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阳通用电子科技学校

机电数控专业《机械制图》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技术基础课。内容包括：机械图样的绘制与识读

基础，机械图样的表达,机械图样的识读等。

二、总学时

教学基础模块是各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性内容和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教学时数为

180 学时。

三、设计思路

本课程的任务是为了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和基本的绘图技能,具有一定

的识读机械图样能力和初步的图示表达能力。

四、课程目标

(1)考虑到学校学生的基础和年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

识,从简单到复杂,逐步掌握投影理论知识,建立空间概念,完成由物画图到由图想物的两次

转化，达到熟练的应用“形体分析法”和“面形分析法”识读机械图样的教学目的；

(2)根据学校的培养目标,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注重以识图为主,识图和绘图相结

合,以绘图促识图的原则.由于本课程实践性较强,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讲与练相结

合，制图教学和生产实习相结合,要尽量利用与本专业相关的零部件图例或实物组织教学。

（3）制图国家标准是绘制技术图样的技术法规，是制图教学内容的根本依据。教学

中应努力树立并逐步强化学生的标准化意识。

五、教学内容与要求

绪 论

教学要求

1、明确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和重要性，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

2、了解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学习特点和学习方法。

3、了解我国工程图学发展简史。

教学内容

1、图样在生产中的作用，学习本课程的重要性。

2、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与学习方法。

3、工程图学的发展简史，制图国家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情况。

第一篇 机械图样的绘制与识读基础



第一章 制图基本知识与技能

教学要求

1、掌握国家标准中有关图幅、图线等制图基本规定及尺寸注法的规定。

2、初步培养学生掌握使用绘图工具的能力，并使学生掌握平面图形的基本作图方法，

为学习投影作图打下基础。

3、培养学生耐心细致、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为今后学习和工作打下良

好基础。

教学内容

§1—1 制图的基本规定

§1—2 绘图工具及其使用

§1—3 尺寸注法

§1—4 平面图形的画法

§1—5 绘图的方法与步骤

第二章 正投影法及基本体的视图

教学要求

1、掌握正投影法原理，熟练应用投影规律分析和绘制基本的视图。

2、通过尺寸标注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在基本体视图上完整标注形体尺寸的方法。

3、通过投影基础理论的教学及绘图读图练习，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

教学内容

§2—1 正投影法的基本原理

§2—2 基本体的视图及尺寸标注

§2—3 立体上点、线、面的投影分析

§2—4 切割体的画法与识读

§2—5 相贯体的画法与识读

第三章 轴 测 图

教学要求

1、掌握正等测、斜二测画法，并能根据简单形体的三视图画出轴测图。

2、初步掌握徒手绘图的基本技法及轴测草图画法。

教学内容

§3—1 轴测图的基本知识

§3—2 正等轴测图



§3—3 斜二轴测图

§3—4 轴测图的选择

§3—5 轴测草图的画法

第四章 组合体的视图

教学要求

1、熟练运用投影规律分析和绘制组合体视图，完成由物画图，由图想物两次转化的

认识过程，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2、灵活运用“形体分析法”和“面形分析法”绘制和识读组合体的视图。

3、通过尺寸标注的教学，使学生基本掌握在组合体视图上正确、齐全、清晰地标注

尺寸的方法。

教学内容

§4—1 组合体的组合形式

§4—2 组合体视图的画法

§4—3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4—4 读组合体视图

第二篇 机械图样的表达

第五章 图样的基本表示法

教学要求

1、掌握各种视图的画法、标注及应用。

2、掌握剖视图、断面图的概念、画法、标注及应用。

3、进一步培养和发展空间想象能力，为识读和绘制机械图样打下基础。

教学内容

§5—1 机件外部形状的表达——视图

§5—2 机件内部形状的表达——剖视图

§5—3 机件断面形状的表达——断面图

§5—4 机件局部细小结构的表达——局部放大图

§5—5 常用简化画法

§5—6 第三角画法

第六章 常用件的特殊表示法

教学要求

1、了解常用件的概念，掌握其画法及标注规定。

2、学会查阅标准件的有关数据资料的方法。



教学内容

§6—1 螺纹及螺纹紧固件

§6—2 齿轮

§6—3 键和销

§6—4 弹簧

§6—5 滚动轴承

§6—6 中心孔

第七章 零件与部件的表达

教学要求

1、了解零件图、装配图的各自的作用、内容及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2、学会选择一般基准，并能正确、齐全、清晰和较合理地标注零件的尺寸。

