明 

外，我们提到的投影均指正投影 

3．正投影法的投影特性，以直线、平面相对于投影面位置的不同，讲 

明实形性、积聚性和类似性三大主要特性。 

二、物体三视图的形成及投影规律 

1、三视图的形成 

用三个互相垂直的投影面构成一空间投影体系，即正面 V、水平 

面 H、侧面 W，把物体放在空间的某一位置固定不动，分别向三 

个投影面上对物体进行投影，在 V 面上得到的投影叫做主视图， 

在 H 面上得到的投影叫俯视图，在 W 面上得到的投影叫左视图。为了

在同一张图纸上画出物体的三个视图，国家标准规定了其展开方法： 

V 面不动，H 面绕 OX 轴向下旋转 90°与 V 面重合，W 面绕 O 

Z 轴向后旋转 90°与 V 面重合，这样，便把三个互相垂直的投影 

面展平在同一张图纸上了。三视图的配置为：以主视图为基准，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及过程； 

60min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俯视图在主视图的下方；左视图在主视图的右方。 

2、视图之间的投影规律 

每个视图反映物体两个方向的尺寸。主视图反映物体的长度和高 

度；左视图反映宽度和高度；俯视图反映长度和宽度。按照三视 

图的配置，三视图的投影规律为：长对正，高齐平，宽一致。 

    三视图的投影规律是在画图、看图时都须严格遵守的。 

3、视图中图纸及线框的含义 

在绘制物体的三视图时，物体表面上的线、面与视图中的轮廓 

线、线框都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1）、视图中每一条轮廓线的含义 

物体表面上交线的投影；物体上垂直于投影面的平面或曲面的投影； 

面立体转向轮廓线的投影。 

    （2）、视图中每一封闭线框的含义： 

视图中每一个封闭线框都表示物体上的一个面（平面或曲面）的投影。 

视图中图线及线框的含义是画图、看图的依据，并可根据其含义对视 

图的正确性进行检查。 

（3）、物体的空间方位 

物体有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的位置关系，每个视图能 

反映物体的四个方位。主视图反映物体的上、下、左、右，左视图 

反映物体的上、下、前、后，俯视图反映物体的前、后、左、右。 

根据以上位置关系，可以在各视图上分析出物体各部分的空间位置 

以便增强对物体的空间想象能力。 

三、三视图的画图步骤 

根据物体或立体图画三视图时，应把物体摆平放正，选择形体主要特 

征明显的方向作为主视图的投影方向，一般画图步骤如下：     

1、用点画线和细实线画出各视图的作图基准线。 

2、用细实线、虚线，按照物体的构成，先大后小，先整体，后局部的顺序，

用三视图的投影规律，画出物体三视图的底图。 

3、底图画完后，需经过检查，没有错误后并清理图面，再按图线要 

求描深。图线的描深顺序为：先曲线，后直线；水平线应自上而下， 

依次描深，垂线应自左向右依次描深。按照这种顺序描深，可以保证 

曲线与直线的正确连接，提高描深速度，保证图面的清洁。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4、提问，



 

  

 

 

4 本节小结  

5min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1．投影的形成原理。 

用光线照射物体，在预设的面上绘制出被投射物体图形的方法，叫做 

投影法。光线叫做投射线，所投射的面叫做投影面，投影面上等到的 

物体图形叫做该物体的投影。 

2．投影法种类 

中心投影法：投射线都从投影中心出发，在投影面上作出物体图形 

的方法叫做中心投影法。 

平行投影法：若将投射中心移至无穷远处，则所有的投射线就相互 

平行。用相互平行的投射线，在投影面上作出物体图形的方法叫做 

平行投影法。在平行投影法中，根据投影面是否垂直于投影面，又分 

为两种： 

斜投影 投射线倾斜于投影面 

正投影 投射线平行于投影面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点的投影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点的投影的原理，点的三面投影特性 

 



 

  

二、能力目标 

具有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三面投影的展开图与立体图的联系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点的三面投影特性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本节课主要学习目标： 

点的三面投影特性，立体图的展开 

 

本节课主要学习内容： 

一、点在两个投影面体系中的投影 

在两面体系中的投影 

投影特性： 

（1）点的正面投影和水平投影连线垂直 OX 轴，即 a’a⊥OX; 

（2）点的正面投影到 OX 轴的距离，反映该点到 H 面的距离，点的水

平投影到 OX 轴的距离，反映该点到 V 面的距离，即 a’ax=Aa, 

aax=Aa’。 

二、点在三个投影面体系中的投影 

点在两面投影体系已能确定该点的空间位置，但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某

些形体，有时需要在两投影面体系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与 H 面及 V 面

垂直的侧立的投影面 W 面，形成三面投影体系。如下图。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4 本节小结  

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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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立体图 （b）投影面展开后 （c）投影图

N

ay

 

                   点在三面体系中的投影 

 

投影特性：（1）a’a⊥OX, a’a”⊥OZ, aayH⊥OYH, a”ayW⊥OYW 

         （2）a’ax=Aa, aax=Aa’。 a’aZ=Aa” 

三、点的投影与坐标 

根据点的三面投影可以确定点在空间位置，点在空间的位置也可

以由直角坐标值来确定。 

点的正面投影由点的 X、Z 坐标决定，点的水平投影由点的 X、Y

坐标决定，点的侧面投影由点的 Y、Z 坐标决定。 

四、两点的置点相对在同面投影的位坐标来判断，其中左右由 X 坐标

差判别，上下由 Z 坐标差判别空间点的相对位置，可以利用两，前后

由 Y 坐标差判别。如图。 

V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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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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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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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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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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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B

XA-XB YA-YB

(a) 立体图 （b) 投影图 

 

                          两点间的相对位置 

Za>ZbA 点在 B 点上方，Ya>YbA 点在 B 点的前方，Xa>XbA 点在 B 点的

左方。A 点在 B 点的左前上方。 

五、重影点 

当空间两点位于垂直于某个投影面的同一投影线上时，两点在该投影

面上的投影重合，称为重影点。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4、提问，

交流互

动；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点在两个投影面体系中的投影 

在两面体系中的投影 

投影特性： 

二、点在三个投影面体系中的投影 

三、点的投影与坐标 

根据点的三面投影可以确定点在空间位置，点在空间的位置也可

以由直角坐标值来确定。 

四、两点的置点相对在同面投影的位坐标来判断，其中左右由 X 坐标

差判别，上下由 Z 坐标差判别空间点的相对位置，可以利用两，前后

由 Y 坐标差判别。 

五、重影点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直线的投影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直线的投影的原理，空间直线的分类，直线的三面投影特性 

 

二、能力目标 

能正确区分直线的类别，熟练掌握各类直线的投影特性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各类直线的三面投影特性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本节课主要学习目标： 

点的三面投影特性，立体图的展开 

 

本节课主要学习内容： 

直线可以由线上的两点确定，所以直线的投影就是点的投影，然后 

将点的同面投影连接，即为直线的投影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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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的三面投影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直线的三面投影 

一、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 

（1）投影面平行线 

直线平行于一个投影面与另外两个投影面倾斜时，称为投影面平行线。 

正平线——平行于 V 面倾斜于 H、W 面； 

水平线——平行于 H 面倾斜于 V、W 面； 

侧平线——平行于 W 面倾斜于 H、V 面。 

投影面平行线特性： 

平行于那个投影面，在那个投影面上的投影反映该直线的实长，而且 

投影与投影轴的夹角，也反映了该直线对另两个投影面的夹角，而另 

外两个投影都是类似形，比实长要短。 

（2）投影面垂直线 

直线垂直于一个投影面与另外两个投影面平行时，称为投影面垂直线。 

正垂线——垂直于 V 面平行于 H、W 面； 

铅垂线——垂直于 H 面平行于 V、W 面； 

侧垂线——垂直于 W 面平行于 V、H 面。 

投影面垂直线特性： 

垂直于那个投影面，在那个投影面上的投影积聚成一个点，而另外两 

个投影面上的投影平行于投影轴且反映实长。 

（3）一般位置直线 

直线与三个投影面都处于倾斜位置，称为一般位置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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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位置直线 

一般位置直线在三个投影面上的投影都不反映实长，而且于投影轴的 

夹角也不反映空间直线对投影面的夹角。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3、插播视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4 本节小结  

