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一

1.学习需要分析

图样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技术资料和主要依据。要完整、清晰、准确地绘制出机械图样，除

需要有耐心细致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外，还必须遵守国家标准《技术制图》和《机械图样绘制

与识读》中的各项规定。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认识机械图样（1.1 国家标准机械制图的基本规定）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建立“标准”的概念，并熟悉技术

制图中的常用国标，在绘制工程图样时

能自觉遵守国家标准

掌握制图的基本规定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能按照制图的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画图

案例：采用挂图与实物示范操作。对字体、图线、尺寸箭头的画法等在黑板上直

接示范，指出学生常犯的错误。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挂图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介绍《技术制图》及《机

械图样绘制与识读》的

一般规定的图纸幅面

和格式、比例

讲授 教材 听讲 内容讲解 20

3
字体、图线、尺寸标注

的方法
讲授 教材 听讲 内容讲解 20

4 课堂作业 现场答辩

挂图与习

题集结合

起来

独立练习 教辅结合 20

5 线型、字体及箭头
讲授示范

法

多媒体与

教材结合

起来

独立试做 示范 15

6 总结与考核 归纳 教材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二

1.学习需要分析

图样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技术资料和主要依据。要完整、清晰、准确地绘制出机械图样，除

需要有耐心细致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外，还要求掌握正确的作图方法、熟练地使用绘图工具。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手工绘制平面图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使用常用的绘图工具手工绘制平面图形

掌握基本绘图工具的使用

掌握几何作图方法和步骤。

掌握平面图形作图方法和步骤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掌握基本绘图工具的使用，几何作图方法和步骤，平面图形作图方法和步

骤

案例：第一次大作业---吊钩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挂图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基本绘图工具的使

用
讲授 实物演示 听讲 内容讲解 10

3

基本几何作图（线段

等分，锥度、斜度画法，

圆弧连接）

挂图与实

物示范操

作

挂图 听讲 示范 15

4 基本几何作图 练习 教材 独立试做 指导操作 15

5
平面图形的绘制及尺

寸标注

挂图与实

物示范操

作
挂图

听讲 内容讲解 10

6 课堂练习 练习 挂图 独立试做 指导操作 20

7 徒手绘图的方法 讲授、 教材 听讲 内容讲解 10

8 总结与考核 归纳
黑板与教

材
讨论 布置作业 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三

1.学习需要分析

在生产实际中，设计和制造部门普遍使用图形来表达物体，而工程图样是使用投影的方法获

得的。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投影法和三视图的形成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4学时 上课地点 有多媒体的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绘制简单形体三视图

1.掌握投影法的基本概念、分类

2.理解三视图的形成

3.掌握三视图的投影规律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掌握三视图的投影规律，并会绘制简单形体的三视图

案例：简单形体三视图的绘制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教材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投影法的基本概念、分

类
讲授 教材 听讲 内容讲解 20

3
投影法的基本概念、分

类
现场答辩 教材 答辩 提问 25

4 三视图的形成

挂图与实

物示范操

作

模型

挂图
听讲 示范 40

5 三视图的投影规律

多媒体与

实物示范

操作

多媒体

模型
听讲 示范 30

6
简单形体三视图的绘

制
练习 模型 实际操作 指导作图 40

7 总结与考核 归纳 黑板 讨论 布置作业 2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四

1.学习需要分析

空间的任何几何形体都是由点、线、面三要素组成,掌握点、线、面的投影特性和投影规律

是学习本课程的关键。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点的投影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1.能根据点两面投影画出第三面投影

2.能熟练找出形体上各点在三视图中的对

应投影并判断其方位

掌握点的投影规律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以模型、动画方式演示点的投影特征，介绍点在三面投影体系中

点的投影图，用模型与挂图对照让学生了解点的投影规律。

用模型与多媒体介绍两点相对位置，分析重影点的投影特性，强调其重要性

案例：用模型与多媒体对照让学生了解点的投影规律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教材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点在两面投影体系中

点的投影图
讲授

多媒体

模型与挂

图

听讲 内容讲解 5

3
点在三面投影体系中

点的投影图
实训

多媒体

模型与挂

图

实际操作 指导操作 20

4
根据点两面投影画出

第三面投影
练习 习题集 独立练习 指导练习 15

5 两点相对位置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20

6

找出形体上各点在三

视图中的对应投影并

判断其方位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引导思维 20

7 总结与考核 归纳 黑板 讨论 布置作业 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五

1.学习需要分析

空间的任何几何形体都是由点、线、面三要素组成,掌握点、线、面的投影特性和投影规律

是学习本课程的关键。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直线的投影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1.能根据直线的两面投影画出第三面投影

