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机械原理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课 

课程英文名称：Mechanism and machine theory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52/4/2.5 其中实验学时：4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机械制图、理论力学 

授课时间：星期二（1-2 节），星期四（1-2节）

/1-13周 
授课地点：松山湖校区/6F-205 

授课对象：2016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2班 

开课院系：机械工程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韩利芬教授 

联系电话：13480481794(681702) Email:904553558@qq.com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1.每次上课的课前、课间和课后，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2.每次发放作业

时，采用集中讲解方式；3. 分散随机答疑：通过电话、电子邮件、qq等进行答疑；4.定期答疑：每

周星期四下午/12C-302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 

孙桓等. 机械原理（第 8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教学参考资料： 

1、 廖汉元等. 机械原理（第 2版）.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 

2、 王知行等. 机械原理（第 1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3、 陆宁. 机械原理复习题详解.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课程简介 

《机械原理》 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必修课程。主要研究机械系统的运

动学和动力学分析及机械方案设计基本理论，包括研究各种机构的结构分析、运动分析和受力分析问

题，常用机构的设计问题，机器动力学和机构的选型及机械系统设计问题。它在培养学生的机械设计

能力和创新能力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中，占有十重要的地位；在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全

局中，具有增强学生对机械技术工作的适应能力和开发创造能力的作用，为学生今后从事机械方面的

设计、制造、研究和开发奠定重要的基础。 

 本课程包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把一般的原理和方法与研究实际机

构和机器时的具体运用密切结合起来。引导学生随时注意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所遇到的各种机构和机

器，根据所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观察和分析，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使学生掌握关于机构的结

构、运动学和机器动力学的某些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教学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认识

机械、了解机械；掌握机构学和机械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学会常用机构的分析和综合方法，并具有进行机械系

统运动方案（创新）设计的初步能力；获得机械产品设计与制造技

术的基础知识；使学生达到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现代机械工程中的

实际问题的能力。 

素质目标：通过该课程学习，学生应获得机械产品设计与制造

技术的基础知识，对机械学科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更懂得所学专业

的内涵，具备机械工程师的基本素质。 

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应具有进行机械系统运动方

案（创新）设计的初步能力；获得机械产品设计与制造技术的基础

知识；使学生达到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现代机械工程中的实际问题

的能力。 

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 

1、对一般机械中的平面机构能绘制其运动简图，并能计算其自由

度和判断其运动的确定性。 

2、具有对一般平面机构进行运动分析和力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3、具有对一般机械进行机械效率计算和分析自锁条件的某些基本

知识。 

4、具有按某些已知条件对几种主要的平面机构进行运动设计的基

本知识和能力。 

5、具有按某些已知动力条件分析机械的运转、调速和平衡方面的

初步知识。 

6、具有与本课程有关的解题运算、作图和使用技术资料等方面的

基本技能。 

7、了解一些有关的最基本的机械实验方法。 

8、一般性了解其它常用机构。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

的关联： 

☑1. 应用数学、基础科学和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知识的

能力；  

☑2. 设计与执行实验，以及分析

与解释数据的能力；  

☑3. 机械工程领域所需技能、技

术以及使用软硬件工具的能力； 

☑4. 机械工程系统、零部件或工

艺流程的设计能力； 

□5. 项目管理、有效沟通协调、

团队合作及创新能力； 

☑6. 发掘、分析与解决复杂机械

工程问题的能力； 

☑7．认识科技发展现状与趋势，

了解工程技术对环境、社会及全

球的影响，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

惯与能力； 

□8．理解职业道德、专业伦理与

认知社会责任的能力。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 

方式 
作业安排 

1 绪论 2 重点：课程研究对象、内容；机器种类、特

征、组成；机构、机械等概念；机械学科发

展概况。 

难点：机器和机构的特征。 

课 堂

讲授 

 

1～2 机构的结构分析 6 重点：运动副、运动链概念，机构的组成；

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方法；机构自由度计

算；局部自由度、复合铰链、虚约束 

难点：局部自由度、复合铰链、虚约束。 

课 堂

讲授 

2-11， 

2-17(a,b,c) 

3～4 平面连杆机构及 6 重点：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型式、演化型式 课 堂 8-7, 8-9, 8-17 



