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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QU-QR-JW-033（ A0）  

【机械制图与 CAD】 

【Engineering Drawing and CAD-1】 
课程代码：【 0080247】 
课程学分：【4】 
面向专业：【机电一体化】 
课程性质：【公共职业核心课】 
课程类型：【系级专业必修课 】 
开课院系：高职学院 机电工程系 

使用教材：【1.《机械制图》郭克希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8第 4版】 

2．《AutoCAD 2014 实用绘图教程与实验指导》白云等，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9.5 

3.《机械制图习题册》张绍群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3 第 3版 

辅助教材： 《CAD 中级水平考试试题练习与分析》 李启炎 蒋忠理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5 第 1版 

    参考教材：1.《工程 CAD 基础理论与上机操作习题集》于奕峰等主编 化学出版社          

2014.10 第 1版 

课程网站网址：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研究阅读与绘制工程图样理论和方法的课程，是机电一体化工科专业必修的一门重

要的专业核心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生获得识读零件图、装配图和运用 CAD 软件绘制机

电工程图的能力，也为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 

1. 理解掌握正投影法的原理及应用。 

2. 培训学生正确使用绘图仪器及徒手绘制、测绘和设计草图的技能。 

3. 培养空间想象能力和准确表达空间立体和组合体视图的能力。 

4. 掌握机件常用视图表达方法，并能熟练运用 CAD 软件绘制出二维工程图、装配图和 3D 建模图。 

5. 熟练掌握零件图和装配图的视图表达方法和规定画法，并能合理标注尺寸和形位公差。 

6. 培养耐心、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态度。 

7. 培养敬业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在实践中培养和塑造未来工程师的职业素养。 

三、选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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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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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联性 

专业毕业要求 

LO1：品德修养 L01-1：爱党爱国，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自觉维

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 
 

L01-2: 遵纪守法，增强法律意识，培养法律思维，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校

纪校规。 

L01-3: 奉献社会，富有爱心，懂得感恩，具有服务社会的意愿和行动，积

极参加志愿者服务。诚信尽责，为人诚实，信守承诺，勤奋努力，精益求

精，勇于担当。 

L01-4: 爱岗敬业，热爱所学专业，勤学多练，锤炼技能。熟悉本专业相关

的法律法规，在实习实践中自觉遵守职业规范，具备职业道德操守。 

LO2：专业能力 L02-1：具有专业所需的人文科学素养 
 

L02-2：具有阅读、绘制工程图的能力，能阅读理解机械零件图、装配图；

能运用 CAD 软件准确地绘制工程图、表达结构的装配关系和运动关系。 
通过课证融通的学习和培训获得 CAD 中高级证书。 

 

L02-3：具备一定的工程计算与校验能力，能对传动机构的运动轨迹、位

置、速度、强度等进行计算校验；能对控制电路涉及的有关元器件的选型

参数进行计算与校验。 

 

L02-4：具备基本的工程设计、安装与调试能力，能对传动方案、典型传动

结构和控制电路进行设计安装与调试。  

L02-5：初步具备工艺设计和编程调试能力，能根据图纸要求编制工艺卡、

数控加工程序（数控技术模块）; 能根据设备控制要求，编制简单的 PLC
控制程序、工业机器人操作程序（电气控制方向模块）。 

 

L02-6: 具备从事机电设备安装、调试与维修岗位的基本能力。 
 

L02-7: 具备机电设备营销与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能力; 具有基本的专业外

语表达沟通能力，具备参与国际市场技术服务与合作项目的基本能力。  

LO3:表达沟通 LO3-1：倾听他人意见、尊重他人观点、分析他人需求。 
 

LO3-2：应用书面（图纸）或口头形式，阐释自己的观点，有效沟通。 
 

LO4：自主学习 L04-1：能根据需要确定学习目标，并设计学习计划。 
 

L04-2：能搜集、获取达到目标所需要的学习资源，实施学习计划、反思学

习计划、持续改进，达到学习目标。  

LO5：健康发展 懂得审美、热爱劳动、为人热忱、身心健康、耐挫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 
 

LO6：协同创新 L06-1:在集体活动中能主动担任自己的角色，与其他成员密切合作，善于

自我管理和团队管理，共同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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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6-2: 有质疑精神，有逻辑分析与评判能力。 
 

L06-3：能用创新的方法或者多种方法解决复杂问题或真实问题。 
 

L06-4：了解行业前沿知识技术。 
 

LO7：信息应用 
L07-1：能够根据需要进行专业文献检索。  

L07-2：能够使用适合的工具来搜集信息，并对信息加以分析、鉴别、判断

与整合。 

 

L07-3：熟练使用计算机，掌握常用办公软件。  

LO8：国际视野 L08-1: 具有基本的外语表达沟通能力与跨文化理解能力，有国际竞争与合

作的意识。 
 

 

五、课程预期学习成果与目标 

本课程以制造型企业中的绘图、识图等相关工作岗位能力为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

获得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分析能力，识读与绘制工程图样的能力以及查阅有关国家标准的能力，具体

要达到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目标是： 

序

号 

课程预

期学习

成果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学方法 评价方式 

1 L01 

通过课程学习与熏陶，养成爱岗敬

业、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未来工程

师的职业道德和综合素养。 

案例式：中国制造 2025

战略和数字化设计制造

及大国工匠要求 

1. 课堂讨论、提问、评

分。 

 

2 L02 

1. 具有阅读、绘制工程图的能力，

能阅读理解机械零件图、装配图；2. 
能运用 CAD 软件准确地绘制工程

图。 

3. 经过课程教学与培训基本达到

CAD 中级水平。 

启发式教学 

案例解析 
绘图项目驱动 

1. 课堂讨论评价； 

2. 项目绘图作业与考

核；  

 

3 LO3 

1. 能运用技术图纸进行技术交流与

沟通。 

2. 表达工程结构的几何特征、形位

公差、零部件间装配关系。  

启发式教学 

案例解析 
绘图项目驱动 

1. 课堂检测演示； 

2. 课程测验；  

3. 平时作业 

4 L06 团队协同创新，完成团队装配图任务 
任务驱动 
测绘作业 

团队协作完成测绘及装配

图、团队角色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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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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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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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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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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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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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包含：指定的课外扩展阅读、预习任务、教师指导下的小组项目（任务）等。 

序号 
内容 

预 计 学 生

学习时数 

检查方式 

1 指定课外扩展阅读 机械制图国家标准 6 小时 课堂提问 

2 
课程预复习任务 课前预习及制图作业 12 小时 

制图作业和    
CAD 上机训练 

3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项目 案例式教学、考证训练 30 小时 制图、CAD 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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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撰写：陆斌峰、蒋忠理                             系主任审核：  

日期：2023.8.30                    
 

构成 考核项目及内容 评价方式 占比 

1 期末考核（全部内容） 应知理论与上机绘图 40% 

X1 阶段考查 1（基本投影理论、组合图） 课堂测验（笔试） 25% 

X2 阶段考查 2（重点特征分析视图表达、CAD工程图） 课堂测验（上机作图） 25% 

X3 平时作业与课堂表现 作业、考勤与课堂表现 10% 


	日期：2023.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