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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工程》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与任课教师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人因工程 课程类别：必修课 √  选修课□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48/3/3 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10 

授课时间：1-14周，周二，5-7节； 授课地点：7B312 

所属院（系）：机械工程学院 

任课（/助课）教师姓名：黄辉宇 职称：副教授 

联系电话：15920223061 Email:gygc126@126.com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可分为集体答疑与个别答疑的形式，集体答疑的时间、

地点与上课基本相同，个别答疑主要通过电子邮件与电话联系等方式。另外在考

试前安排专门集中答疑时间，地点在工业工程教研室。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工业工程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程，其教学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掌

握人的特征，能从适合于人的生理与心理特征的角度出发，对工程设计、工作安

排、环境布置等提出必要的数据和要求，为人、机、环境系统建立一个合理可行

的实用方案，使作业者获得舒适，健康、安全、可靠的作业环境，力求提高作业

者的作业能力，以提高生产率、安全性、舒适性和有效性，并为学习相关课程提

供必要的基础知识。 

三、课程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人的生理及心理基础、

作业环境、人机界面、场所人机工程设计等知识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

上述知识中的基本分析方法，并能运用上述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为人-机-环

境系统设计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并加深相关课程知识的理解。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学习人机工程学相关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使学生的

思维和分析方法得到一定的训练，能运用所学方法与技能分析研究解决实际的人

-机系统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建立以人

为本的思想观念，树立“生命不息，改善不止”的 IE 精神，为未来的学习、工

作和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与前后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是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其先修课程主要有：基础工业工程、高等数

学、概率与数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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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与参考书 

1、选用教材：丁玉兰编著.人机工程学（第四版）.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社，2011 

2、推荐参考书： 

孙林岩主编. 人因工程(修订版).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郭伏，钱省三主编. 人机工程学.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朱祖祥编著. 工业心理学.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六、课程进度表 

表 1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 

次 
教学主题 要点与重点 要求 

学

时 

1 

第一章 人机工

程学概述  

第二章 人体测

量与数据应用

（1-2节） 

人机工程学的命名及定义，人机工程学

的起源与发展，人机工程学的研究内容

与方法，人机工程学体系及其应用领

域； 

人体测量主要方法、基本术语、常用仪

器，人体测量中的主要统计函数 

掌握相关定义，了解

人机工程学主要应

用领域； 

掌握人体测量中的

主要统计函数并能

应用 

3 

2 

第二章 人体测

量与数据应用

（3-4节） 

我国成年人人体结构尺寸，我国成年人

人体功能尺寸，主要人体尺寸的应用原

则、应用方法 

掌握人体尺寸的应

用方法 
3 

3 
第三章 人体感

知与信息处理 

人在系统中的功能；视觉机能及其特

征；听觉机能及其特征；其他感觉机能

及其特征，神经系统机能及其特征；人

的信息处理系统 

掌握视觉、听觉机能

及其特征；掌握其他

感觉、神经系统机能

及其特征 

3 

4 
第四章 人的心

理与行为特征 

心理现象与行为构成；感觉与知觉特

征；注意与记忆特征；想象与思维特征；

创造性心理特征 

理解人的心理与行

为特征 
3 

5 

第五章 人体生

物力学与施力

特征 

人体运动与骨杠杆，人体生物力学模

型，人体的施力特征，合理施力的设计

思路。 

掌握人体生物力学

与施力特征，理解反

应时的定义及影响

因素 

3 

6 
第六章 人机的

信息界面设计 

人机信息界面的形成；视觉信息显示设

计；听觉信息传示设计；操纵装置设计；

操纵与显示相合性；  

掌握人机的信息界

面设计相关概念与

设计要求 

3 

8 
第七章 工作台

椅与工具设计 

控制台设计；办公台设计；工作座椅设

计主要依据；工作座椅设计；手握式工

具设计；累积损伤疾病及其原因 

掌握工作台椅与工

具设计的相关要求； 
3 

10 
第八章 作业岗

位与空间设计 

作业岗位的选择；手工作业岗位设计；

视觉信息作业岗位设计；作业空间的人

体尺度；作业面设计；作业空间的布置 

掌握作业岗位与空

间设计相关要求 
3 

12 补充：人的作业 作业姿势与动作设计；人的体力工作负 理解相关概念并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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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荷；劳动强度与分级；作业疲劳与测定 运用 