5min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 

（1）投影面平行线 

（2）投影面垂直线 

（3）一般位置直线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直线的投影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地 510  二班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直线的投影的原理，空间直线的分类，直线的三面投影特性 

直线上的点，两直线的相对位置关系 

二、能力目标 

能利用各类直线的投影特性解决问题，正确区分直线间的位置关系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各类直线相互位置关系，直线上的点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一、直线上点的投影 

如果点在直线上，则点的各个投影必在该直线的同面投影上，并将 

直线的各个投影分割成和空间相同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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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直线的相对位置 

（1）两直线平行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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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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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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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a) (b)  

两直线空间平行，投影面上的投影也相互平行。 

（2）两直线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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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两直线相交，交点 K 是两直线的共有点，K 点的投影，符合点 

的投影规律。 

（3）两直线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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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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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两直线不平行又不相交时称为交叉。交叉两直线的同面投影可 

能相交，但它们各个投影的交点不符合点的投影规律。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3、插播视

频资料，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4 本节小结  

5min 

展 示 图

片；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直线上点的投影 

二、两直线的相对位置 

左侧：纲领条目、重点 

中间：授课内容详细讲解、图表分析，例题讲解 

右侧：相关知识、内容介绍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平面的投影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二班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平面的投影的原理，各种平面的投影特性 

 

二、能力目标 

正确区分各类平面的投影，熟练运用平面投影特性解决问题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各类平面的三面投影特性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一、平面的表示法 

用几何元素表示平面 

用迹线表示平面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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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 

（1）投影面平行面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平面在三投影面体系中，平行于一个投影面，而垂直于另外两个投影

面。 

正平面——平行于 V 面而垂直于 H、W 面； 

水平面——平行于 H 面而垂直于 V、W 面； 

侧平面——平行于 W 面而垂直于 H、V 面。 

投影面平行面特性： 

平面在所平行的投影面上的投影反映实形，其余的投影都是平行于投

影轴的直线； 

（2）投影面垂直面 

在三投影面体系中，垂直于一个投影面，而对另外两投影面倾斜的平

面。 

正垂面——垂直 V 面而倾斜于 H、W 面； 

铅垂面——垂直 H 面而倾斜于 V、W 面； 

侧垂面——垂直 W 面而倾斜于 V、H 面。 

投影面垂直面特性： 

平面在所垂直的投影上的投影积聚成一直线，该直线于投影轴的夹

角，就是该平面对另外两个投影面的真实倾角，而另外两个投影面上

的投影是该平面的类似形。 

（3）一般位置平面 

平面对三个投影面都倾斜。 

平面对三个投影面的相对位置分析可得出平面的投影特性： 

◆平面垂直于投影面时，它在该投影面上的投影积聚成一条直线——

积聚性； 

◆平面平行于投影面时，它在该投影面上的投影反映实形——实形

性； 

◆平面倾斜于投影面时，它在该投影面上的投影为类似图形——类似

性。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4 本节小结  

5min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平面的表示法 

用几何元素表示平面 

用迹线表示平面  

二、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 

（1）投影面平行面 

（2）投影面垂直面 

（3）一般位置平面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平面的投影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二班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平面的投影的原理，平面上的点和直线 

 

二、能力目标 

熟练运用平面投影特性解决问题，平面上取点和直线及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平面上的点和直线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三、平面上的直线和点 

（1）平面上的直线 

1）直线通过平面上的已知两点，则该直线在该平面上。 

2）直线通过平面上的一已知点，且又平行于平面上的一已知直线， 

则该直线在该平面上。 

（2）平面上的点 

点在平面上的几何条件是：如果点在平面上的一已知直线上，则该点 

必在平面上，因此在平面上找点时，必须先要在平面上取含该点的辅 

助直线，然后在所作辅助直线上求点。 

（3）平面上的投影面的平行线 

平面上的投影面平行线的投影，既有投影面平行线具有的特性，又要 

满足直线在平面上的几何条件。 

例题：已知三角形 ABC 的两面投影，在三角形 ABC 平面上取一点 

K，使 K 点在 A 点之下 15mm，在 A 点之前 13mm，试求 K 点的两 

面投影。（如下图）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4 本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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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上取点 

 分析：由已知条件可知 K 点在 A 点之下 15mm，之前 13mm，我们 

可以利用平面上的投影面平行线作辅助线求得。K 点在 A 点之下 

15mm，可利用平面上的水平线，K 点在 A 点之前 13mm，可利用平 

面上的正平线，K 点必在两直线的交点上。 

作法：1）从 a’向下量取 15mm，作一平行于 OX 轴的直线，与 a’b’ 

交于 m’，与 a’c’交于 n’; 

      2）求水平线 MN 的水平投影 m、n； 

      3）从 a 向前量取 13mm，作一平行于 OX 轴的直线，与 ab 交 

于 g，与 ac 交于 h，则 mn 与 gh 的交点即为 k； 

      4）由 g、h 求 g’、h’，则 g’h’与 m’n’交于 k’，k’即为所求。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5min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三、平面上的直线和点 

（1）平面上的直线 

（2）平面上的点 

（3）平面上的投影面的平行线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平面立体面上取点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地 510   二班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立体的形成方法，典型平面立体面上取点的方法 

 

二、能力目标 

熟练掌握面上取点的方法，增强空间想象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具有积聚性的面上取点问题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一、棱柱  

1 、棱柱的投影  

如下图，是一六棱柱，它是由上下两正六边和六个矩形的侧面所围成。对各

投影进行分析。  

作投影图时，先画出中心线对称线，再画出六棱柱的水平投影正六边 

形，最后按投影规律作出其它投影。  

 

正六棱柱的投影及表面上取点 

2 ．棱柱表面上取点  

1 ）棱柱表面都处于特殊位置，其表面上的点可利用平面的积聚性 

求得；  

2 ）求解时，注意水平投影和侧面投影的 Y 值要相等；  

3 ）点的可见性的判断，面可见，点则可见，反之不可见。  

二、棱锥  

1 ．棱锥的投影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正三棱锥的投影 

1 ）分析三棱锥各平面的投影；  

2 ）作三棱锥的三面投影。  

2 ．棱锥表面上的点  

棱锥表面上点的投影可在平面上作辅助线进行求解，如下图。  

 
棱锥表面上取点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20min 

 

 

 

 

 

 

 

 

 

 

 

 

 

4 本节小结  

5min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棱柱  

1 、棱柱的投影  

2 、棱柱表面上取点  

二、棱锥  

1 、棱锥的投影  

2 、棱锥表面上的点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曲面立体面上取点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二班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圆柱、圆锥等立体的形成方法，典型曲面立体面上取点的方法 

 

二、能力目标 



 

  

熟练掌握面上取点的方法，增强空间想象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圆锥、圆环、球的面上取点问题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三、圆柱  

1 ．圆柱面的形成  

有一母线绕与它平行的轴线旋转而成。  

2 ．圆柱体的投影对圆柱体的各个投影进行分析。  

3 ．圆柱表面上的点  

在圆柱表面上有两点 M 和 N ，已知 M 的正面投影 m' ， N 点的 

侧面投影（ n” ），求作 M 和 N 的另外两个投影。如图所示。  

 

圆柱表面上取点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圆柱表面上点的投影，在投影面为圆的投影中，其表面上点的投影都 

在该圆上。注意： Y 值要相等。  

四、圆锥  

1 ．圆锥面的形成  

有一母线绕和它相交的轴线旋转而成。  

2 ．圆锥的投影  

对圆锥的投影进行分析，如图  

圆锥的投影  

3 ．圆锥表面上的点  

圆锥的三个投影都没有积聚性，因而圆锥表面上点的投影，就不能直 

接求得，要采用辅助素线和辅助圆法。  

（ 1 ）辅助素线法，如图（ b ）。  

 

圆锥表面上取点  

（ 2 ）辅助圆法：如上图（ c ）。注意在画圆时，半径是从中心线到 

轮廓素线，而不是从中心线到点。  

五、球  

1 ．球的形成  

球面可看成是以一圆为母线，以其直径为轴线旋转而成。  

2 ．球的投影  

圆球的投影是与圆球直径相同的三个圆，这三个圆分别是三个不同方 

向球的轮廓的素线圆投影，不能认为是球面上同一圆的三个投影。对 

投影图进行分析。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圆球的投影  

3 ．圆球表面上点的投影  

圆球表面上点的投影，要作辅助圆，圆的半径是从中心线到轮廓线 

，作图时要注意。  

 