2.能熟练找出形体上各直线在三视图中的

对应投影并判断其方位

掌握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特征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以动画方式演示各类直线投影特征，用模型与多媒体对照让学生

了解直线相对于三投影面各种位置的投影规律。学习投影面平行线和垂直线的投影特

性。

案例： 用多媒体讲解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特征。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教材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

特征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实际操作 内容讲解 40

3
根据直线的两面投影

画出第三面投影
练习 习题集 独立练习 指导练习 20

4
找出形体上各直线在

三视图中的对应投影

讨论

现场答辩

多媒体

模型
讨论 引导思维 20

5 总结与考核 归纳 黑板 讨论 布置作业 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六

1.学习需要分析

空间的任何几何形体都是由点、线、面三要素组成,掌握点、线、面的投影特性和投影规律

是学习本课程的关键。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平面的投影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有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1.能根据面的两面投影画出第三面投影

2.能熟练找出形体上各直线在三视图中的

对应投影并判断其形状和位置

掌握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特征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从点、线的投影引入平面在投影中常用的五种表达方法，用多媒

体分类介绍平面对投影面处于平行、垂直及倾斜位置的投影特性，用模型结合教材图

例叙述平面内的点和直线应满足的几何条件，并举例。

案例：根据面的两面投影画出第三面投影，判别点 M是否在平面△ABC 内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教材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

特征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听讲 内容讲解 20

3
根据面的两面投影画

出第三面投影

练习
习题集

独立练习

现场答辩
指导作图 25

4 平面内的点与直线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听讲 引导思维 20

5

形体上各直线在三视

图中的对应投影并判

断其形状和位置

练习

现场答辩

习题集

多媒体

独立练习

讨论答辩
指导作图 15

6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七

1.学习需要分析

培养同学的空间想象能力和利用二维图形表达三维物体的思维方法是学习制图课的关键，是

画复杂形体三视图的基础。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基本体的投影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4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绘制常见基本体的投影及其表面上点的

投影
掌握基本体的投影及其表面上点的投影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依次介绍棱柱、棱锥、圆柱、圆锥、球及

任意回转体的三视图，掌握立体表面取点、取线的基本作图方法。

。

案例：六棱柱三视图及其表面取点，圆锥三视图及其表面取点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教材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平面立体的投影及其

表面取点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听讲 内容讲解 40

3
平面立体的投影及其

表面取点
练习 习题集 练习

布置作业并

指导
45

4
回转体的投影及其表

面取点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听讲 引导思维 40

5 回转体的投影 作图 模型 作图 指导 15

6 回转体表面取点
练习

作业展示
习题集

作图

现场答辩
指导并提问 25

7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八

1.学习需要分析

平面与立体表面的交线为截交线，是读图的难点所在，学习截交线的性质和作图方法为复杂

形体读图打基础。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截交线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4学时 上课地点 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绘制带切口的基本体投影 截交线的画法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能正确求作切割体的三面投影，掌握平面立体、回转体截交线投影的求作

方法，掌握圆柱、圆锥和圆球与平面相交的各种情况。

案例：举例分析利用积聚性求作截平面与圆柱斜交时截交线的三面投影及在圆柱体上开槽截

交线的作图方法。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教材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截交线的定义 讲授 教材 听讲 内容讲解 5

3 截交线的性质 讨论
教材

模型
讨论 引导思维 15

4 平面立体的截交线 讨论
教材

模型
听讲 内容讲解 30

5 课堂练习
练习

作业展示
习题集

作图

答辩

指导

提问
45

6 曲面立体的截交线 讲授
教材

模型
听讲 内容讲解 40

7 课堂练习 练习 习题集
作图

答辩

指导

提问
30

8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九

1.学习需要分析

为讨论比较复杂形体的视图的画法和看图方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相贯线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绘制正交两圆柱相贯线的投影 相贯线的画法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通过模型与多媒体及黑板上示范求作两回转体相交其相贯线的作图方法；

两回转体面（圆柱、圆锤、球）相交，其相贯线的投影作图方法。

案例：两圆柱体相交相贯线的作图方法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相贯线的定义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听讲 内容讲解 5

