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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类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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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类设计课程在高等工科院校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针对传统教学模式与方法存 

在的不足，以我校机械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些具体措施为例，提 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实践表明，这些措施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对其他设计类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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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长期以来，高等工科教育中的设计类课程一直 

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设计课程，对 

于学生树立正确的设计理念，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设计课程的实践性都很强，它不但要求学生掌 

握一些基本概念和设计方法，还要求学生对所学的 

各种知识具有综合运用能力。按照传统教学计划， 

基础类设计课程通常也是学生接触的第一门设计课 

程，学习初期学生都有较大的兴趣，但随着学习的深 

入，知识量不断增加，大量名词术语的出现，加之工 

程背景的缺乏，许多学生会出现理解和接受上的困 

难，因而产生畏难情绪并逐渐失去学习兴趣；同时， 

传统教学方式是教师利用黑板、模型以及挂图进行 

讲解，希望学生能借此想象出构件组合、零件形状以 

及机构运动等，这对于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学生 

的想象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实践中常常出现教师 

难教、学生难学的局面；另外，现存的教学模式重计 

算轻创新、重个体轻综合、重理论轻实践，从而极大 

地制约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极不利 

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必须 

对课程的现有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进行改革。 

机械设计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常用机 

械零部件的设计原理、方法和目骤，是全国所有工科 

学生的基础专业技术必修课，也是后续各种专业课 

程学习的基础内容。本文以我校机械设计课程教学 

改革的一些经验和成果为例，就如何进行设计课程 

教学改革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机械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 

下面主要从课堂教学、实践性教学以及成绩评 

价等几个方面谈谈我们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方 

面的改革思路和具体措施。 

(一)课堂教学的改革 

教材是决定教学内容的重要部分。机械设计课 

程内容较多，以往教材是每章单独介绍一种典型零 

件的参数计算和结构设计，各章之问缺乏必要的联 

系，因此教材各部分的内容显得比较孤立，学生学完 

课程后很难在机械设计方面形成系统的概念。为了 

强调教材的性质“首先是为学生使用而非教师教学 

使用”，我们重新编排了基础设计课教材，对教学内 

容进行了大胆的调整。新教材以综合设计能力的培 

养为主线，以机械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和设计计算 

方法为主要内容，增强教材的工程实践性，从典型机 

械——带式运输机的设计实例人手，通过分析、比较 

· [收稿日期]2006-06-17 

[作者简介]陈 霞(1971一)，女，四川德阳人，重庆大学讲师，从事机械设计及机械原理的教学与科研。 

· 78 · 

http://www.cqvip.com


陈 霞，等：基础类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不同传动方案并结合综合设计，培养学生独立分析 

能力、综合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考虑机、电、液一体 

化的现代技术发展要求，新教材加强动态设计、优化 

设计、有限元分析等现代设计方法的介绍，删除了一 

些陈旧、程式化的内容，简化理论推导，突出了设计 

原理和方法的介绍；增加了一些新结构及新传动(如 

现代传动中的“消隙”结构、无级变速系统等)；通过 

加强机械CAD等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尽量反映学科 

前沿的最新发展，拓展学生知识面。此外 ，书中题 

例、习题尽可能来源于工程实际，并富有启发性与创 

新性。 

为解决教学内容不断增加和课时不断缩短的矛 

盾(例如，机械类的本课程从90多学时减少到了50 

多学时)，我们将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一些新的 

教学手段运用到了教学工作中。它首先带来的好处 

是节省了不少的教师课堂上用于书写文字、画图及 

擦黑板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时少、内容多 

的矛盾，使教师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讲解。据 

我们的统计，采用 Powerpoint课件进行多媒体教学， 

如果控制得当，教师大概可以省掉 20％以上的板书 

时间，也就是说 45分钟的一节课可以多介绍 l0多 

分钟的内容。其次，在学生没有一点工程背景的情 

况下，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课程，许多内 

容光靠教师讲解和教科书上的图例示范学生是很难 

深入理解的。运用 CA[课件进行多媒体教学，可通 

过图片和动画演示方式将一些不容易讲清楚的概念 

和内容直观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增强其感性认 

识，激发其学习兴趣，让他们理解更深刻，掌握更牢 

固。 

实践中笔者也发现了多媒体教学存在一些问题 

有三点：一是不便于充分展示教师个性。特别是在 

需要用教师的肢体语言进行教学时，教师往往由于 

忙于操作电脑而无暇顾及，影响了教学效果。如果 

教师对一些问题不加以突出，可能出现“照本宣科” 