圆球表面上取点  

六、圆环  

1 ．圆环的形成  

圆环可看成是以圆为母线，绕与它在同一平面上的轴线旋转而形成的。  

2 ．圆环的投影  

（ 1 ）对圆环的投影进行分析；  

（ 2 ）如何画圆环的投影图。  

3 ．圆环表面上的点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圆环表面上取点  

利用辅助圆求点的投影。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4 本节小结  

5min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三、圆柱  

1 ．圆柱面的形成  

2 ．圆柱体的投影对圆柱体的各个投影进行分析。  

3 ．圆柱表面上的点  

四、圆锥  

1 ．圆锥面的形成  

2 ．圆锥的投影  

3 ．圆锥表面上的点  

五、球  

1 ．球的形成  

球面可看成是以一圆为母线，以其直径为轴线旋转而成。  

2 ．球的投影  

六、圆环  

1 ．圆环的形成  

圆环可看成是以圆为母线，绕与它在同一平面上的轴线旋转而形成的。  

2 ．圆环的投影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切割体-平面与平面立体相交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二班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截交线的性质及截交线的一般作图步骤，平面立体被截交的作图方法 

 

二、能力目标 

熟练应用面上取点，绘制平面立体的截交线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截交线的作图步骤与方法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1、用投影



 

  

5min 

 

 

 

 

 

 

 

 

 

 

 

 

2 新课内容 

 

 

 

 

 

 

 

 

一、概述 

平面与立体相交，即立体被平面截切所产生的表面交线称为截交线， 

该平面称为截平面。 

（一）截交线的性质 

由于立体表面的形状不同和截平面所截切的位置不同，截交线也表面 

为不同的形状，但任何截交线都具有下列基本性质： 

1.共有性 

截交线既属于截平面，又属于立体表面，故截交线是截平面与立体表 

面的共有线，截交线上的每一点均为截平面与立体表面的共有线。 

2.封闭性 

由于任何立体都占有一定的封闭空间，而截交线又为平面截切立体所 

得，故截交线所围成的图形一般是封闭的平面图形。 

3.截交线的形状 

截交线的形状取决于立体的几何性质极其与截平面的相对位置，通常 

为平面折线、平面曲线或平面直线组成。 

当平面与片面立体相交时，其截交线为封闭的平面折线。 

当平面与回转提相交时，其截交线一般为封闭的片面曲线或平面曲线 

和直线围成的封闭的平面图形或平面多边形。 

（二）求画截交线的一般方法、步骤 

求画截交线就是求画截平面与立体表面的一系列共有点。求共有点的 

方法通常有： 

（1）面上取点法； 

（2）线面交点法。 

具体作图步骤为： 

（1）找（求）出属于截交线上一系列的特殊点； 

（2）求出若干一般点； 

（3）判别可见性； 

（4）顺次连接各点（成折线或曲线）。 

1.面上取点法 

 

 2.线面交点法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用投影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二、平面与平面立体相交 

平面与平面立体相交，其截交线是一封闭的平面折线。求平面与平面 

立体的截交线，只要求出平面立体有关的棱线与截平面的交点，经判 

别可见性，然后依次连接各交点，即得所求的截交线。也可直接求出 

截平面与立体有关表面的交线，由各交线构成的封闭折线即为所求的 

截交线。 

当截平面为特殊位置时，它所垂直的投影面上的投影有积聚性。 

对于正放的棱柱，因各表面都处于特殊位置，故可利用面上取点法求 

画其截交线。对于棱锥，因含有一般位置平面，故可采用线面交点法 

求画截交线。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及过程； 

60min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4 本节小结  

5min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概述 

（一）截交线的性质 

1.共有性 

2.封闭性 

（二）求画截交线的一般方法、步骤 

二、平面与平面立体相交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切割体-平面与曲面立体相交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地 510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截交线的性质及截交线的一般作图步骤，回转体被截交的作图方法 

 

二、能力目标 

熟练应用面上取点，绘制回转体的截交线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截交线的作图步骤与方法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回转切割体的投影 

回转体的表面是曲面或曲面加平面，他们切割后的截交线，一般

是封闭的平面曲线或平面曲线与直线围成的平面图形。求截交线的实

质，就是要求出截平面与回转体上各被截素线的交点，然后依次光滑

相连。 

求回转体的截交线的一般步骤如下： 

（1）判断截交线的空间形状，确定截交线在视图中的特殊点（如

最高、最低、最左、最右、最前、最后等点以及可见性的分界点等） 

（2）求截交线的一般点。在回转体表面上取直素线或纬圆，求

这些素线或纬圆与截平面的交点。 

（3）将这些交点光滑地连成曲线。 

（4）判断截交线的可见性。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圆柱切割体 

根据截平面对圆柱轴线的相对位置不同，圆柱的截交线可以有

圆、矩形和椭圆三种情况，如图所示。 

 
平面与圆柱的截交线 

绘制如图所示的圆柱被平面截切后的三视图。 

 
平面切割圆柱 

（1）空间及投影分析 

图 3-12a 是一个圆柱体左端开槽 ( 中间被两个正平面和一个侧

平面切割 ), 右端切肩 ( 上、 下被水平面和侧平面对称地切去两块 ) 

而形成。所产生的截交线为直线和平行于侧面的圆。 

（2）作图 

作出槽口的侧面投影 ( 两条竖线 ), 再按投影关系作出槽口的

正面投影 ( 图 3-12b)。 

2) 作出切肩的侧面投影 ( 两条虚线 ), 再按投影关系作出切肩

的水平投影( 图 3-12c)。 

3) 擦去多余的图线 , 描深。图 3-12d 为完整的切割体的三视图。 

2.圆锥切割体 

截平面切割圆锥时，根据截平面与圆锥轴线位置的不同个，与圆

锥面的交线有五种情形，如图 3-13 所示。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图 3-13 平面与圆锥的截交线 

【例 3-4】 求如图 3-14 所示为圆锥被正平面切割后的截交线。 

 
图 3-14 平面切割圆锥 

（1）空间及投影分析 

正平面 P 与圆锥轴线平行 ,交线为双曲线加直线 , 其正面投影

反映实形 ,水平投影和侧面投影积聚成直线。可用辅助纬圆法或辅助

素线法求作交线的正面投影 。 

（2）作图 

(1) 求特殊点 ( 图 3-14b)最高点 C 是圆锥最前素线与 P 面的交

点 , 利用积聚性直接作出侧面投影 c”和水平投影 c , 由 c” 和 c 作出

正面投影 c’; 最低点 A 、E 是圆锥底面圆与 P 面的交点 , 直接作出

a、e 和 a”、e”, 再作出 a’和 e’。 

(2) 求中间点( 图 3-14c) 在适当位置作水平纬圆 ,该圆的水平投

影与 P 面的水平投影的交点 b、d 即为交线上两点的水平投影 , 再

作出 b’、d’ 和 b”、d” 。 

(3) 依次光滑连接 a’、b’、c’、d’、e’即为交线的正面投影 ( 图

3-14d)。 

3.圆球切割体 

平面与球面的交线总是圆。图 3-15 所示是球面与投影面平行面

（水平面和侧平面）相交时，交线的投影。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图 3-15 平面与球面截交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4、提问，

交流互

动； 



 

  

 

 

 

 

 

 

4 本节小结  

5min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概述 

（一）回转体截交线的性质 

1.共有性 

2.封闭性 

（二）求画回转体截交线的一般方法、步骤 

二、回转体截交线的绘制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切割体-组合回转体的切割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截交线的性质及截交线的一般作图步骤，组合回转体被截交的作图方法 

 

二、能力目标 



 

  

熟练应用面上取点，绘制组合回转体的截交线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 学 重 点

与难点 
截交线的作图步骤与方法 

教 学 方 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

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组合回转体的切割体 

组合回转体由若干基本回转体组成。平面与组合回转体相交，则

形成组合截交线。作图时首先要分析各部分的曲面性质及其分界线，

然后按照它们各自的几何特性确定其截交线的形状，再分别作出。 

[例 3-5]   图 3-16 所示为一顶尖，画出它的投影图。 

 

 

