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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1)》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与任课教师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工程制图(1) 课程类别：必修课■ 选修课□ 

学时/学分：48/3 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8 

授课时间：周一 5-7 授课地点：7B314 

任课教师姓名：徐素武 职称：高级工程师 

开课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适用专业班级：应用化学 2014级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周四下午，机电楼 12C312，交流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电子、化工类专业的通识教育课，主要内容包括制图的基本知识、

点线面的投影及其图解方法、几何体的表示及其交线画法、组合体（画图、读图、

尺寸标注）、计算机绘图等。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及素质，

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分析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画图、读图及

尺寸标注的初步能力，培养学生的标准化意识及严谨的工作态度，培养学生使用

传统及现代绘图手段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 

结合专业培养目标，提出本课程要达到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 

1、知识与技能目标 

熟悉国标的有关规定，使之贯彻于课程的全部内容中；掌握点线面的投影表

示、投影规律，能分析、图解空间几何问题；能正确分析、作出几何体表面的交

线，并应用于绘制组合体的视图中；掌握组合体的视图画法、读图方法及尺寸注

法，具备初步处理工程图的能力；掌握手绘、机绘技能，适应各种绘图需要。 

2、过程与方法目标 

投影理论，包括点线面、截交线、相贯线等，是本课程的基础内容。它研究

空间几何元素及其相对位置在平面上的图示方法，研究在平面上用几何作图的方

法图解空间几何问题。学好这部分内容的关键在于：善于思考，弄清“空间—投

影”、“投影—空间”的关系；调动形象思维，用立体几何知识理清空间几何关系；

勤于观察生活中的形体及几何关系，扩充形象知识库。 

读图是课程的难点，而跨越难点的前提为：具备扎实的投影理论基础；掌握

正确的读图方法；拥有较为丰富的形象知识库；具有善构思、克疑难的学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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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标注是课程的另一难点，常表现为多注、漏注、错注。减少差错的有效

方法为：熟悉国标规定；分析、汇集常见结构的尺寸注法；多注意具体图例的标

注特点等。若再辅以一定的设计、实践环节，则可明显提高尺寸标注的正确性。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 

工程制图属技术基础课，是工科类专业的必修课。根据 21 世纪教育教学改

革“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的原则，学生应有较好的素质结构、较

全面的知识结构。工程图为工程界的通行语言，与各类工程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处理工程图的能力是工科类学生的必备素质。作为工科学生，应重视本课程

在素质培养中的作用，本着对自己、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搞好课程学习。体现

在学习中，具体要做到：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培养学习兴趣，认真完

成每个学习环节。同时，积极落实人才培养计划，使自己成为出色的、受社会所

欢迎的工程技术人才。 

四、与前后课程的联系 

前导课程：立体几何、大学计算机基础。 

后续课程：有关学科基础课。 

五、教材选用与参考书 

1、选用教材：《机械制图》，何铭新、钱可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参考书：各种非机类《工程制图》教材、习题集及其他辅学材料。 

六、课程进度表 

周 

次 
教学主题 要点与重点 要求 

学

时 

1 
绪论，点的投影，三

视图 

三视图 概括了解本课程，熟悉点的投影规

律，掌握三视图的画法 
3 

2 

直线、平面的投影，

平面体，点线及两直

线的相对位置 

相对位置 熟悉直线、平面的投影规律，掌握平

面基本体的视图画法，正确图解、判

断点线及两直线的相对位置 

3 

3 

两直线垂直，平面上

的直线和点，线面及

两平面的相对位置，

回转体 

平面上的点线， 

回转体表面上定点 

掌握有关相对位置的作图、判断方

法，掌握回转体的视图画法、表面定

点方法。 
3 

4 
截交线 截交线的类型判断与作

图 

能正确判断截交线的类型并作出其

投影 
3 

5 
相贯线，集合体的构

型 

相贯线的分析与作图 能正确判断相贯线的特点并作出其

投影，了解集合体的构型方法 
3 

6 
集合体的视图画法，

国标规定（一） 

视图画法 掌握集合体的视图画法，了解国标的

有关规定 
3 

7 
用形体分析法读图，

国标规定（二） 

读图，补图 掌握“并”式集合体的读图、补图方

法，了解国标的有关规定 
3 

8 

用线面分析法读图；

AutoCAD 

读图，补图 掌握“差”式集合体的读图、补图方

法；初识 AutoCAD，绘制简单平面图

形 

3 

9 
AutoCAD 绘图、编辑命令，图层，

对象特性，对象捕捉 

熟悉有关命令，绘制较复杂的平面图

形 
3 

10 
集合体的尺寸注法 尺寸标注 熟悉尺寸标注规则，能正确标注集合

体的尺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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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各种视图，剖视图 全剖，半剖 熟悉各种视图、剖视图方法，扎实掌

