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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与任课教师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机械设计 课程类别：必修课 ■选修课□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64/4/4 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4 

授课时间： 

星期三（3，4）、星期五（3，4）/1-16 周

授课地点： 

星期三(7B-211)、 星期五(7B-211) 

开课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适用专业班级：2013 机械设计 1、2班 

任课（/助课）教师姓名：韩利芬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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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课程简介 

《机械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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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主要介绍机械设计的基本方法、设计理论、设计步骤，常用机械零件的设计、

选择与装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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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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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在下列能力培养方面得到锻

炼与提高。 

1）树立正确的设计思想和创新意识，了解国家当前的有关技术经济政策； 

2）掌握通用零部件的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掌握机械设计的一般规律，具

有设计机械传动装置和简单机械的能力； 

3）掌握典型机械零件的结构设计和承载能力计算； 

4）培养运用标准、规范、手册、图册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5）掌握典型机械零件的实验方法，获得实验技能的基本训练； 

6）了解机械设计的最新发展，并初步具有机械设计编程和运用计算机进行

工程设计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学习通用零件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基本的设计

理论和计算方法等内容的过程中，使学生的思维和分析方法尽可能联系实际工程

问题得到一定的训练，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和处理实践工程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作为一个工程

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积极向上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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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培养创新意思与创新设计能力，具备机械工程师的基本素质。 

四、与前后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具有从理论性课程过渡到实践（设计）性课程、从基础课程过渡到专

业课程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以工程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互换性与

技术测量、工程材料及成型技术、机械制造工程原理、机械原理和高级语言程序

设计等课程为基础，同时为学生顺利进入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课程学习及毕业设

计打下良好的专业理论基础。 

五、教材选用与参考书 

1．选用教材：濮良贵等主编. 《机械设计》. （第 9 版）， 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3 年. 

2．推荐参考书： 

 [1] 邱宣怀等主编. 《机械设计》. （第 4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年. 

[2] 谭庆昌主编. 《机械设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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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的基本组

成要素 

机械设计的概念、准则、任务，机

械设计的内容和方法，机器的组成

和分类等。 

了解课程的研究对象、内容、课

程的性质、任务、特点和学习方

法。 

2 

1~2 机械零件设计 
机械设计应满足的基本要求和一般

步骤，机械零件的主要失效形式和

设计准则，常用材料及选用原则。

理解设计机器和机械零件时应

满足的基本要求和一般程序；掌

握机械零件的主要失效形式、设

计准则。 

4

2~3 
机械零件的强

度 

材料的疲劳特性(疲劳曲线及等寿

命疲劳曲线的理解与应用)、机械零

件的疲劳强度计算(影响零件疲劳

强度的因素分析、三种典型应力变

化规律分析) 、机械零件的接触强

度。 

了解载荷和应力的类型；掌握解

决有限寿命疲劳问题和无限寿

命疲劳问题的方法；了解疲劳损

伤累积假设的意义及其应用；掌

握单向稳定变应力的强度计算

方法。 

4

3~4 
螺纹联接和螺

旋传动 

螺纹类型及特点、螺纹联接的类型、

预紧与防松。 
以单个螺栓联接为对象，讨论不同

类型螺纹联接的强度计算；螺纹联

接件的性能等级选择。 
螺栓组联接的结构设计；受弯曲、

扭转等组合载荷时螺栓组联接的受

力分析与设计。 

了解螺纹联接的类型、预紧以及

防松等基本知识；掌握螺纹联接

强度计算、结构设计以及受力分

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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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螺纹联接强度的措施；螺旋传

动的类型及应用、滑动螺旋传动的

设计计算。 

5 轴毂联接 
键联接的类型、结构、特点和应用；

花键联接的类型、销联接的类型。

键联接的选择及强度校核。 

了解键、花键、销联接的主要类

型、工作原理和特点；掌握平键

联接的设计方法。 
 

2

5~6 带传动 

带传动的主要类型、带传动的工作

原理、特点和应用范围、带传动工

作情况分析(受力分析、应力分析、

弹性滑动与打滑的区别与联系)。 
普通 V 带传动的设计方法与设计步

骤、V 带轮的结构形式、带传动的

张紧装置。 

掌握 V 带受力分析、欧拉公式；

理解弹性滑动、失效形式和设计

准则等概念；掌握 V 带传动的

设计计算。 

4

6~7 链传动 

链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滚子

链的结构、特点；链传动的结构和

材料；链传动的运动特性分析、链

传动的受力分析。 
滚子链传动的失效形式和传动的设

计计算、链传动的张紧。 

了解链传动的类型、结构、工作

原理、特点等基础知识；掌握链

传动的运动特性和套筒滚子链

传动的设计方法。 

4

7~9 齿轮传动 

齿轮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齿

轮传动的失效形式和计算准则、齿

轮材料及其热处理选择、齿轮传动

的计算载荷。 
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直

齿圆柱齿轮传动的齿根弯曲疲劳强

度计算及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计算、

圆柱齿轮传动的许用应力。 
圆柱齿轮传动的设计参数和精度等

级选择。 
斜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斜

齿圆柱齿轮强度计算要点。 
直齿圆锥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直

齿圆锥齿轮强度计算要点、齿轮结

构与齿轮传动的效率和润滑。 

掌握齿轮传动的失效形式、设计

准则以及材料选择等基础知识；

掌握齿轮传动的受力分析方法；

掌握圆柱齿轮传动的的设计方

法。 

8

9 蜗杆传动 

蜗杆传动类型、普通圆柱蜗杆传动

的主要参数及几何尺寸计算；蜗杆

传动的失效形式和计算准则、蜗杆

传动的受力分析、普通圆柱蜗杆传

动的强度计算、蜗杆传动的润滑、

效率及热平衡计算。 

了解蜗杆传动的主要类型、特点

以及常用材料等基础知识；掌握

蜗杆传动的受力分析和设计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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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摩擦、磨损及