1.空间及投影分析    

顶尖由一同轴的圆锥和圆柱组成，其上切去的部分可以看成被水

平面 P 和正垂面 Q 截切而成。平面 P 与圆锥面的截交线为双曲线，与

圆柱面的截交线为两平行直线，它们的水平投影均反映真形，而正面

投影和侧面投影分别积聚在 P v 和 P w 上。平面 Q 截切圆柱的范围只截

切到 P 面为止，故与圆柱面的截交线是一段椭圆弧，其正面投影积聚

在 Q v 上，侧面投影积聚在圆柱的侧面投影上，而水平投影为椭圆弧

1、用

投影仪出

示本节课

的学习目

标； 

 

 

 

 

 

 

 



 

  

 

 

2 新课

内容 

 

 

 

 

 

 

 

 

 

 

 

 

 

 

（1）展

示本节课的

学习目标； 

 

 

 

但不反映真形。所以，顶尖上的整个截交线是由双曲线、两平行直线

和椭圆弧组成的。作图时，对截交线为两平行直线的部分，可利用圆

柱投影的积聚性直接求得，而截交线为双曲线和椭圆弧的部分，则需

要运用辅助平面法或面上取点线法进行作图。 

2.作图（如图 3-16b 所示）： 

（1）画出组成顶尖主体（圆锥、圆柱）的三面投影图 

（2）画出三段截交线的分界点   先求出双曲线与矩形、矩形与

椭圆的分界点 B、C 和 E、D 的正面投影 b′、（c′）和 e′、（d′），

再求其侧面投影 b″、c″和（e″）、（d″），最后求其水平投影 b、c

和 e、d。 

（3）画左边双曲线的投影   求特殊点：双曲线的顶点 A 和末端

两点 B 和 C（即为中间截交线为两平行直线左边两端点）。先在正面投

影上确定 a′,然后求得它的其它两个投影 

a、a″。再求一般点，如Ⅰ和Ⅱ两点，可用辅助侧平面 R 求得。

用曲线光滑地连接各点， 

 

 

 

 

 

 

 

3-16 顶尖的投影 

即得双曲线的水平投影，其正面投影和侧面投影分别积聚在 P v 和 P w

上。 

（4）画右边椭圆弧的投影   先求特殊点 F、E 和 D（中间截交线

为两平行直线右边两端点），即先在正面投影上确定 f′，就可求得它

的其它两个投影 f、f″。再求一般点，如Ⅲ和Ⅳ两点，可根据其截交

线的正面投影和侧面投影有积聚性，定出 3′、4′和 3″、4″，再

 

 

 

 

 

 

 

 

 

 

 

2、用

投影仪展

示授课内

容及详细

讲 解 过

程； 

 

 

 

 

 



 

  

 

 

 

 

 

 

 

 

 

 

 

（2）讲

解主要教学

内容及过程； 

60min 

 

 

 

 

 

 

3 针对

讲解内容，

看 书 细 化

求得水平投影 3、4。用曲线光滑地连接各点，即得椭圆弧的水平投影，

其正面投影积聚在 Qv 上，侧面投影积聚在圆柱的侧面投影上。 

（5）画中间直线部分的投影   将 b 和 e、c 和 d 相连成粗实线

（即为 P 面与圆柱面截切的截交线为两平行直线的水平投影），其正

面投影积聚在 P v 上，侧面投影积聚在 P w 上，将 d 和 e 相连成粗实线

（两截平面 P、Q 交线的水平投影），b 和 c 改画成虚线（下半部圆锥

和圆柱同轴相贯的交线不可见圆弧线段的投影），即得这段不可见相

贯线的水平投影。其正面投影积聚成直线，侧面投影积聚在有积聚性

的圆柱的侧面投影（圆）上。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3、插

播视频资

料，展示

图片； 

 

 

 

 

 



 

  

吸收，学生

提问，解疑

答惑 

20min 

 

 

 

 

 

 

4 本节

小结  

5min 

 

 

 

 

4、提

问，交流

互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组合回转体的投影分析 

绘图步骤 

举例说明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切割体相关习题讲解（1）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切割体的绘图方法、步骤 

分析截平面与基本体的相对位置 

截平面与投影面的相对位置 

绘制截交线 

二、能力目标 

熟练应用面上取点，绘制切割体的截交线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截交线的作图步骤与方法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4、提问，

交流互

动； 



 

  

 

 

 

 

4 本节小结  

5min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切割体的投影分析 

二、截交线的绘制方法、步骤 

三、例题讲解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切割体相关习题讲解（2）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地 510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切割体的绘图方法、步骤 

分析截平面与基本体的相对位置 

截平面与投影面的相对位置 

绘制截交线 

二、能力目标 



 

  

熟练应用面上取点，绘制切割体的截交线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截交线的作图步骤与方法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4、提问，

交流互

动； 



 

  

 

4 本节小结  

5min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切割体的投影分析 

二、截交线的绘制方法、步骤 

三、例题讲解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切割体相关习题讲解（3）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切割体的绘图方法、步骤 

分析截平面与基本体的相对位置 

截平面与投影面的相对位置 

绘制截交线 

二、能力目标 

熟练应用面上取点，绘制切割体的截交线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截交线的作图步骤与方法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2 新课内容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4 本节小结  

5min 

 

 

 

 

4、提问，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切割体的投影分析 

二、截交线的绘制方法、步骤 

三、例题讲解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相贯体-利用积聚性法绘制相贯线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相贯体的绘图方法、步骤 

回转体相交时相贯线的性质 

利用积聚性法绘制相贯线 

二、能力目标 

熟练应用积聚性法绘制相贯线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相贯线的作图步骤与方法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3.3.1 概述 

   立体与立体相交,在立体表面产生的交线称为相贯线,如图 3-17 所

示。根据立体表面的性质,两立体相交可分为三种情况:(1)两平面立体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2 新课内容 

 

 

 

 

 

 

 

 

相交;(2)平面立体与曲面立体相交;(3)两曲面立体相交。前两种情况就

是求平面与平面立体或曲面立体的截交线问题。这些在前面都已经叙

述过，这里不再讨论，本节着重介绍两回转体相交时相贯线的性质及

作图方法。 

    

 

 

 

 

 

 

 

 

图 3-17 两回转体相交时的相贯线 

 

两回转体相交时具有以下的性质： 

  （1）封闭性相贯线一般为封闭的空间曲线，特殊情况下是平面曲

线或直线。 

（2）共有性相贯线是两立体表面的共有线，相贯线上的点是两立

体表面的共有点。 

因此，求相贯线的问题其实就是求线面交点或面面交线的问题。 

3.3.2 利用积聚性表面取点法 

   当相交的两回转面中，只要有一个是轴线垂直于投影面的圆柱面

时，相贯线在该投影面上的投影与圆柱面的积聚性投影重合，因此相

贯线的这个投影就是已知的。这时相贯线可视为另一回转体表面上的

曲线，可利用面上取点法求 

出相贯线的其余投影。 

 

 

 

 

 

 

 

 

 

习目标；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在图 3-18 中，有两个轴线垂直相交的圆柱体，相贯线为一封闭

的空间曲线。大圆柱轴线垂直于 W 投影面，小圆柱轴线垂直于 H 投

影面，所以相贯线的水平投影和小圆柱的水平投影重合，为一个圆；

相贯线的侧面投影和大圆柱的侧面投影重合，为一段圆弧。因此，只

需求出相贯线的正面投影。 

作图： 

（1）求特殊点。相贯线上的特殊点主要是转向轮廓线上的点和

极限位置点。最高点Ⅰ、Ⅱ，最低点Ⅲ、Ⅳ，也是转向轮廓线             

上的点，它们的水平投影和侧面投影都已知，正面投影 1′、2′、3′（4′）

可由投影关系直接求出。              

  （2）求一般点。在相贯线的水平投影上任取一般点 5、6、7、8，

同上，可利用投影关系求出 5″(7″)、6″(8″)和 5′（6′）、7′（8′）。 

   （3）判别可见性，依次光滑连接各点。判别相贯线投影可见性的

原则是：只有同时位于两立体可见表面的相贯线才是可见的。由图可

知，该相贯线前后对称，故其正面投影虚线和实线重合。 

   两回转体相交，可能是立体的外表面相交，也可能是立体的内表

面相交，因此就会出现图 3-19 所示的两外表面相交和外表面与内表

面相交、两内表面相交三种形式。不管是哪种相交形式，只要相交的

两个回转体表面的形状、相对尺寸大小及表面相对位置不变，则它们

的相贯线形状和作图方法都是相同的。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详细讲解

过程； 

 

