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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大纲（理论课）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机械设计基础 

Foundation of Machine Design 

课程代码 0080085 课程学分 4.0 

课程学时  64 理论学时 58 实践学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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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学期）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必修课 考核方式 考试 

选用教材 
机械设计基础（第四版）、胡家秀主编、机械工

业出版社、2022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0100049、工程制图与 CAD、工程力学 

课程简介 

《机械设计基础》是一门专业必修课，面向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技

术专业的学生，开设于第三学期。本课程共 4 学分，包含 58 学时的理

论教学和 6 学时的实践教学。课程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掌握机械设计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机器总体结构设计、机械零件设计、材料选用

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初步了解机械产品的设计过程、零件的

工作能力、计算准则，以及标准件的选用等，为未来从事机械设计和产

品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课程内容涵盖了机械设计的基本要求、设计过

程、零件工作能力分析、计算准则、疲劳强度、摩擦、磨损、润滑、材

料选择、螺纹连接、平面机构运动分析、凸轮机构、带传动、链传动、

齿轮传动、蜗杆传动、轮系、轴、轴承、联轴器、离合器、弹簧和减速

器等。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本课程适合具备高等数学、工程制图与 CAD、工程力学等基础知识的

机电专业二年级专科生。学生应具备一定的数学和力学基础，以及良好

的空间想象能力和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技能。课程要求学生积极参

与课堂讨论、团队项目和实践活动，以培养其专业技能和团队合作精神。 

大纲编写人 顾春兴 制/修订时间 2023.08 

专业负责人 
             

审定时间 2023.08 

学院负责人 陈莲君 批准时间 2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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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机械设计原理的理解：使学生能够理解机械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概念。 
机械零件设计知识：掌握机械零件设计的相关知识，包括工作能力、

计算准则等。 

2 
材料选用：了解不同机械零件适用的材料及其选用原则。 
标准件和设计工具的使用：熟悉国家标准，掌握标准件的选用以及

设计手册和设计图册的使用。 

技能目标 

3 
设计过程的掌握：使学生能够掌握机械产品一般设计过程。 
CAD 软件应用：培养学生使用 CAD 软件进行二维工程图和三维模

型绘制的技能。 

4 

零件连接设计：学习螺纹连接、键、花键、销连接等连接件的设计和

选用。 
机械传动知识：掌握带传动、链传动、齿轮传动、蜗杆传动等机械传

动的基本知识。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5 

培养学生对机械设计专业的热爱和敬业精神。通过团队项目，加强

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激发学生在机械设计中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强化职业道德教育，让学生认识到作为工程师的社会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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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个单元： 
第一章   绪论 (2 学时) 

知道机器、机构和机械等概念，机器的组成，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内容、性质与任务。 
掌握机械零件设计的基本准则及一般设计步骤。 
理解机械零件常用金属材料和钢热处理常识。 

第二章   平面机构的运动简图及自由度 (6 学时) 
知道机构、运动副等基本概念，构件的分类与符号。 
理解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中低副和高副的定义。 
运用运动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公式计算平面机构的自由度。 

第三章   平面连杆机构 (6 学时)   
知道平面连杆机构的定义、平面连杆机构的类型。 
理解平面铰链四杆机构有曲柄存在的条件，其它形式的四杆机构由铰链四杆机构演

化而来。 
运用平面连杆机构知识，设计简单的平面四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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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凸轮机构 (6 学时) 
知道凸轮机构的应用和特点、凸轮机构的分类。 
理解从动件的运动规律、凸轮轮廓曲线的基本原理，即反转法。 
运用凸轮轮廓曲线的基本原理，根据从动件的运动规律，设计凸轮。 

第五章   其他常用机构 (4 学时) 
知道常用的螺旋机构、棘轮机构和槽轮机构的工作原理和类型。 
理解棘轮机构和槽轮机构的主要参数和几何尺寸。 
运用棘轮机构和槽轮机构知识，设计简单的棘轮机构和槽轮机构。 

第六、七章  齿轮传动 (12 学时)    
知道齿轮传动的特点，失效形式和设计准则，齿轮传动使用的主要材料和选用原则，

变位齿轮强度计算的要点。 
理解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齿面接触强度计算和齿根弯曲强度计算的力学模型，强度

计算公式的特征和应用，计算公式中主要系数的意义。 
运用标准直齿轮圆柱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和确定许用应力，选择标准齿轮模数，进行

齿轮参数的计算，以及对齿轮进行结构设计。 
第八章   蜗杆传动 (2 学时) 