润滑概述 
摩擦、磨损定义、磨损类型、润滑

剂及润滑方法、流体润滑原理。 

了解摩擦学、干摩擦、边界摩擦、

混合摩擦、液体摩擦的概念；掌

握流体动力润滑的基本概念及

形成条件。 

2

10~11 滑动轴承 
径向滑动轴承的主要结构形式、失

效形式、轴承材料及轴瓦结构；不

了解滑动轴承的用途、分类和轴

瓦结构、材料及选择；掌握非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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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液体润滑滑动轴承设计计算方

法。 
流体动力润滑的基本方程、径向滑

动轴承的主要尺寸关系及工作能力

计算。 

体润滑轴承的失效形式和计算

和液体动压润滑径向滑动轴承

的计算要点。 

11~12 滚动轴承 

滚动轴承的基本类型、结构特点及

代号、轴承套圈及滚动体上载荷分

布及应力的变化、滚动轴承的失效

形式和计算准则。 
基本额定寿命、基本额定动载荷及

当量动载荷、滚动轴承尺寸的选择；

滚动轴承的静载荷计算；轴承组合

设计：安装、配置、紧固等、润滑

和密封。 

熟练掌握滚动轴承代号的组成；

能正确选用轴承的类型；熟练掌

握滚动轴承的寿命计算方法；能

正确进行滚动轴承的组合结构

设计。 

6

13 轴 

轴的分类和应用、轴的材料及其选

择、轴的结构设计及其考虑的因素；

轴的强度计算：扭转强度计算（初

算轴径）和弯扭复合强度计算、安

全系数校核计算、轴的弯曲刚度和

扭转刚度计算。 

了解轴的分类、受力及结构特

点；掌握轴的强度计算；掌握轴

的结构设计。  
4

联轴器和离合

器 
联轴器和离合器的类型、特点和应

用、联轴器的选择及其校核。 

掌握常用联轴器、离合器的主要

类型、结构、工作原理、特点及

选择。 
 14 

弹簧 
弹簧的结构、制造、材料及许用

应力；圆柱螺旋拉、压弹簧的设计

计算方法。 
 

4

机座和箱体 机座和箱体的类型；机座和箱体

设计概要。  
15 

减速器和变速

器 
减速器的主要类型、特点及应用。

变速器的变速原理、特点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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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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带传动实验 

1.了解带传动

实验台的组成

和工作原理，观

察带传动中的

弹性滑动和打

滑现象。 
2.了解初拉力

的改变对传动

的影响。 

掌握带传动的工作原理，

从现象和本质上认识带

传动中的弹性滑动和打

滑的区别与联系。 

验证性 必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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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带传动

扭矩、转速和转

速差的测量方

法，测绘出滑动

曲线和效率曲

线。 

 
轴系结构设计

实验 

1．利用组合式

轴系结构设计

分析实验箱，完

成不同功能的

轴系结构设计。 

2．绘制轴系结

构装配图。 

掌握轴系结构设计中有

关轴系的结构设计、滚动

轴承组合设计的基本方

法、考虑的因素、特别理

解轴上零件的装配工艺。

培养学生机械创新设计

的意思和能力。 

设计性 必做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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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与基础课联系较多，且各零件设计可

各自独立，内容较多，因此，其教学方式应注重贯彻少而精原则，不强调面面具

到，介绍有代表性的零件，知识点要浅些，宽广度应适宜，避免繁琐的理论推导

和满堂灌方法。 

教学上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配以模型、三维动画演示、精品课程网络教学

等教学手段，将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提高课堂信息量，增加教学的直

观性，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一个立体化的教学与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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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习基础：学生在进入本课程学习之前，应完成和需要复习的课程： 机

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材料、机械制造基础，机械原理，公差与技

术测量等。 

2）本课程的内容繁杂，要多练多想，善于进行归纳总结，使所学知识条理

化和系统化。 

3）本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必须通过一定量的练习，才

能达到基本要求。希望认真完成相关的复习思考题及习题、机械设计基础精品课

程网站(本校及其他学校)中《自测题》等栏目，了解自己掌握的程度和不足，以

便进一步学习或复习。特别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实践，理解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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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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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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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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特点之一是作业练习题大

部分没有唯一结果，只有最佳方案）。勤于动脑动笔，认真演算习题，培养自己

的分析和计算能力；必须参加实验课，亲自动手独立完成规定的实验内容，并提

交合格的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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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 

1. 评价标准：习题参考解答。 

2. 要求：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求解，独立、按时

完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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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评价标准：实验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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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要求：独立完成规定的实验内容，并提交按时合格

的实验报告。 

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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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独立、按时

完成考试。 

70% 

期末考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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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