14 
第九章 人与环

境的界面设计 

人体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人与热环境；

人与光环境；人与声环境；人与振动环

境；人与毒物环境 

理解相关概念并能

应用 
3 

15 

第十章 人的可

靠性与安全设

计 

人的可靠性，人的失误，事故成因分析；

典型的事故模型事故控制基本策略；安

全装置设计；防护装置设计 

理解相关概念并能

应用 
3 

16 

第 11 章 人机

系统总体设计，

第 12 章人机工

程发展新趋势 

总体设计目标、原则、程序、要点、评

价；人机工程发展新趋势 

理解相关概念并能

应用，了解人机工程

发展趋势 

3 

 

表 2  实验教学进程表 

周

次 
实验项目名称 要点与重点 

掌握程

度 

实验

类型* 

实验要

求** 

学

时 

7 

实验一：视觉反应时测试 

实验二：反应时运动时测试 

实验三：视觉深度知觉测试（2选

1） 

实验五：注意分配能力测试（一）

（2选 1） 

预习实验指导书，

了解实验原理，分

组完成实验操作  熟悉相

关实验

器材，

并能操

作 使

用，能

对实验

结果进

行分析

处理 

验证

性 
必做 3 

9 

实验四：空间知觉测试 

实验七：运动稳定性测试（了解） 

实验八：注意力集中能力测试 

实验九：数字记忆广度测试 

预习实验指导书，

了解实验原理，分

组完成实验操作  

验证

性 
必做 3 

11 

实验 10：动觉方位测试 

实验 11：动作技能测试 

实验 12：手指灵活性测试 

预习实验指导书，

了解实验原理，分

组完成实验操作  

验证

性 
必做 3 

13 

实验 14：劳动强度与疲劳测定 预习实验指导书，

了解实验原理，分

组完成实验操作  

综合

性 
必做 2 

实验 16：环境照明与环境噪声测

量 

验证

性 
必做 1 

* 实验类型：分演示性、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等四种。设计性实验指给定实验目的要

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加以实现的实验；综合性实验指实验内容涉及本

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课程知识的实验。 

**实验要求：分必做、选做两种。 

七、教学方法 

教学方式分课堂教学、实验两部分。其中，课堂教学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方

法进行；实验由学生在实验室分组操作，实验老师现场辅导。 

八、对学生的学习要求 

1．学习本课程的方法、策略及教育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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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内容应用性较强，要多结合实际进行体会理解，多关注相关案例以

及各种相关课外学习资料。 

2．学生完成本课程每周须耗费的时间 

为掌握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按约 1:1的比例配比课外学时（预习、复习和完

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学生课外每周必须耗费的最少时间为 3 小时，学生完成本

课程每周须耗费的最少时间为 6小时。 

3．学生的上课、实验、讨论、答疑、提交作业（论文）单元测试、期末考

试的等方面的要求 

课前预习，坚持上课，认真听讲，做好笔记，积极参与教学互动，主动与老

师探讨问题；课后认真复习，独立完成作业。勤于动脑动笔，培养自己的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必须参加实验，亲自动手独立完成规定的实验内容，并完成实

验报告。 

4．学生参与教学评价要求 

依照按学校规定，课程结束前 1-2周内，按照学校统一安排，通过网上评教

系统，回答调查问卷，实事求是地对本课程及任课教师的教学效果作出客观公正

的评价，是学生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促进教师改进教学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 

九、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内容 评价标准及要求 权重 

出勤情况 不得无故缺席，上课勤做笔记，积极回答问题 5% 

课后作业（即单

元测试） 
独立、按时交作业，作业完成准确，书写工整 5% 

实验与实验报告 
参加实验，完成规定的实验内容，并独立、按

时完成实验报告 
10% 

期末考核（闭卷） 

1. 评价标准：试卷参考解答。 

2. 要求：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解答，独立、按时

完成考试。 

80% 

期末考试方式 开卷□     闭卷√   课程论文□    实操□ 

 

十、院（系、部）教学委员会审查意见 

      我院（系、部）教学委员会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院（系、部）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田君         日期： 2015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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