 

 

 

 

 

 

 

 

 

 

 

 

 

 

 

 

 

3、插播视

频资料，



 

  

及过程； 

60min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展 示 图

片； 

 

 

 

 

 

 

 

 

 

 

 

 

 

 

 

 

 

 

4、提问，

交流互



 

  

 

 

 

 

 

 

 

 

 

 

 

4 本节小结  

5min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相贯体的投影分析 

二、相贯线的绘制方法、步骤 

三、例题讲解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相贯体-利用辅助平面法绘制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地 510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相贯体的绘图方法、步骤 

回转体相交时相贯线的性质 

利用辅助平面法绘制相贯线 

二、能力目标 

熟练应用辅助平面法绘制相贯线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相贯线辅助平面法的作图步骤与方法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3.3.3 用辅助平面法求相贯线 

   当相交的两个回转体的投影没有积聚性，它们的相贯线不能用表 

面取点法作图时，可采用辅助平面法。所谓辅助平面法就是根据三面 

共点的原理,利用辅助平面求出两回转体表面上的若干共有点,从而求 

出相贯线的投影方法，见图 3-20。 

   为了作图简便,选择辅助平面时应遵守以下原则:即所选择的辅助平 

面与两相贯体的截交线的投影是最简单的直线或圆。 

   图 3-20 为圆柱与半圆球相交,由于圆柱的轴线垂直于侧立面，相贯 

线的侧面投影积聚在圆周上，为已知，故只需求作相贯线的正面投影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和水平投影。根据辅助平面的选择原则，在此选择水平面为辅助平面，具体

作图步骤如下。 

 

 

图 3-19 两圆柱面相交的三种形式 

（1） 求特殊点：由侧面投影可知，Ⅰ、Ⅱ、Ⅴ、Ⅵ分别是相贯 

线上的最高、最低和最前、最后点。由 1″、2″可直接求出 1′、2′和 1、2；点

Ⅴ、Ⅵ的投影，可利用辅助平面法求出，过 5″、6″作水平辅助平面 

Q，平面 Q 与圆柱面相交于最前、最后两条素线，与圆锥面相交于 

一水平纬圆，它们的水平投影的交点，就是 5、6，再根据 5、6 在 PV 

上求出 5′、（6′）。 

 

 

图 3-20 圆柱与半圆球相交 

   （2）求一般点:在侧面投影的适当位置作辅助水平面 P，平面 P 与 

圆柱面相交于两条素线，与圆锥相交于一水平纬圆，它们的水平投影 

的交点就是Ⅲ、Ⅳ点的水平投影 3、4，再根据 3、4 在 PV 上求出 3′、（4′）。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3）判别可见性，并光滑连接各点。在俯视图中，位于圆柱上半 

部的相贯线可见，位于圆柱下半部的相贯线不可见，故 6、4、1、3、 

5 可见，连成实线，5、（2）、6 连成虚线，可见与不可见的分界点为 5、6 点。

相贯线前后对称，因此相贯线的正面投影前后重合，用实线画出。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4、提问，

交流互

动； 



 

  

 

 

 

 

 

 

4 本节小结  

5min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相贯体的投影分析 

二、相贯线的绘制方法、步骤 

三、例题讲解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相贯线的特殊情况及影响相贯线的因素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相贯线的特殊情况 

影响相贯线的因素 尺寸、相交位置 

过渡线的绘制 

二、能力目标 



 

  

熟练绘制特殊形式的相贯线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特殊形式相贯线的绘制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3.3.4 相贯线的特殊情况 

1.两同轴回转面的相贯线是垂直于轴线的圆。当它们的轴线平行于某 

投影面时，相贯线在该投影面上的投影积聚为垂直于轴线的直线段， 

如图 3-21 所示。 

2.轴线相交的两回转面公切于一个球面时,其相贯线是平面曲线——椭 

圆。若两回转面的轴线都平行于某投影面，则相贯线在该投影面上的 

投影积聚为两相交的直线段，如表 3-1 所示。 

  

 

图 3-21 两同轴回转面的相贯线 

 3.3.5 影响相贯线形状的因素 

   影响相贯线形状的因素有：两相贯体表面的几何性质，两相贯体 

的相对尺寸大小和相对位置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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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表 3-2 表示圆柱与圆柱、圆柱与圆锥轴线正交时，当其中 

一相贯体尺寸发生改变时，相贯线形状的变化趋势。 

（2） 表 3-3 表示圆柱与圆柱、圆柱与圆锥相交时，若它们的直 

径保持不变，而使它们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比如正交、斜交和交叉 

三种情况下，相贯线形状的变化情况。 

3.3.6 综合相交举例 

机件往往都是由多个基本体构成的组合体,它们相交时产生的表面 

交线可能是相贯线,也可能是截交线，形成综合相交。画组合体的投 

影时，必先进行形体分析，找出存在截交和相贯关系的表面，应用 

截交线和相贯线的基本作图方法，逐一作出各条交线的投影。 

【例 3-6】 完成图 3-17 所示组合体的主、左两视图。 

 

 

图 3-22 组合体的表面交线 

解  分析:该组合体由两个具有同心孔的圆柱 A 和 B 及半球 C 组合 

而成，其中 A、B 轴线垂直相交,且都通过球心。组合体外表面之间 

的交线包括：圆柱面 B 与 A 相交产生的空间曲线、圆柱面 B 与半 

球 C 相交产生的半圆和圆柱面 B 与半球 C 的左端面 D 相交产生的两 

直线段，其中圆柱 B 与半球 C 属于同轴回转体相交，相贯线为半圆。下面分

析组合体内表面产生的交线，竖直圆孔与水平圆孔轴线垂直相交， 

且它们的直径相同，相贯线为两个半椭圆；竖直圆柱孔的下部又与外 

表面 A、C 及 C 的左端面 D 都相交，这些交线与圆柱面 B 产生的交 

线类似。由于圆柱 B 的水平投影具有积聚性，圆柱 A 的侧面投影具有 

积聚性，因此该组合体交线的各面投影可利用积聚性求出，如图 

3-22（b）所示。 

3.3.7 过渡线 

由于设计、工艺上的要求，在机件的表面相交处，常常用铸造圆角 

或锻造圆角进行过渡，而使相交表面的交线变的很不明显，我们把 

这种不明显的交线称为过渡线。过渡线的形状与相贯线相同，只是在 

有圆角处断开。另外过渡线应用细实线绘制。常见的过渡线及其画法 

如图 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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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相贯线习题讲解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相贯线的形式及作图方法 1 积聚性法 2 辅助平面法 

特殊形式的相贯线 

影响相贯线的因素 尺寸、相交位置 

过渡线的绘制 

二、能力目标 

熟练绘制相贯线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回转体及其变形体相关线的绘制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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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2 新课内容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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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一、掌握相贯线的形式及作图方法 1 积聚性法 2 辅助平面法 

二、特殊形式的相贯线 

三、影响相贯线的因素 尺寸、相交位置 

四、过渡线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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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组合体组合形式及其形体分析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地 510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组合体的组合形式 

掌握组合体的表面连接关系 

形体分析法 

二、能力目标 

正确理解组合体的组合形式 

利用形体分析法，分析组合体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形体分析法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2 新课内容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4.1.1 组合体的组合行式 

组合体的组合有叠加和切割两种形式,常见的组合体则是这两种

方式的综合。见图 4－1(a)它是由圆柱和四棱柱堆而成的组合体，属

于叠加型。图 4－1(b)是由原始的四棱柱切去两个三棱柱和一个圆柱

后形成的组合体，属于切割型。图 4－1(c)是既有叠加又有切割的综合

组合形式。     

 

图 4－1  组合体的组合形式 

4.1.2  组合体表面的连接关系 

无论以何种方式构成组合体，其基本形体的相邻表面都存在一定

的连接关系。其形式一般可分为平齐、不平齐、相切和相交等情况。 

1.两表面平齐或不平齐 

当相邻两个基本体的表面没有公共的表面时，在视图中两个基本

体之间有分界线，如图 4－2（a）所示。当相邻两个基本体的表面互

相平齐连接成一个面（共平面或共曲面）时，结合处没有分界线，在

视图上不画出两表面的分界线，如图 4－2（b）和（c）所示。 

 