3 相贯线的性质
讨论

现场答辩
模型

讨论

答辩
引导思维 10

4 表面取点法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听讲 内容讲解 25

5
正交两圆柱相贯线的

投影

讨论

现场答辩
多媒体

讨论

答辩
引导思维 20

6 课堂练习 练习 习题集 作图 指导 20

7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十

1.学习需要分析

为学生熟悉和掌握绘制、阅读机械图样以及图解空间几何问题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4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绘制组合体的三视图

1.掌握组合体形体分析法、组合体相邻形体间

表面连接处的画法

2.掌握组合体三视图画法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通过多媒体和模型掌握组合体相邻形体间表面过渡关系的投影特

征和用平面图形（三视图）表达立体的结构形状。

案例：轴承座三视图的画法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组合体的组成方式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听讲 内容讲解 10

3
组合体相邻形体间表

面过渡关系

讨论

现场答辩

多媒体

模型

讨论

答辩
引导思维 15

4

组合体相邻形体间表

面过渡关系的投影特

征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听讲 内容讲解 20

5 课堂练习
练习

作业展示
习题集

作图

答辩
指导 25

6 形体分析法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7 组合体三视图的画法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40

8 图纸绘图
练习

作业展示

习题集

模型

作图

答辩

指导

提问
40

9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十一

1.学习需要分析

组合体的三视图仅仅表示物体的形状，要想知道物体的大小，必须对三视图进行尺寸标注。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组合体三视图的尺寸标注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正确对组合体的视图进行尺寸标注 掌握组合体视图的尺寸标注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学会在平面图形（视图）上，正确、完整、清晰、合理地标注立

体的尺寸。

案例：轴承座三视图的尺寸标注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图样上尺寸标注的要

求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10

3 基本形体的尺寸标注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听讲 内容讲解 10

4
切割体和相贯体的尺

寸标注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听讲 内容讲解 15

5
切割体和相贯体的尺

寸标注

讨论

现场答辩
多媒体

讨论

答辩
引导思维 10

6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讲授 多媒体 讨论 内容讲解 15

7 课堂作业
练习

作业展示
习题集

练习

答辩

指导

提问
20

8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十二

1.学习需要分析

画图和读图是学习本课程的两个重要环节，画图是把空间形体用正投影法表达在平面上，读

图是用正投影法，根据视图想象出空间形体的结构形状。所以，要能正确、迅速地读懂视图，必

须掌握读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培养空间想象力和形体构思能力，并通过不断实践，逐步提

高读图能力。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读组合体的三视图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4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读懂组合体三视图并根据组合体两视图

画出第三视图
掌握组合体读图方法和步骤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学会用形体分析法、线面分析法阅读组合体视图，想象出视图所表达立体

的结构形状，并会补画第三视图。

案例：用形体分析法读轴承座三视图

用线面分析法读压块三视图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读图的基本知识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3 形体分析法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听讲 内容讲解 35

4
由一个视图想象立体

形状并完成另2个视图

讨论

现场答辩

练习

习题集

讨论

答辩

作图

引导思维

提问
35

5 线面分析法 讲授
多媒体

模型
讨论 引导思维 25

6 读组合体视图的步骤
讨论

答辩
多媒体

讨论

答辩

引导思维

提问
20

7 补画第三视图
练习

作业展示
习题集

作图

答辩
指导 35

8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十三

1.学习需要分析

绘制的图样不仅要表示形体的特征，而且要表达形体的大小，所以进行组合体三视图的绘制

并标注尺寸是有必要的。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绘制组合体三视图并尺寸标注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4学时 上课地点 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绘制组合体的三视图并正确对组合体的

视图进行尺寸标注

1.掌握组合体形体分析法、组合体相邻形体间

表面连接处的画法

2. 掌握组合体三视图画法

3.掌握组合体视图的尺寸标注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画组合体的三视图并进行尺寸标注，进行作业展示并讲解。

案例：A4 图纸画图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教材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画组合体三视图的方

法步骤

复习

提问
多媒体 答辩 引导提问 25

3
组合体三视图的尺寸

标注方法及注意事项

复习

提问
多媒体 答辩 引导提问 20

4 大作业 1 练习
挂图

模型

尺规图纸

作图
指导 45

5 作业讲解
讨论

现场答辩
作业展示 讨论 引导思维 40

6 作业讲解
讨论

现场答辩
作业展示 讨论 引导思维 35

7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十四

1.学习需要分析

三视图虽然完全可以表示空间物体的形状和大小，但是立体感差，缺乏看图基础的人难以看

懂，轴测图刚好可以弥补正面投影的不足。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5.1 轴测图的基本知识 5.2 正等轴测图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根据组合体的三视图绘制正等轴测图
1.轴测投影图的形成

