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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大纲（理论课）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工程制图与 CAD 

Engineering Drawing and CAD 

课程代码 0010142 课程学分 4.0 

课程学时  64 理论学时 40 实践学时 24 

开课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第 1 学期）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必修课 考核方式 考试 

选用教材 
《机械制图》、郭克希、ISBN：9787111638421、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年 12 月第四版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0100049（4）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工程图样阅

读与绘制能力，以及 CAD 软件的应用技能。课程共计 4 学分，由高职

学院机电系开设，适合具有一定空间几何分析能力和计算机基础的一年

级学生。培养耐心、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敬业服务意识和团队

合作精神。课程内容涵盖了从制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到点、直线、平

面的投影，再到 CAD 软件的运用，三视图的识读与绘制，立体的投影，

组合体的分析与表达，以及构件的常用表达方法等多个方面。此外，还

包括对标准件、齿轮等特殊元素的规定画法的学习，以及制图测绘的实

践操作。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本课程适合机电类专业一年级学生学习，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空间几何分

析能力和计算机基础能力。需学生自备铅笔、图板、三角板、圆规等绘

图工具和计算机，并学会安装与使用 AutoCAD 绘图软件。 

大纲编写人 王晓梅 制/修订时间 2024.06 

专业负责人 
            

审定时间 2024.06 

学院负责人 陈莲君 批准时间 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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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理解正投影法的原理及应用：掌握工程图样的基本原理，了解不同

视图的表达方式。 
掌握机件常用视图表达方法：学习如何通过不同的视图准确表达机

件的结构和特征。 

2 

了解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熟悉制图相关的国家标准，包括尺寸标

注、公差等。 
掌握 CAD 软件的基本知识：理解 CAD 软件的基础操作和应用，包

括图层设置、绘图命令等。 

技能目标 

3 
正确使用绘图仪器及徒手绘制技能：能够熟练使用绘图工具进行精

确绘图。 
空间想象和表达能力：培养绘制和理解三维空间结构的能力。 

4 

熟练运用 CAD 软件绘制工程图：能够使用 CAD 软件绘制二维工程

图、装配图和进行 3D 建模。 
视图表达和规定画法的掌握：能够合理标注尺寸，形位公差，并掌

握零件图和装配图的规定画法。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5 

耐心、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通过课程学习和实践，培养学生认真

负责、注重细节的工作态度。敬业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在团

队项目中培养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对专业工作的热爱和敬业精神。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 各教学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与教学内容 

    本课程教学共分为 10 个单元： 
第 1 单元 制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重点掌握国家标准的基本规定； 
 掌握仪器和徒手作图的基本技能； 
 理解尺寸基准与合理标注 
 熟练掌握圆弧连接 
第 2 单元  点、直线、平面的投影 
 掌握正投影的原理； 
 掌握点、直线投影方法和作图方法； 
 平面的投影方法和作图方法； 
第 3 单元 CAD 软件及其运用 
 运用 CAD 绘制直线、圆、圆弧等基本元素 
 掌握图层设置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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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掌握二维工程图的绘制方法，熟悉绘图命令和编辑命令、相关作图设置。 
第 4 单元 三视图的识读与规定画法 
 视图表达与识读 

运用 CAD 软件绘制三视图零件图； 
第 5 单元 立体的投影 
 掌握基本立体的投影和作图方法； 
 掌握立体表面的点；  
 理解掌握截交线的求解方法（特殊点投影、辅助线法和辅切平面法求过渡点）；  
 理解掌握立体相贯线的求解与分析方法； 
第 6 单元 组合体 
 理解组合体的三面投影； 
 理解组合体的形体构成分析方法及布尔运算（并、交、差）概念； 
 理解并掌握组合体的视图表达分析 
 理解组合体的尺寸分类及标注 
 掌握组合体的视图阅读-1 
 掌握组合体的视图阅读-2（重点是复杂零件图的几何特征与视图与难点是形体想

象与表达） 
第 7 单元 构件的常用表达方法 
 了解视图种类 
 熟练掌握基本视图 
 了解辅助视图（向视图、局部放大视图） 
 掌握剖视图的种类 
 掌握剖视图的应用分析（重点） 
 断面图（重点掌握） 
 机件的其他表达方法（局部放大、简化画法） 
 掌握机件表达的综合应用分析方法（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CAD 工程图 2（案例式教学） 
第 8 单元 标准件的规定画法 
 了解螺纹结构要素； 
 掌握螺纹的种类及规定画法； 
 重点掌握螺栓与螺钉连接画法； 
 掌握键和销及其规定画法； 
 理解轴承种类及其画法； 
第 9 单元 齿轮的画法 
 熟悉齿轮啮合条件、直齿轮的几何参数计算公式，并掌握画法； 
 了解锥齿轮的画法； 
 了解蜗杆与涡轮的啮合画法； 
 了解弹簧画法 
     CAD 工程图 3（案例式教学）） 
第 10 单元 制图测绘（另行安排实训 16 学时） 
 了解测绘方法； 
 学会零件草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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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装配草图（二维装配图、图块）； 
 掌握零件图尺寸与精度设计（尺寸标注与公差设置-难点）； 
 重点掌握零件图三维建模、装配图（CAD 绘图，构件的装配关系、运动关系表