3、综合运用以前所学知识，掌握零件图、部件装配图表达方案的选择方法，绘制一

般零件图。

4、了解装配图的特殊表达方法，掌握拼画装配图画法的基本规定。

5、熟悉常见的零件工艺结构和装配结构。

6、能根据装配示意图、零件图，掌握简单装配图的一般方法。

教学内容

§7—1 零件图和装配图的基本知识

§7—2 零件结构形状的表达

§7—3 零件图的尺寸标注

§7—4 装配图画法的基本规定和特殊表达方法

§7—5 装配图的尺寸标注及序号、明细栏

§7—6 常见的零件工艺结构和装配结构

§7—7 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第三篇 机械图样的识读

第八章 机械图样中的技术要求

教学要求

1、了解机械图样中技术要求的有关内容。

2、理解表面粗糙度、极限与配合、形状和位置公差的有关概念，了解表面粗糙度、

极限与配合、形状和位置公差的符号和代号的含义，掌握其标注规定及识读方法，并学会

查阅有关标准及简单计算。

教学内容



§8—1 表面粗糙度

§8—2 极限与配合

§8—3 形状和位置公差

第九章 读零件图

教学要求

1、进一步全面了解零件图的内容，掌握识读零件图的方法和步骤。

2、通过读零件图，熟悉各类典型零件表达的一般特点。

3、熟悉零件测绘的一般过程，掌握零件测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并能应用视图、剖

视图和断面图表达中等复杂程度的零件形状。

教学内容

§9—1 轴套类零件

§9—2 盘盖类零件

§9—3 箱体类零件

§9—4 叉架类零件

§9—5 零件测绘

第十章 读装配图

教学要求

1、进一步熟悉装配图的内容和表达方法。

2、较顺利地读懂中等复杂程度的装配图，能分清零件的图形轮廓，零件与零件之间

的相对位置，配合性质，连接形式等，理解部件的工作原理。

3、能在中等复杂程度（由约 15种序号的专用件和若干标准件组成）的装配图中，拆

画出指定的零件图。

教学内容

§10—1 识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10—2 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

§10—3 读装配图举例



五、实施建议

（一） 教学实施建议

章 节 内 容
总学

时

讲

授
练习

绪论 2 2

第一章 制图基本知识与技能 17 11 6
§1—1 制图的基本规定 4 4
§1—2 尺寸注法 2 1 1
§1—3 寸规绘图 8 4 4
第二章 正投影法及基本体的视图 30
§2—1 投影法概述 4 3 1
§2—2 三面视图的形成及投影规律 4 2 2
§2—3 基本体的投影作图 12 8 4
§2—4 点、线、面的投影 6 3 3
第三章 立体表面交线的投影作图 12 7 5
§3—1 立体表面的投影 1 1
§3—2 截交线的投影作图 6 3 3
§3—3 相贯线的投影作图 3 1 2
第四章 轴测图 12 7 5
§4—1 轴测图的基本知识 1 1
§4—2正等轴测图 6 3 3
§4—3 斜二轴侧图 3 1 2
§4—4 轴测图的选择 1 1
§4—5 轴测草图画法 1 1
第五章 组合体 18 9 9
§5—1 组合体的组合形式 2 2
§5—2 组合体视图的画法 4 2 2
§5—3 组合体的尺寸标注 4 2 2
§5—4 读组合体视图 8 3 5
第六章 图样的基本表示法 26 15 11
§6—1 机件外部形状的表达—视图 6 3 3
§6—2 机件内部形状的表达—剖视图 12 8 4
§6—3 机件断面形状的表达—断面图 4 2 2
§6—4 机件局部细小结构的表达——局部放大

图
2 1 1



§6—5 常用简化画法

§6—6 第三角画法 2 1 1
第七章 常用件的特殊表示法 16
§7—1 螺纹及螺纹紧固件 8 5 3
§7—2 齿轮 4 3 1
§7—3 键和销 2 2
§7—4 弹簧 2 2
§7—5 滚动轴承

§7—6 中心孔

第八章 零件图 36
§8—1 轴套类零件 14 8 6
§8—2 盘盖类零件 12 8 6
§8—3 箱壳类零件 4 3 1
§8—4 叉架类零件 4 3 1
§8—5 零件测绘 2 1 1
第九章 装配图 14
§9—1 识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2 2
§9—2 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 8 6 2
§9—3 读装配图举例 4 2 2
第十章 金属结构图、焊接图和展开图

§10—1 识读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10—2 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

§10—3 读装配图举例

机 动

总 计 180
（二）教学评价建议

1、读组合体视图是本篇的关键环节，要合理地运用“形体分析法”和“面形分析法”

进行组合体视图的绘制与识读，贯彻“以读图为主，读图和画图相结合，以绘图促识图”

的原则，并贯穿本课程的始终。教学中，除补线补图练习外，还可以进行由一个或两个视

图想象构思多个不同形状物体等多种训练，有利于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

2、机件的表达方法种类繁多，画法和标注不尽雷同，教学中应注意进行比较，归纳

小结，理清表达方法的分类体系，着重弄清表达方法的应用范围。

3、以一典型部件为例，对照实物或轴测图，讲清零件图、装配图的作用和内容及二

者的必然联系。

（三）教材选用建议

教材选用应以本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



1、应反映时代特征与专业特色，适应不同教学模式的需求。

2、 应反映新标准、新知识、新技术，融入国家相关职业资格标准中的

有关内容。

3、为便于教学中灵活使用，实训模块教材可分册独立编写。

4、 配套的教学资源应丰富多彩，为教师与学生提供比较全面的教学支

持。

（四）教学资源建设与选择建议

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辅助教学，合理利用网络与

多媒体技术，努力推进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积极创建适应个性化

学习需求、强化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七、说明

1、教师评价、学生相互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体现考核与评价主

体的多元化。

2、既要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技能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又要关注学

生规范操作、安全文明操作等良好习惯的养成，以及节约能源、节省原材料

与爱护工具设备、保护环境等意识与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3、逐步建立发展性考核与评价体系，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既关注结果，又关注过程。可按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各占 50%
的办法计算总评成绩。

4、 可通过多种方式，对学生课内外的学习行为、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以及所表现出的发展潜能等，采用等级或分数评定与描述性评定相结合的形

式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