2.掌握正等轴测图的画法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用多媒体说明轴测图的形成及投影特性，正等轴测图的画法。

案例：正六棱柱、圆柱、圆锥正等轴测图的画法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教材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轴测图的基本知识 讲授 教材 听讲 内容讲解 15

3 正等轴测图的画法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4 六棱柱的正等轴测图 练习 教材 独立试做 指导操作 15

5 圆柱的正等轴测图 练习 教材 独立试做 引导思维 10

6 圆锥的正等轴测图 练习 教材 独立试做 指导操作 20

7 总结与考核 归纳 教材 讨论 布置作业 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十五

1.学习需要分析

当零件只有一个方向有圆或形状复杂时，为了便于画图，宜用斜二等轴测图表示。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斜二等轴测图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根据组合体的三视图绘制斜二轴测图 掌握斜二等轴测图的画法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用多媒体介绍斜二测轴间角，轴向变形系数及基本作图方法，指出椭圆圆

心及长短轴的方向。举例斜二测画回转体轴测图的优点及作图方法

案例：斜二等轴测图的画法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教材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斜二等轴测图的形成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3 斜二等轴测图的画法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4 课堂练习 练习 作业展示
独立试做

回答问题

指导

质疑、释疑
40

5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十六

1.学习需要分析

在生产实际中，当机件的形状、结构比较复杂时，如果仍采用两视图或三视图来表达，就很

难把机件的内外形状和结构准确、完整、清晰的表达出来。为了满足这些实际的表达要求，国标

《技术制图》《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中的图样画法规定了各种画法。其中为了把形体的外部形

状结构表达清楚，通常采用视图。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6.1 视图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掌握各种视图的图样表示方法；掌握视图选

择与配置的基本方法，培养绘图能力

掌握基本视图、向视图、局部视图、斜视图的

画法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通过多媒体动画展示掌握基本投影面的展开，基本视图的配置；掌握向视

图、斜视图的画法、配置；局部视图波浪线的画法。

案例：基本视图的配置，压紧杆斜视图的画法、配置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基本视图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15

3 课堂练习 练习 作品展示 独立试做 指导操作 20

4 向视图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15

5 斜视图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15

6 课堂练习 练习 作品展示 独立试做 指导操作 10

7 局部视图 讨论 多媒体 回答问题 引导思维 10

8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十七

1.学习需要分析

在生产实际中，当机件的形状、结构比较复杂时，如果仍采用两视图或三视图来表达，就很

难把机件的内外形状和结构准确、完整、清晰的表达出来。为了满足这些实际的表达要求，国标

《技术制图》《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中的图样画法规定了各种画法。其中为了把形体的内部形

状结构表达清楚，同时又避免出现虚线，通常采用剖图。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剖视图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4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合理运用剖视图表达机件内形 掌握常用剖视图的画法、标注和应用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用多媒体动画介绍剖视图的定义，掌握剖视图的标注，种类及分别得使用

范围。

案例：剖视图的画法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剖视图的概念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10

3 剖视图的标注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30

4 课堂练习 练习 作品展示 独立试做 指导操作 50

5 剖视图的种类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引导思维 30

6 剖切面的种类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30

7 课堂练习 练习 作品展示 独立试做 指导操作 35

8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十八

1.学习需要分析

仅仅需要表达某断面的形状，不需要表达其他结构时，通常采用断面图。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断面图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绘制机件的断面图 掌握断面图的画法、标注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通过多媒体介绍掌握断面图的概念、种类、画法、标注。

案例：移出断面图的画法、标注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断面图的概念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10

3 移出断面图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5

4
移出断面图与剖视图

的区别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引导思维 20

5 重合断面图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引导思维 10

6 课堂练习 练习 作品展示 练习 指导操作 20

7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十九

1.学习需要分析

机件上有些结构太细小，在视图中表达不够清晰，同时也不便于标注尺寸。对这种细小结构，

可用大于原图形所采用的比例画出，并将它们配置在适当的位置，称局部放大图。国标中规定的

简化画法在作图时，为节省时间，可适当运用。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6.4 局部放大图 6.5 简化画法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根据需要绘制局部放大图和运用简化画