图 4－2  两表面平齐或不平齐的画法 

2.两表面相切 

当两基本体表面相切时，两表面在相切处光滑过渡，不存在明显

的轮廓线，所以在视图上相切处不应画出分界线，如图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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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两表面相切时的画法 

当两曲面相切时，则要看两曲面的公切面是否垂直于投影面。如

果公切面与投影面垂直，则在该投影面上相切处画线，否则不画线，

如图 4－4 所示。 

 

图 4－4  两曲面相切时的画法 

3.两表面相交 

当两基本体表面相交时，相交处会产生不同形式的交线，在视图

中应画出这些交线（截交线或相贯线）的投影，如图 4－5 所示。 

 

图 4－5  两表面相交时的画法 

4.1.3  形体分析法 

假想将组合体分成若干个基本形体，分析它们的形状、组合形式、

相对位置及其在某方向上是否对称，在对称方向上有哪些基本形体处

于居中位置（在某方向上基本形体自身的对称平面或回转轴线处在同

方向上组合体的对称平面或回转轴线上的位置，称为居中位置．．．．）。以

便于进行画图、看图和标注尺寸，这种分析组合体的思维方法，称为

形体分析．．．．法。．． 

形体分析法是画、看组合体视图以及标注尺寸的最基本方法之

一。在对组合体进行形体 

分析时，根据实际形状分解为比较简单的形体即可，如图 4-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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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组合体（支座）可假想分解为由①直立空心圆柱、②底版、③肋

板、④搭子、⑤水平空心圆柱、⑥扁空心圆柱等组成。 

可以看出肋板的底面与底板的顶面相接，扁空心圆柱的顶面和直

立空心圆柱的底面分别与底板的底、顶面相接，底板的顶面与直立空

心圆柱垂直相截，肋板和搭子的侧面与直立空心圆柱相交，底板的前、

后侧面与直立空心圆柱相切，水平空心圆柱与直立空心圆柱垂直相

交，且两空贯通，但其整体在三个方向上都不具有对称面。 

 

 

 
图 4-6 组合体的形体分析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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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组合体视图的画法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利用形体分析法绘制组合体视图 

形体分析 

选择主视图 

选比例、定图幅 

布置视图，画出作图基准线 

 绘制底稿 

检查描深 

二、能力目标 

正确理解组合体的组合形式，绘图步骤 

利用形体分析法，分析组合体，绘制组合体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形体分析法绘制组合体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4.2  组合体视图的画法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2 新课内容 

 

 

 

 

 

 

 

下面以图 4－7 所示轴承座为例，介绍画组合体三视图的一般步

骤和方法。 

4.2.1  形体分析 

画图之前，首先对组合体进行形体分析。分析组合体由哪几部分

组成，各部分之间的相对位置，相邻两基本体的组合形式，是否产生

交线等。图中轴承座由上部的圆筒、支承板、底板及肋板组成。支承

板的左、右侧面都与圆筒的外圆柱面相切，肋板的左、右侧面与圆筒

的外圆柱面相交，底板的顶面与支承板、肋板的底面相互重合。 

 

 

图 4－7  轴承座的形体分析 

4.2.2  选择主视图 

首先确定主视图。主视图一般应能较明显反映出组合体形状的主

要特征，即把能较多反映组合体形状和位置特征的某一面作为主视图

的投影方向，并尽可能将组合体的主要表面或主要轴线放置在与投影

面平行或垂直的位置，同时考虑组合体的自然安放位置，还要兼顾其

他两个视图表达的清晰性。 

如图 4—6 所示，当轴承座按自然位置放置后，对如图 4—6 所示

的 A、B、C、D 四个方向投射所得的视图进行比较，选出最能反映轴

承座各部分形状特征和相对位置的方向作为主视图的投射方向。如图

4—7 所示，投射方向 B 向与 D 向比较，D 向视图的虚线多，不如 B

向视图清晰；A 向视图与 C 向视图同等清晰，但如以 C 向视图作为主

视图，则在左视图上会出现较多的虚线，所以不如 A 向视图好；再以

A、B 两向视图进行比较，B 向视图能反映空心圆柱体、支承板的形状

特征，以及肋板、底板的厚度和各部分上下、左右的位置关系，A 向

视图能反映肋板的形状特征、空心圆柱体的长度和支承板的厚度、以

及各部分的上下、左右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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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轴承座主视图的选择 
 

由 A 向与 B 向视图的比较，不难看出，两者对反映各部分的形状

特征和相对位置来说，各有特点，差别不大，均符合选为主视图的条

件。在此前提下，要尽量使画出的三视图长大于宽，因此选用 B 向视

图作为主视图。主视图一经确定，其它视图也随之确定。 

4.2.3  选比例、定图幅 

视图确定后，便根据实物的大小和其形体的复杂程度，按制图标

准规定选择适当的作图比例和图幅。在一般情况下，作图比例尽可能

选用 1∶1，在选择图幅时，要充分考虑所绘制视图的面积大小以及标

注尺寸、技术要求和标题栏的大小和位置等。 

4.2.4  布置视图，画出作图基准线 

布图时，根据各视图每个方向的最大尺寸和视图间有足够的地方

注全所需尺寸，以确定每个视图的位置，将各视图均匀地布置在图框

内。 

根据各视图的位置，画出基准线。一般常用底面、对称中心面、

较大的端面或过重要轴线的平面等作为作图基准。如图 4－8（a）所

示。 

4.2.5  绘制底稿 

绘制底稿的步骤如图 4—8 所示 

为了迅速而正确地画出组合体的三视图，画底稿时应注意： 

（1）画图顺序按照形体分析法，先画主要部分，后画次要部分；

先画可见的部分，后画不可见部分。如图中先画底板和空心圆柱体，

后画支承板、肋板。 

（2）每个形体应先画反映形状特征的视图，再按投影关系画其

他视图（如图中底板先画俯视图，空心圆柱体先画主视图等）；画图

时，每个形体的三个视图最好配合起来画。画完一个形体的视图，再

画另一个形体的视图，以便利用投影的对应关系，使作图既快又正确。 

（3）形体之间的相对位置要正确。例如，画底稿时，要注意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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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与圆筒后端面的前后位置关系（如图 4－8（c））。 

（4）形体间的表面过渡关系要正确。如图 4－8（d）和（e）所

示。 

（5）要注意各形体间内部融为整体。由于套筒、支承板、肋板

融合成整体，原来的轮廓线也发生变化。如图 4－8（d）中左视图和

俯视图上套筒的轮廓线，图 4－8（e）中俯视图上支承板和肋板的分

界线的变化。 

4.2.6  检查描深 

用细实线画完底稿后，应按形体逐个进行认真仔细的检查，确认

无误后，按机械制图的线型标准描深全图。如图 4－8（f）所示。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4、提问，



 

  

 

 

 

 

 

 

 

 

 

 

 

 

4 本节小结  

5min 

交流互

动；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形体分析 

二、选择主视图 

三、选比例、定图幅 

四、布置视图，画出作图基准线 

五、绘制底稿 

六、检查描深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组合体视图的尺寸标注 1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利用形体分析法给组合体标注尺寸 

基本体的尺寸注法 

切割体和相贯体的尺寸标注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二、能力目标 

正确理解组合体的组合形式，绘图步骤 

利用形体分析法，分析组合体，绘制组合体，组合体标注尺寸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形体分析法组合体尺寸标注 

尺寸基准的选择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4.3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视图只能表示物体的形状，物体的大小则由标注尺寸来确定。组

合体尺寸标注的要求是：正确、完整、清晰、合理。 

（1）正确。所注尺寸应符合国家标准有关尺寸注法的基本规定

（详见第 1 章），注写的尺寸数字要正确无误。 

（2）完整。将确定组合体各部分形状大小及相对位置的尺寸标

注齐全，不遗漏，不重复。 

（3）清晰。尺寸标注要布置匀称、清楚、整齐，便于阅读。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4）合理。所注尺寸应符合形体构成规律与要求，便于加工和