的情况。二是要达到最佳的记忆效果，应该眼、耳、 

手并用。但多媒体课堂通常光线较暗，教学速度较 

快，学生往往难于有效记录。实际教学中就有学生 

反映没有时间书写。三是妨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和 

沟通，互动性不好，课堂气氛不活跃。 

为此，笔者建议可以结合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 

适当加以板书，以突出重点、难点，并使课堂不至于 

太沉闷。 

此外，我们还应用了基地的网站进行网络化教 

学，并将一些教学内容挂在校园网上方便进行网上 

学习和教学辅导，学生通过 Intemet，在国内外任何 

节点均可访问。教师通过该网站也能及时了解学生 

学习情况，并随时发布信息。 

为培养学生的独立创新能力，在每一章的讲解 

之前，我们增设了课堂讨论环节。例如讲“带传动” 

之前，先让学生去观察身边的物体，找出其中具有带 

或链传动的机械设备，描述其组成并画出草图，说明 

它如何从动力源那儿获得能量，又怎样把能量传递 

给执行机构。具体操作时，可采用预先布置题目的 

方式，留出一周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观察、分析、思 

考，然后用一堂课的时间进行讨论，在相互交流的过 

程中使他们对课堂内容有深刻的理解。这种方式充 

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使学生变被动 

学习为主动学习，既节省了大量时间，又培养了学生 

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践性教学改革 

为了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开阔学生的视野，针 

对设计类课程的特点，我们在课程之前增开了机械 

认识实践的短期实践性教学环节，让学生到工厂的 

生产第一线去，实际接触并深入了解工厂的生产现 

状。这样学生在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实际上课的 

时候学生普遍感到“心中有数”。另外，在课程进行 

中，我们充分发挥我们作为国家工科机械基础课程 

教学基地的优势，增设了机械创新实验室，引进德国 

慧鱼公司提供的实验教学器材，从实验方案的设计、 

实验器材的选用、程序的编制和结构模型的建立全 

部让学生自己来完成；同时建立了机器人实验室，学 

生可通过自己编程来实现对机器人运动的控制；我 

们还定时向学生开放直观教学实验室，让学生有更 

多的机会接触各种实实在在的零部件，了解其工作 

原理及失效形式。由于其中包括许多教材和课堂上 

没介绍的内容，通过学生自己的积极参与，激发他们 

的好奇心，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提高他们的动手 

能力。此外，还开展了工程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从 

大一开始即进入教师的科研课题中，在实践活动中 

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发挥的机会，并有一定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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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经验积累。实践证明，只有当学生处在接近 

真实的工程环境中时才可能取得较好的培养效果。 

(三)成绩评价手段的改革 

考试成绩是衡量学生对所学知识理解和掌握情 

况的重要标尺，然而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生经 

常是“高分低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传统应 

试教育的考核制度密切相关。传统的闭卷考试内容 

主要是要求死记硬背，要得到好成绩并不需要多少 

分析和比较。这对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和综合分析 

能力极为不利。我们在考试内容和方法方面的改革 

主要是采用了平时测验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 

平时测验由任课教师自己安排，一般按阶段进行，要 

求3 5次／学期，占总成绩的30％。期末则闭卷和 

开卷相结合，闭卷部分侧重概念，主要考察学生对基 

础知识的掌握，占总成绩的30％；开卷部分侧重综 

合题，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灵活运用的能力，占总成 

绩的40％。若学生想考一个好成绩，必须要把这门 

课程真正学懂、学好 ，并要会运用于生产实践。实践 

证明，考试改革后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都得到 

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三、结语 

面向21世纪的教学改革是一个涉及面广的系 

统工程，任重而道远。上面仅介绍了我们在机械类 

基础设计课程方面进行的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这些改革措施对工科学校的其他课程改革也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从2000级及 2001级“机械制造及自 

动化”专业学生教学试点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改革 

的总体思路是正确的，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提不出 

问题、不会提问题，而是大胆地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和 

观点。另外，学生的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 

也大为提高，如机自2000级的学生独立为重庆长江 

轴承厂研制了 DC—ZC一1型轴承内外圈尺寸电脑 

检测仪；机设2000级、2001级的部分学生为我校机 

械工程学院切削实验室研制了DJ—CL型切削力实 

验装置。 

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了上述改革存在的一些问题 

和不足，如：学生希望自己动手的机会能再多些，而 

现阶段的实验硬件条件离实际要求有较大差距；科 

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机械现代设计方法的发展，但 

现有教学内容在新技术、新理论方面仍涉及太少；此 

外，现有方式在一些细节方面，在与后续课程的衔接 

以及考试难度的掌握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教学改革的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对传统东西 

的正确处理，即应该是“扬弃”，而不是“全盘否定”。 

特别是传统教学中的一些好方法，要总结并发扬光 

大。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学方法和手段的 

进一步完善，通过不断的积累经验，我们一定会达到 

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化人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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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innovation in the basic mechanical desi course 

CHEN Xia．WEN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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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undational designing training in many fields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academy of technical and engineer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ere poinled out，and oaf development in the way of teaching of mechanical designing was described in detail． 

Fact has shown that OIIF innovation is helpful for the student to study well in many aspects，and also it is a valuable reference to the reform of 

other kinds of teac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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