法
掌握一些简化画法和规定画法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能根据需要绘制局部放大图和运用简化画法

案例：局部放大图，肋板的简化画法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局部放大图 讨论 多媒体
代表发言

相互点评
质疑、释疑 25

3 简化画法
讲授

讨论
多媒体

听讲

代表发言

内容讲解

质疑、释疑
30

4 课堂练习
练习

现场答辩
作业展示

练习

现场答辩

布置作业

提问
30

5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二十

1.学习需要分析

当表达一个机件时，应根据机件的具体形状结构，适当地选用机件常用的表达方法，画出一

组视图，并恰当的标注尺寸，以便完整、清晰的将机件的内外形状结构表达清楚。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6.6 综合应用举例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4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灵活应用各种表达方法，正确、完整、清

晰的表达机件
表达方法的综合应用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通过多媒体多看表达方法，让学生能能灵活应用各种表达方法，正确、完

整、清晰的表达机件

案例：轴承座模型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机件表达方法回顾 归纳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3 轴承座表达方法选择 讨论 多媒体
观察

讨论
引导思维 30

4 课堂练习
练习

现场答辩
作品展示

练习

现场答辩

布置作业

指导操作
135

5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二十一

1.学习需要分析

螺栓、螺钉、螺母等都是标准件，这些机件中大都含有多次重复出现的、已经标准化的结构

要素，绘图时若按机件基本表示法的规定，画出其真实投影，则十分繁琐，为此国家标准规定了

这些机件及其结构要素的特殊表示法。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7.1 螺纹及螺纹紧固件表示法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4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正确绘制和标注螺纹及螺纹紧固件

1.了解螺纹的形成及五要素，掌握螺纹的规定

画法和标注、

2.掌握螺纹连接件连接后的规定画法及标记；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用模型与多媒体介绍，掌握内外螺纹的规定画法与标注，螺纹连接件的三

种连接方式及连接后的规定画法。

案例：内外螺纹的画法以及标注方法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螺纹的基本知识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3 螺纹的规定画法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5

4 课堂作业 练习 作业展示 练习 布置作业 15

5
常用螺纹的分类及规

定标记
讲授示范法 多媒体

听讲

观察

内容讲解

示范
20

6 螺纹紧固件的标记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引导思维 20

7
常用螺纹紧固件的比

例画法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15

8
常用螺纹紧固件的装

配画法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引导思维 30

9 课堂作业 练习 作品展示 练习 布置作业 40

10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二十二

1.学习需要分析

键、花键是标准件，这些机件中大都含有多次重复出现的、已经标准化的结构要素，绘图时

若按机件基本表示法的规定画出其真实投影，则十分繁琐，为此国家标准规定了这些机件及其结

构要素的特殊表示法。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7.2 键、花键及其连接的表示法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正确绘制和标注键及花键
了解键、销连接的规定画法及标记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通过多媒体介，绍掌握键及其连接的画法及其尺寸标注

案例：键连接的画法及其标注尺寸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键的作用及种类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3
键及其连接的装配画

法

讲授

示范法
多媒体

听讲

实际操作

内容讲解

指导操作
25

4 课堂作业 练习 作业展示 练习 布置作业 20

5 销及其联结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引导思维 20

6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二十三

1.学习需要分析

齿轮在机器设备中应用十分广泛，绘图时若按机件基本表示法的规定画出其真实投影，则十

分繁琐，为此国家标准规定了这些机件及其结构要素的特殊表示法。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7.3 齿轮表示法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正确测量并确定齿轮各参数及各部分尺寸，

正确绘制齿轮工作图
掌握齿轮各部分参数计算及齿轮规定画法；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用齿轮模型、实物及挂图，了解齿轮的基本知识，掌握单个圆柱齿轮的规

定画法、啮合齿轮的画法，特别注意讲清模数 M的基本知识及齿轮的其他参数

案例：单个圆柱齿轮的规定画法、啮合齿轮的画法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齿轮的基本知识 讨论
实物静动态

展示

观察

讨论

内容讲解

示范
15

3
直齿圆柱齿轮的尺寸

计算
练习 多媒体 练习 引导思维 15

4
单个圆柱齿轮的规定

画法、啮合齿轮的画法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30

5 课堂练习
练习

现场答辩
作品展示

练习

现场答辩

指导

提问
25

6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二十四

1.学习需要分析

滚动轴承是标准件，弹簧是常用件，这些机件中大都含有多次重复出现的、已经标准化的结

构要素，绘图时若按机件基本表示法的规定画出其真实投影，则十分繁琐，为此国家标准规定了

这些机件及其结构要素的特殊表示法。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7.4 滚动轴承表示法 7.5 弹簧表示法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会查表确定滚动轴承的尺寸，会绘制滚动轴