测量。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范畴已超出本课程的内容。 

4.3.1  基本体的尺寸注法 

要掌握组合体的尺寸标注，必须先了解基本体的尺寸标注方法。

常见基本体尺寸注法如图 4－11 所示。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基本体的

尺寸中有互相关联的尺寸，如图 4－11 中正六棱柱底的对边距和对角

距相关联，因此底面尺寸只标注对边距（或对角距）；圆柱、圆锥（台）

的尺寸一般标注在非圆视图上，在注底面直径时，应在数字前面加注

“Φ”，用这种标注形式，有时只要用一个视图就能确定其形状和大

小，其他视图即可省略；圆球在直径数字前加注“SΦ”，也可只用一

个视图表达。 

  

图 4－11  基本体的尺寸标注 

 

 

4.3.2  切割体和相贯体的尺寸标注 

当基本体被平面截切时，除标注基本体的尺寸大小外，还应标注

截平面的位置尺寸，不允许直接标注截交线的尺寸大小。因为截平面

与基本体的相对位置确定之后，截交线的形状和大小就唯一确定了，

如图 4－12 中打“×”的尺寸即是错误尺寸。 

 

图 4－12  切割体的尺寸标注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当基本体表面相贯时，应标注出两基本体的形状大小尺寸和相对

位置尺寸，而不允许直接在相贯线上标注尺寸，如图 4－13 所示。 

 

图 4－13  相贯体的尺寸标注 

4.3.3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1.组合体的尺寸种类 

（1）定形尺寸 

确定组合体各组成部分形状大小的尺寸，称定形尺寸。如图 4－

14（a）所示的均为定形尺寸。 

（2）定位尺寸 

确定组合体各组成部分相对位置的尺寸，称定位尺寸。如图 4－

14（b）中的尺寸均为定位尺寸。 

（3）总体尺寸 

确定组合体外形的总长、总宽和总高尺寸，称为总体尺寸。如图

4－14（c）中总长 40、总宽 30、总高 27。组合体一般应注出长、宽、

高三个方向的总体尺寸。 

注意：（1）如果组合体定形、定位尺寸已标注完整，再加注总体

尺寸就会出现尺寸多余或重复。因此加注总体尺寸的同时，应减去一

个同方向的定形尺寸。如图 4－14（c）中主视图标注总高尺寸 27，

同时减去了 4－14（a）中所注的圆柱体高度 20。有时总体尺寸被某

个形体的定形尺寸所取代，则不再标注。如图 4－14（c）中总长尺寸

40 就是底板的定形尺寸。（2）当组合体的某一方向具有回转面结构时，

一般只标注回转面轴线的定位尺寸和外端圆柱面的半径，不标注总体

尺寸，如图 4－15 所示。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图 4－15  不注总体尺寸的结构示例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4、提问，

交流互

动； 



 

  

 

 

 

 

 

 

 

4 本节小结  

5min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基本体的尺寸注法 

二、切割体和相贯体的尺寸标注 

三、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组合体视图的尺寸标注 2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地 510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利用形体分析法给组合体标注尺寸 

组合体的尺寸基准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方法 

尺寸配置的要求 



 

  

二、能力目标 

正确理解组合体的组合形式，绘图步骤 

利用形体分析法，分析组合体，绘制组合体，组合体标注尺寸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形体分析法组合体尺寸标注 

尺寸基准的选择 

清晰标注尺寸的要求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2.组合体的尺寸基准 

所谓尺寸基准是指标注尺寸的起点。标注定位尺寸时，必须考虑

尺寸以哪里为起点去定位的问题。如图 4－15（b）中高度方向以底面

为尺寸基准，长度方向选用左右的对称平面作为尺寸基准，宽度方向

以前后的对称平面为尺寸基准。 

在选择尺寸基准和标注尺寸时应注意： 

（1）物体有长、宽、高三个方向的尺寸，每个方向至少要有一

个尺寸基准。通常画图时的三条基准线就是组合体三个方向上的尺寸

基准，也可叫做主要基准。在一个方向上有时根据需要允许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的尺寸基准，除主要基准外，其余皆为辅助基准，如图 4－

16 所示。辅助基准与主要基准之间必须有尺寸相连。 

（2）通常以组合体的底面、重要的端面、对称面、回转体的轴

线以及圆的中心线等作为尺寸基准。 

（3）在标注回转体的定位尺寸时，一般都标注它们的轴线的位

置。如图 4－14（b）中用尺寸 40 和 20 确定 4×φ4 孔的轴线位置。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4）以对称平面为基准标注对称尺寸时，不能只注一半。如图 4

－17 所示。 

 

图 4－17  对称结构的尺寸标注 

3.组合体的尺寸标注方法 

形体分析法是标注组合体尺寸的基本方法，下面以图 4－18 所示

的轴承座为例，说明标注组合体尺寸的步骤和方法。 

（1）对轴承座进行形体分析，如图 4－6 所示。 

（2）标注各形体的定形尺寸，如图 4－18（a）所示。 

（3）选择长、宽、高三个方向的尺寸基准，标注各形体的定位

尺寸，如图 4－18（b）、（c）所示。 

（4）标注总体尺寸，如图 4－18（d）所示。总长与底板的长度

一致，不能重复；高度方向因上端面是回转体，因此只标注圆筒高度

方向的定位尺寸和定形尺寸，不再标注总高；总宽由底板宽度方向的

定形尺寸和圆筒宽度方向的定位尺寸确定，不再标注。 

4.尺寸配置的要求 

为了便于看图，尺寸的布置必须整齐、清晰，应注意如下几点： 

（1）尺寸应尽量标注在形状特征最明显的视图上，如图 4－19

所示。 

（2）同一形体的尺寸应尽量集中标注，如图 4－20（a）中，在

长度和宽度方向，底板的定形尺寸以及底板上两小圆孔的定形和定位

尺寸，都应集中标注在俯视图上；而在长度和高度方向上，立板的定

形尺寸以及圆孔的定位尺寸都应集中标注在主视图上。如图 4－20（b）

中，相交两圆柱的定形和定位尺寸集中标注在主视图上。 

 

 

 

 

 

 

 

 

 

 

 

 

2、用投影

仪展示授

课内容及

详细讲解

过程； 

 

 

 

 

 

 



 

  

 

 

 

 

 

 

 

 

 

 

 

 

 

（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图 4－19  尺寸清晰标注（一） 

 

 

图 4－20  尺寸清晰标注（二） 

（3）尺寸排列要整齐。同方向串联的尺寸，箭头应互相对齐，

排在一直线上；同方向并联的尺寸，小尺寸在内（靠近视图），大尺

寸在外，依次向外分布，间隔要均匀，避免尺寸线与尺寸界限相交，

如图 4－21 所示。 

 

 

 

 

 

 

 

 

 

 

 

 

 

 

3、插播视

频资料，

展 示 图

片； 

 

 

 

 

 

 



 

  

 

 

 

 

3 针对讲解

内容，看书

细化吸收，

学生提问，

解疑答惑 

20min 

 

 

 

 

 

 

 

 

 

 

 

 

 

图 4－21  尺寸清晰标注（三） 

（4）尽量将尺寸布置在视图外面，必要时也可标注在图形内，

如图 4－20（b）、图 4－21（c）中尺寸 12 和 R6。 

（5）同轴的圆柱、圆锥的径向尺寸，一般注在非圆视图上，圆

弧半径应标注在投影为圆弧的视图上。 

（6）避免在虚线上标注尺寸。 

 

 

总结本次课学习内容，强调重点、复习等 

 

 

 

 

 

 

 

 

 

 

 

 

4、提问，

交流互

动； 



 

  

 

 

 

4 本节小结  

5min 

布置作业 习题册相应练习题  

板书设计 

一、组合体的尺寸基准 

二、组合体的尺寸标注方法 

三、尺寸配置的要求 

 

自我评价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组合体的读图 1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利用形体分析法读组合体视图 

几个视图联系起来看 

善于抓住形状特征和位置特征视图 

了解视图中的点、线、线框的空间含义 

用图中虚、实线的变化区分各部分的相对位置关系 

善于构思空间形体 

二、能力目标 

具有利用形体分析法分析组合体读图的能力 

具有利用已有条件构思组合体的能力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形体分析法读组合体视图 

组合体视图的构思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4.4  组合体的读图 

根据已画好的组合体视图，应用正投影的方法想象出其形状和结

构，这就是组合体视图的识读。要准确、迅速地读懂视图，必须掌握

读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培养空间思维和空间想象能力，不断实

践，逐步提高读图能力。 

4.4.1  读图的基本要领 

1.几个视图联系起来看 

一般情况下，一个或两个视图往往不能唯一确定物体的形状。如

图 4－23 所示的五组视图，它们的主视图都相同，但分别表示五种不

同形状的物体；如图 4－24 所示的三组视图，它们主、俯视图都相同，

但表示了三种不同形状的物体。因此看图时，必须几个视图联系起来

进行分析、构思、设想、判断，才能想象出物体的形状。 

 