知道蜗杆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普通圆柱蜗杆传动的运动关系和主要的几何参

数。 
理解普通圆柱蜗杆传动主要的几何参数，蜗杆传动的受力分析、失效形式、设计准

则，齿面接触强度计算和齿根弯曲强度计算、承载能力。 
运用蜗轮蜗杆传动强度计算和确定许用应力，选择标准模数等参数，进行蜗轮蜗杆进

行设计计算，以及对蜗轮蜗杆进行结构设计。 
第九章  轮系  (4 学时) 

知道轮系的功用、轮系的分类。 
理解定轴轮系和周转轮系传动比的计算公式。 
运用定轴轮系和周转轮系传动比的计算公式，计算具体轮系的传动比。 

第十章  带传动和链传动  (4 学时) 
知道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及普通 V 带的结构与型号，链传动的工作原理特点、应用，

传动链的结构特点。 
理解带传动的受力分析和应力分析、弹性滑动和打滑现象。链传动的工作情况分析、

滚子链传动的设计计算，链传动的布置、张紧方法、润滑与防护。 
运用带传动的设计计算，选择带的型号和相关参数，以及带轮的设计计算。运用滚子

链传动的设计计算，选择链的型号，以及设计链轮。 
第十一章 联结 (4 学时) 

知道螺纹的种类、螺纹的主要参数，键连接的分类、无键连接和销连接的特点及应

用。 
理解螺栓受力分析、花键和无键强度计算。 
运用强度条件，通过计算，从标准件中选择螺纹、键和花键相关参数。 

第十二章 轴 (6 学时 ) 
知道轴的功用和分类、轴设计的主要内容，轴的材料及选择。 
理解轴的结构设计方法，合理设计轴的结构。 
运用按扭转强度、弯扭合成强度、安全系数法对轴进行强度计算、刚度计算，确定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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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形式和具体尺寸参数。 
第十三章   轴承(6 学时) 

知道轴承的用途及分类，滑动轴承的类型、特点和应用；滚动轴承的主要类型、代号、

特点及其选择要点 
理解滚动轴承基本额定寿命、基本额定动载荷的概念，轴承径向载荷、轴向载荷、当

量动载荷和基本额定寿命的计算。 
运用不同可靠度和非稳定变载荷下轴承寿命的计算方法，选择具体轴承的型号和轴

承尺寸参数。 
第十四章   联轴器、离合器与制动器 (2 学时) 

知道常见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的种类和特点，以及特殊用途的联轴器和离合器的

特点。 
理解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的工作原理、转矩计算等。 
运用联轴器和离合器的计算转矩和工作情况，选择具体的联轴器和离合器的型号和

技术参数。 
第十五章  创新思维与创造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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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第 11 单元  √ √ √ √ 

第 12 单元  √ √ √ √ 

第 13 单元  √ √ √ √ 

第 14 单元  √ √ √ √ 

第 15 单元  √ √ √ √ 



 SJQU-QR-JW-052（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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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第 2 单元 讲述教学、解决问题学习 考试 4 2 6 

第 3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6 0 6 

第 4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6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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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10 

第 7 单元 练习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2 0 2 

第 8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2 0 2 

第 9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4 0 4 

第 10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4 0 4 

第 11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4 0 4 

第 12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6 0 6 

第 13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4 2 6 

第 14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2 0 2 

第 15 单元 讲述教学、问题导向学习 考试 0 0 0 

合计 5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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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测绘与机构

简图的绘制 
掌握机构杆件、运动副的画法、驱动的表示

方法，自由度的计算 
2 验证型 

2 
圆柱齿轮几何参

数测绘 
了解直齿圆柱齿轮标准齿轮的基本参数，掌

握直齿圆柱齿轮齿顶圆的测试方法 
2 验证型 

3 
减速器的拆装和

结构分析 
知道减速机的结构形式及工作原理，学会用

减速机的拆装 
2 验证型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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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思政教学设计旨在通过专业课程内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专业精神。以下是具体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方案：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国家意识与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对国家发展的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职业道德与

责任感：强化学生作为未来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团队协作与集体主义精神：通过

团队合作项目，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鼓励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 
教学内容设计 
结合中国制造 2025 战略：介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让学生了解国家的发展蓝图。案

例分析：通过分析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案例，加深学生对职业责任的理解。团队项目：

设计制图和设计相关的团队项目，让学生体会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创新设计竞赛：举办竞

赛，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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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理解。项目驱动：通过实际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知

识。反思和讨论：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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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测验和作业，评估学生对思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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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课内实验（实验报告） 20 30 20 30 0  100 

X2 25 测验 0 50 50 0 0  100 

X3 15 
平时作业、课堂提问、

学习态度等 
20 20 20 20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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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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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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