承和弹簧
滚动轴承查表方法、滚动轴承画法、弹簧画法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会查表确定滚动轴承的尺寸，会绘制滚动轴承和弹簧

案例：滚动轴承画法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滚动轴承的结构和类

型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10

3 滚动轴承的画法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15

4 课堂作业 练习 作品展示 练习 布置作业 20

5 滚动轴承的代号
讨论

现场答辩
多媒体

讨论

现场答辩

指导

提问
20

6 弹簧表示法 讨论
多媒体

模型
讨论 引导思维 20

7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二十五

1.学习需要分析

零件是组成机器的不可再拆分的基本单元。制造机器时，先按零件图生产出全部零件，再按

装配图将零件装配成部件或机器，所以，零件图是生产中的重要技术文件，学习零件图及其表达

方案很有必要。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8.1 零件图的内容 8.2 零件图的视图表达方案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合理选择机件的表达方案
1.了解零件图的内容和表达方法

2.掌握零件图视图选择原则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掌握零件图视图选择原则、典型零件常规视图选择

案例：典型零件常规视图选择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零件图的内容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现场答辩
引导思维 20

3
零件图的视图表达方

法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4
典型零件的视图表达

方法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现场答辩
引导思维 45

5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二十六

1.学习需要分析

零件与理论上的组合体的最大区别在于两点：其一，零件是按工艺要求加工产生的；其二，

零件必然在机器或部件中工作。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8.3 零件上常见的工艺结构 8.4 零件图的尺寸标注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正确合理标注零件图中的尺寸
1.掌握零件图尺寸标注的方法与步骤

2.了解零件常见工艺结构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能用一组平面图形正确、完整的表达零件的结构形状。并能进行正确、完整、

清晰及尽可能合理的尺寸标注。了解零件常见工艺结构

案例：减速器箱体尺寸标注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零件上常见的工艺结

构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现场答辩
引导思维 20

3 尺寸基准的选择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4 尺寸标注步骤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现场答辩
引导思维 25

5
标注尺寸应注意的问

题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15

6 课堂作业 练习 多媒体 练习 布置作业 1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二十七

1.学习需要分析

零件与理论上的组合体的最大区别在于两点：其一，零件是按工艺要求加工产生的；其二，

零件必然在机器或部件中工作。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8.5 零件图的技术要求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正确标注零件图的技术要求
正确理解零件图的技术要求的意义并掌握其标

注方法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1、正确理解零件表面粗糙度的意义并能进行比较合理的选用及正确的标注。2、

详细介绍有关尺寸公差基本概念及标准公差和基本偏差系列、公差带图。采用多媒体说明配合的概

念、配合的种类，公差带代号和公差配合在图样上的标注、以及查表方法。

案例：表面粗糙度标注，零件图和装配图中尺寸公差的标注。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表面粗糙度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5

3 极限与配合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现场答辩

引导思维

内容讲解
20

4 课堂作业 练习 多媒体 练习 布置作业 20

5 形状和位置公差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6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二十八

1.学习需要分析

在机械设计中，可在产品设计之前先对现有的同类产品进行测绘，作为设计产品的参考资料。

在机器维修时，如果某零件损坏，有无配件或图纸时，可对零件进行测绘，画出零件图，作为制

造该零件的依据。所以掌握零件测绘的方法和步骤是有必要的。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8.6 零件测绘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正确测绘零件 零件测绘的方法与步骤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用多媒体结合教材讲解零件测绘的步骤和方法，用实物及测量工具介绍测量各

类尺寸的方法

案例：测绘滑动轴承盖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零件测绘的步骤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3 测量工具及使用方法 练习
实物动静态

展示
练习

内容讲解

示范
20

4 测绘滑动轴承盖 练习 模型
练习

现场答辩
布置作业 45

5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二十九

1.学习需要分析

一张零件图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不同工作岗位的人看图的目的也不同，对于复杂的零件图

很不容易弄清其结构和精度要求，所以掌握阅读零件图的一般步骤是有必要的。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8.7 阅读零件图的一般步骤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读懂零件图 掌握阅读零件图的方法和步骤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通过多媒体展示，掌握阅读零件图的一般步骤，并能读懂简单的零件图。