图 4－23  一个视图不能确定物体的形状 

2.善于抓住形状特征和位置特征视图 

（1）最能清晰地表达物体的形状特征的视图，我们称之为形状

特征视图。如图 4－24 中的左视图清晰地表达了物体的形状特征。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2 新课内容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图 4－24  几个视图同时分析才能确定物体的形状 

（2）最能清晰地表达组合体的各形体之间相互位置关系的视图，

我们称之为位置特征视图。如图 4－25 所示，从主视图看，封闭线框

Ⅰ内有封闭线框Ⅱ和Ⅲ，它们的形状特征比较明显。从俯视图看，两

者一个是凸起的，一个是孔，但不能确定哪个形体是凸起的，哪个形

体是孔。若从图 4-25（a）的左视图看，很明显形体Ⅱ是凸起的,形体

Ⅲ是孔。若从图 4-25(b)的左视图看，形体Ⅲ是凸起的，形体Ⅱ是孔。

因此左视图清晰地表达了形体间的位置特征。 

 

图 4－25  左视图为位置特征视图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抓住特征视图，再配合其它视图，就能

较快地想象出物体的形状。 

但是，由于组合体的组合方式不同，物体的形状特征和位置特征

并非完全集中在一个视图上，有时可能分散在各个视图上。如图 4－

26 中的支架由四个部分组成，其中主视图表达了物体 A、B 的形状特

征，俯视图表达了物体 D 的形状特征，左视图表达了物体 C 的形状特

征。物体间的相互位置关系则在三个视图上都有表达。所以在读图时，

要抓住反映特征较多的视图，同时还必须配合其他视图一起分析。 

3.了解视图中的点、线、线框的空间含义 

 

 

 

 

 

 

 

 

2、用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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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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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讲解主

要教学内容

及过程； 

60min 

 

 

 

 

 

 

 

 

 

 

 

图 4－26  支架的特征视图 

分析视图中点、线和线框的含义，是读图的基础，需要应用点、

线、面的投影规律和投影特征。 

1）视图中的一个点 

○1 表示形体上的某一个点。一般表示形体上棱线、素线或其他线

之间交点的投影。 

○2 表示形体上的某一直线。这个点是投影面垂直线的积聚性投

影。 

视图中的一个点是表示空间形体上的某一点还是某一直线，需通

过“三等”规律找到其对应的投影才能判定。如果是一个点，则其三

面投影均是点；如果是直线，则它的另两个投影一定是直线。 

2）视图中的一条线 

视图是由图线组成的，如图 4－27 所示，视图中的点划线一般是

对称中心线或回转体的轴线，图中的实线和虚线有三种含义： 

 

图 4－27  视图中图线的含义 

○1 表示形体上两个面交线的投影。 

○2 表示形体上投影面平行面或投影面垂直面的积聚性投影。 

○3 表示形体上回转面（圆柱面、圆锥面等）的轮廓素线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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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节小结  

3）视图中的一个线框 

视图中每一个封闭线框，一般表示物体上不同位置的一个面（平

面、曲面或平面与曲面相切连接）的投影，或者是一个孔的投影。 

 

图 4－28  视图中线框的含义 

图 4－28（a）中的线框 A、B、C、D 为平面的投影，如图 4－28

（b）、（c）所示；线框 B 为曲面的投影，如图 4－28（d）所示；线框

D 为平面与曲面相切连接的投影，如图 4－28（d）、（e）所示。 

4）视图中相邻的线框 

视图上任何两个相邻的封闭线框，一定是物体上相交的或是同向

错位的两个面的投影。如图 4－28（c）、（d）、（e）中线框 A 和 B、B

和 C 表示相交的两个面，如图 4－28（b）中 A 和 B、B 和 C 表示前后

的两个面。 

4.用图中虚、实线的变化区分各部分的相对位置关系 

 

图 4－29  虚、实线变化，形体变化 

如图 4－29（a）中的三角形肋板与立板间的连接线在主视图上是

实线，说明它们前面不共面，因此肋板在中间。图 4－29（b）中三角

形肋板与立板及底板间的连接线在主视图上均为虚线，则表示它们前

面共面，根据俯视图可确定，前后各有一块肋板。 

5.善于构思空间形体 

要想正确、迅速地想象出视图所表达的物体的空间形状，必须多

看、多构思。读图的过程是不断地把想象中的物体与给定的视图进行

对照的过程，也是不断修正想象中的物体的形状的思维过程，要始终

把空间想象和投影分析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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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组合体的读图 2 

课 型 讲授 学时 2 上课地点 山 309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利用形体分析法读组合体视图 

几个视图联系起来看 

善于抓住形状特征和位置特征视图 

了解视图中的点、线、线框的空间含义 

用图中虚、实线的变化区分各部分的相对位置关系 

善于构思空间形体 

二、能力目标 

具有利用形体分析法分析组合体读图的能力 

具有利用已有条件构思组合体的能力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与难点 

形体分析法读组合体视图 

组合体视图的构思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演示、启发 

教学过程、 

时间分配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备 注 

1 导入新课  

5min 

 

 

 

 

 

 

 

 

 

 

 

 

 

 

2 新课内容 

 

 

回顾，复习上节课内容，新课程导入，本次授课内容、特点，学习方 

法，与前后内容的衔接关系 

 

4.4.2  读图的基本方法 

组合体读图的基本方法是形体分析法和线面分析法。 

1.形体分析法 

首先用分线框，对投影的方法分析出构成组合体的基本形体有几

个，找出每个形体的形状特征视图，对照其他视图，想象出各基本体

的形状，然后分析各基本体的相对位置、组合方式、表面关系，最后

综合想象出整体形状。 

下面以图 4－30 所示组合体视图为例，具体说明形体分析法读图

的方法和步骤。 

（1）抓住特征，合理分解，首先从主视图着手，将其线框分为

Ⅰ、Ⅱ、Ⅲ、Ⅳ四个部分，如图 4－30（a）所示。 

（2）根据投影的“三等”规律，在其他视图中找出每个线框对

应的两个投影，如图 4－30（b）、（c）、（d）所示，判断其是否符合基

本体的图示特征，构思各基本体的空间形状。 

（3）综合起来想整体。在看懂各部分形体的基础上，抓住位置

特征视图，分析确定各形体间相对位置和表面连接关系，最后综合起

来想象出物体的整体形状。 

2.线、面分析法 

首先用分线框，对投影的方法分析出其原始基本体的形状，找出

切割平面的位置及切割后断面的特征视图，从而分析出形体的表面特

征，最后综合想象出整体形状。 

下面以图 4－31 所示组合体视图为例，具体说明线、面分析法读

图的方法和步骤。 

（1）分析整体形状，从图 4－31（a）三个视图的外轮廓看，除

缺几个角外，均属矩形。所以原始基本体可以认为是四棱柱。 

（2）分析局部形状，通过对三个视图的分析，四棱柱被平面切

1、用投影

仪出示本

节课的学

习目标； 

 

 

 

 

 

 

 

 

 

 

 

 

 

 

 



 

  

 

 

 

 

 

 

 

 

 

 

 

 

（1）展示本

节课的学习

目标； 

 

 

 

 

 

 

 

 

 

割的情况如图 4－31（e）所示。这样对物体的整体形状有了初步了解，

但要真正看懂视图，必须进一步作线面分析。 

（3）利用视图上线面的投影规律，进行线面分析。视图上的一

个封闭线框一般情况下代表一个面的投影，它在其他视图上对应的投

影不是积聚成直线，就是其类似形，如图 4－31（b）、（c）、（d）所示。 

（4）综合起来想整体。 

 

 

图 4－30  形体分析法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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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一、几个视图联系起来看 

二、善于抓住形状特征和位置特征视图 

三、了解视图中的点、线、线框的空间含义 

四、用图中虚、实线的变化区分各部分的相对位置关系 

五、善于构思空间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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