握全、半剖画法 
3 

12 
AutoCAD 文本，尺寸，图块，图

案填充，基本造型方法 

熟悉有关命令，绘制三视图并标注尺

寸、注写文本，掌握基本造型方法 
3 

13 AutoCAD 造型、编辑、渲染 能构造、渲染中等难度的集合体 3 

14 
断面图，其他表达方

法；复习 

断面图 熟悉断面图及其他表达方法 
3 

15 
作为机动，用于节假日或实验、实习等 

16 

七、教学方法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者，教学方法是决定施教效果的主要因素。 

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是本课程的核心任务，但这种能力的形成是艰苦

的，绝非一蹴而就。为达教学目的，适度强化、逐渐推进的教学方式是必需的。

在授课过程中，需要适时启用立体几何知识、形象知识库及已学过的知识点。为

增强授课效果，有时还辅以手势等示意方式。分析、启发是良好的教学方法，将

伴随整个教学过程。 

教学手段是教学方法的重要补充，是保证施教效果的重要因素。根据本课程

特点，将采用全方位的教学手段，其中包括板图、挂图、多媒体、网络等。板图

的作用在于示范；多媒体的作用在于提高授课效率，并使形体视频化、动态化；

挂图则与多媒体配合使用，扩大即时信息量；网络用于发送教案、资料以及实现

课下互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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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解、不易学是本课程的特点，随着教学的推进，会逐渐传导至部分学生，

且历来如此。原因来自多方面，如学习内容、态度、方法等，其中态度、方法是

关键因素。 

态度决定一切。正确的学习态度应是勤字当头，善于思考，知难而上。考虑

到课程内容的前后关联性，从学习一开始就要弄清每个知识点，不留学习死角。

反之，懈怠与知识链断裂是导致学习滑坡、失败的主要诱因。就学习方法而言，

及时的预习、复习、做题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应善用立体几何知识，善于观察

生活中的物体及各种几何关系，扩充自己的形象知识库。 

巧用教育资源也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可从图书馆借阅有关的辅学材料，扩

展学习内容；可登录众多的工程制图精品课程网站，浏览感兴趣的素材；可参观

生产实习中心，培育工程意识。 

实践表明，这些措施对于化解学习难度、顺利掌握本课程知识有着重要的意

义。 

2、学生必须阅读的论著，建议学生阅读的论著。 

    为保证教学质量，在学习计算机绘图内容时，要求学生阅读 AutoCAD2004或

以上版本的相关参考书。另外，建议学生借阅其他版本的《工程制图》教材及习

题集，以供参考。 

3、学生完成本课程每周须耗费的时间。 

根据教学规律测算，掌握本课程内容，学生在课内外应花费的时间比大致为

1:1.5～1:2 。具体地，每周课内 3学时，课外约为 4.5～6学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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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要求：专心听讲，无需做笔记。教案从邮箱下载，板图可用手机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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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要求：除统一组织外，还需自行练习。 

答疑讨论：课内视情况定；课外安排在周四下午，非集中进行。 

作业安排：原则上，每次课均布置作业，且要求下次上课时按活页提交。 

单元测试：视情况定，随堂进行。 

期末考试：教、考分离，密封评卷。 

5、学生参与教学评价要求。 

    在课程结束前 1-2周内，学校将组织学生参加网上评教活动。评教是每位学

生的责任和义务，学生应积极参与，认真回答调查问卷，客观公正地评价本课程

及任课教师的教学效果。评教对促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九、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内容 观测点 权重 

到堂情况 迟到、早退、旷课 5% 

课堂讨论 态度、效果 2% 

完成作业 次数，质量，是否按时，是否抄袭 12% 

实验（实

训） 

态度、效果 
6% 

单元测试 （按正误情况定） 5% 

期末考核 （按评分标准定） 70% 

考试方式 开卷□     闭卷■   课程论文□    实操□ 

 

十、院（系）教学委员会审查意见 

 

我院（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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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 田君     日期： 2016 年   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