案例：机座零件图，缸体零件图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阅读零件图的目的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引导思维 10

3
阅读零件图的方法与

步骤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引导思维 20

4 读图举例
练习

现场答辩
作品展示

练习

现场答辩
质疑、释疑 55

5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三十

1.学习需要分析

装配图是表达机器或部件的图样，通常用来表达机器或部件的工作原理以及零、部件间的装

配、连接关系，是机械设计和生产中的重要技术文件之一。所以了解装配图的作用、内容和视图

表示法很有必要。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9.1 装配图的作用和内容 9.2 装配图的视图表示法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绘制简单部件装配图
掌握装配图的规定画法、特殊表达法及简化画

法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利用多媒体课件，采用零件图与装配图相同与不同之处，让同学基本了解装配

图的作用、内容、表达方法、规定画法、视图选择；尺寸标注以及公差与配合的相关内容。

案例：滑动轴承装配图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装配图的作用和内容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引导思维 15

3 装配图的视图表示法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30

4 课堂练习
练习

现场答辩
作品展示

练习

现场答辩
布置作业 40

5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三十一

1.学习需要分析

装配图的作用是表达零、部件的装配关系，因此，其尺寸标注的要求不同于零件图；在生产

中，为便于图纸管理、生产准备、机器装配和看懂装配图，对装配图上各零、部件都要编注序号

和代号。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9.3 装配图中的尺寸标注与零、部件编号及明 9.4 常见的装配工艺结构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绘制简单部件装配图
1.掌握装配图尺寸标注和序号编写的方法

2.了解典型装配工艺结构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1、举例介绍装配图中几种必要的尺寸，介绍配合连接尺寸，举例介绍装配图

技术要求。2、采用多媒体介绍装配图中零、部件的编号、明细表的编制及序号指引号引出和序号

标注方法；3、对于装配图中的装配工艺结构合理性的对照挂图来说明

案例：齿轮油泵装配图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装配图中的尺寸标注 讲授示范法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20

3 零、部件编号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现场答辩
引导思维 20

4 标题栏及明细栏 讨论 多媒体
讨论

现场答辩
引导思维 20

5 装配图工艺结构 讲授示范法 挂图 听讲
内容讲解

示范
25

6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三十二

1.学习需要分析

在新产品设计、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对原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和维修时，有时需要对现有的机

器或零件、部件进行测绘，画出其装配图、零件图。因此，掌握测绘技术对工程技术人员具有重

要意义。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9.5 部件测绘和装配图画法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4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正确对部件进行测绘 掌握部件测绘和装配图的画法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通过齿轮油泵实体介绍部件测绘及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案例：齿轮油泵测绘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部件测绘 实训
实物动静态

展示
独立试做

内容讲解

示范
50

3 画装配图 实训
实物动静态

展示
独立试做 内容讲解 100

4 点评 讲授 作品展示
听讲

现场答辩
内容讲解 30

5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5



《机械图样绘制与识读》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三十三

1.学习需要分析

由于装配图比零件图复杂的多，所以识读装配图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

析过程，所以掌握读装配图的一般方法和步骤是有必要的。

为了看懂某一零件的结构形状，必须先把这个零件的视图由整个装配图中分离出来，然后想

象其结构形状，对于表达不清的地方要根据整个机器或部件的工作原理进行补充，然后画出其零

件图，所以掌握拆画零件图的方法和步骤是有必要的。

2.教案首页设计

表 1 教案首页

本单元标题 9.6 读装配图和拆画零件图

授课

班级
上课时数 2学时 上课地点 具有模型的多媒体教室

学习

目标

能力（技能）目标 认知目标

能读懂中等复杂程度的装配图
1.掌握阅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2.掌握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的方法和步骤

能力

训练

任务

及案

例

能力训练任务：能读懂中等复杂程度的装配图

案例：阀装配图

教材

及参

考资

料

3.单元教学过程设计

表 2 教学过程设计表



程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时间

（分）

1 导入 讨论法 多媒体 听讲讨论 引导思维 5

2
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

骤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内容讲解 30

3 有装配图拆画零件图 实训 多媒体 实训 指导 35

4 点评 讲授 多媒体
听讲

现场答辩
内容讲解 20

5 总结与考核 归纳 多媒体 讨论 布置作业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