达） 

（二）教学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单元 

1 2 3 4 5 

第 1 单元 √   √ √ 

第 2 单元 √  √ √ √ 

第 3 单元 √  √ √ √ 

第 4 单元 √  √ √ √ 

第 5 单元 √  √ √ √ 

第 6 单元  √ √ √ √ 

第 7 单元  √ √ √ √ 

第 8 单元  √ √ √ √ 

第 9 单元  √ √ √ √ 

第 10 单元  √ √ √ √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与学方式 考核方式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小计 

第 1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6 0 6 

第 2 单元 讲述教学、解决问题学习 考试 4 0 4 

第 3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4 0 4 

第 4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4 6 10 

第 5 单元 练习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4 0 4 

第 6 单元 练习教学、解决问题学习 考试 4 6 10 

第 7 单元 练习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4 0 4 

第 8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4 6 10 

第 9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4 6 10 

第 10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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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0 24 64 

（四）课内实验项目与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标要求与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 
类型 

1 图纸作业 1 
点、线、面的投影 

三视图的绘制 
6 验证型 

2 图纸作业 2 组合体的截交线 8 验证型 

3 CAD 上机项目 1 CAD 二维零件图 12 验证型 

4 CAD 上机项目 2 CAD 图块与装配 6 验证型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是指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专业精神。以下是根据您提供的《机械制图与 CAD》课程大纲，设计的课

程思政教学方案：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通过介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成就，激发学生的

爱国情怀。强化职业道德和责任感：通过案例分析和讨论，让学生理解作为工程师的社会

责任和职业道德。提升团队协作和集体主义精神：通过团队项目，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

协作能力。激发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在制图和设计中发挥创新思维，解决实际

问题。 
教学内容设计 
结合中国制造 2025 战略：在课程开始时，介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让学生了解

国家的发展蓝图和个人的责任。案例分析：选取具有代表性和教育意义的工程师案例，分

析其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团队项目：设计团队合作的制图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团队

协作的重要性。创新设计竞赛：举办创新设计竞赛，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方法设计 
启发式教学：通过提问和引导，激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案例教学：使用具体案例，

让学生分析和讨论，加深对职业道德和责任的理解。项目驱动：通过实际的制图项目，让

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知识。反思和讨论：在每个教学环节后，组织学生进行反思和讨

论，巩固学习成果。 
评价方式设计 
课堂参与度：评估学生在课堂讨论和团队项目中的参与情况。项目成果：评价学生在

团队项目中的创新性和实践能力。思政知识点掌握：通过课堂测验和作业，评估学生对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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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教学资源设计 
教学视频：制作或选取反映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工程师精神的教学视频。案例库：建立

包含工程师职业道德和责任的案例库。在线讨论平台：创建在线讨论平台，鼓励学生分享

观点和经验。 
通过这样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可以有效地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中，培养学

生的专业素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课程考核 

总评

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合计 
1 2 3 4 5  

1 40 期末考核（全部内容） 20 30 20 30 0  100 

X1 25 
阶段考查 1（基本投影

理论、组合图） 
20 30 20 30 0  100 

X2 25 
阶段考查 2（重点特征

分析视图表达、CAD
工程图） 

0 50 50 0 0  100 

X3 10 平时作业与课堂表现 20 20 20 20 20  100 

评价标准细则（选填） 

考

核

项

目 

课 
程 
目 
标 

考核要求 

评价标准 

优 
100-90 

良 
89-75 

中 
74-60 

不及格 
59-0 

1 1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成绩

90 分以上 
期末考试成绩

76-89 分之间 
期末考试成绩

60-75 分之间。 
期末考试成绩

60 分以下 

X1 2 课堂测验 
理论测试成绩

90分以上 
理论测试成绩 

理论测试成绩

60-75分之间 
理论测试成绩

60分以下 

X2 3 实验报告 
高质量独立完

成实验+按时提

交 

较好地完成实

验+按时提交 
完成质量一般，

延时提交 
未完成+延时或

未提交 

X3 4 
考勤与课堂

作业表现 

学习态度积极，

课堂及作业表

现好，平时分90

以上 

学习态度较好，

课堂及作业表

现良好，平时分

80以上 

学习态度一般，

时有缺课与迟

到，课堂及作业

表现一般，平时

分70以上 

学习动力不足，

缺课与迟到较

多，课堂表现

差，作业缺交

多，平时分60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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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 本课程支持8项能力和专业培养计划课程知识目标。 
2. 本课程支持8项能力中能用专业语言与用户沟通表达的能力目标。 
3. 本课程支持8项能力和专业培养计划课程能力目标。 
4. 本课程支持8项能力中有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爱岗敬业、责任担当等职业素养教育目标。 
5. 本课程支持8项能力中团队协作、协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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