其设计 及应用；曲柄存在条件、急回特性、传动角

等概念；四杆机构的几何设计方法 

难点：四杆机构的设计。 

讲授  

5～6 凸轮机构及其设

计 

6 重点：凸轮机构应用类型、常用推杆运动规

律及其特点；凸轮轮廓的设计方法、基本尺

寸的确定   

难点：凸轮轮廓的设计方法。 

课 堂

讲授 

9-7, 9-8,  

 

6～8 齿轮机构及其设

计 

10 重点：啮合定律、渐开线的形成及特性、渐

开线标准齿轮的基本参数及几何尺寸；渐开

线直齿圆柱齿轮啮合传动、渐开线齿廓切制

原理及根切现象；变位齿轮简介；斜齿轮传

动及锥齿轮传动的正确啮合条件、连续传动

条件、当量齿轮；斜齿轮传动的几何尺寸；

蜗杆传动的传动特点 

难点：斜齿轮传动及锥齿轮传动的当量齿

轮。 

课 堂

讲授 

10-26, 

10-27, 

10-29 

 

9 ～

10 

齿轮系及其设计 6 重点：轮系的分类、定轴轮系、周转轮系的

传动比计算；复合轮系传动比计算、行星轮

系的效率及各轮齿数的选择。 

难点：复合轮系传动比计算 

课 堂

讲授 

11-11, 11-14, 

11-19 

10～

11 

平面机构的运动

分析 

6 重点：速度瞬心位置的确定方法、速度瞬心

法的应用；矢量方程图解法原理、同一构件

两点间的速度、加速度关系；不同构件重合

点速度、加速度关系。 

难点：不同构件重合点速度、加速度关系 

课 堂

讲授 

3-3,  

3-11(b,d) 

 

12 机械的平衡 4 重点：刚性转子的静平衡及条件；刚性转子

的动平衡及条件；刚性转子的平衡实验原

理、许用不平衡量的意义、平面四杆机构的

平衡原理。 

难点：刚性转子的动平衡及条件。 

课 堂

讲授 

6-5, 6-7 

 

13 机械的运转及其

速度波动的调节 

2 重点：速度波动原因、危害、调节方法；等

效力学模型的建立及其求解；等效质量、等

效转动惯量等基本概念；飞轮的调速原理及

其简易设计方法。    

难点：等效力学模型的建立及其求解。 

课 堂

讲授 

7-7, 7-12 

 

 平面机构的力分

析 

0 重点：机械中力、运动副中的摩擦的概念、

摩擦系数、摩擦角、当量摩擦系数、摩擦圆

自学  



的概念。考虑常见的运动副中的摩擦力进行

分析和计算方法。 

难点：考虑常见的运动副中的摩擦力进行分

析和计算方法。 

 机械的效率和自

锁 

0 重点：机械效率概念及计算、自锁的概念及

条件；不平衡的原因。 

难点：机械的自锁条件。 

自学  

 其他常用机构 0 重点：间歇机构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应用。 在 课

程 设

计 中

讲授 

 

 机械传动系统的

方案设计 

0 重点：机械传动系统的方案设计。   

合计： 48    

实验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重点与难点 
项目类型（验证

/综合/设计） 
教学方式 

4 机构运动简图测

绘 

2 重点：机构运动简图测绘。 

难点：机构的组成构件及运

动副的辨别。 

设计性 教师讲解、指导及学生

动手操作相结合 

13 
机构创新设计 

2 重点：机构创新设计方法及

运用。 

难点：机构的方案设计。 

综合性 教师讲解、指导及学生

动手操作相结合 

合计： 4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内容 评价标准 权重 

作业 习题参考解答。要求独立完成，书写工整，答题正确。 

30% 

课堂学习、 

回答问题 

要求：不得无故缺席，认真听讲，做好笔记，积极参与教学

互动。 

实验 
实验报告的规范性、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回答实验思考题的

正确性。 

期末考核 试卷参考解答及评分标准。 70% 

大纲编写时间：2018年 3月 1日 



系（部）审查意见： 
 

 

我系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系（部）主任签名： 郭建文                        日期： 2018 年  3 月 26 日 

注：1、课程教学目标：请精炼概括 3-5 条目标，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解、运用、

分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2、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部分复制

（http://jwc.dgut.edu.cn/） 

    3、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 

    4、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