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与任课教师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机械设计基础 课程类别：必修课 ■选修课□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48/4/3.5 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6 

授课时间：1-14周，周三，3-4节； 

周五，3-4节 

授课地点：7B408 

开课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适用专业班级：2014工业工程 1、2班 

任课（/助课）教师姓名：梁经伦 职称：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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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设计基础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一般机械设计基本知识的学科基础课。本课

程主要介绍一般机械中的常用机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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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扼要介绍与本课程有关的国家标准和规范，为学生学习专业

机械设备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在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先修课程中有关的知识

与技能，结合各实践环节进行工程技术人员所需的基本训练，为学生日后从事技术

革新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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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常用机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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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典型常用机构和机械零件的实验方法，获得实验技能的基本训练。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学习常用机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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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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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是近机类各专业的学科基础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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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先修课程有工

程制图、金工实习、工程力学等，工程制图为本课程提供了机构和零部件图形表达

的基础知识，金工实习为本课程提供了必备的工程训练。工程力学为常用机构的运



动分析、动力分析以及通用零件的承载能力计算等提供了必备的理论基础知识，后

续课程主要有专业课、毕业设计。 

 

五、教材选用与参考书 

1、选用教材： 

《机械设计基础》，杨可桢、程光蕴、李仲生、钱瑞明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第 6版。 

2、参考书： 

1)《机械设计基础•导教•导学•导考》，郭瑞峰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2)《机械原理》, 孙恒、陈作模、葛文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 7 版）。 

3)《机械设计》, 濮良贵、 纪名刚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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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平面机构

运动简图；平面

机构的自由度 

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平

面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方法；平面

机构的自由度的计算；机构具有确

定相对运动的条件 

掌握机器与机构的基本特征； 

掌握机构运动简图的测绘方法、

平面机构自由度的计算方法，正

确进行机构运动确定性判断 

4 

2 

平面机构的自由

度；平面连杆机

构的基本类型；

平面四杆机构的

基本特性 

自由度计算注意事项及习题讲解；

几种常用的平面四杆机构（如曲柄

滑块机构、导杆机构、铰链四杆机

构）的特点和应用；铰链四杆机构

具有整转副的条件、急回特性 

能正确识别复合铰链、局部自由

度、虚约束，熟练掌握平面机构

自由度的计算方法；掌握几种常

用的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 

2 

2 

平面四杆机构的

基本特性；凸轮

机构；齿轮机构 

压力角和传动角、死点位置；凸轮

机构的类型及应用；渐开线齿廓的

基本特性 

能理解和灵活应用 2 

3 齿轮机构 

渐开线标准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基

本尺寸、正确啮合条件、连续传动

条件；斜齿轮机构、锥齿轮机构的

基本参数、国标中标准值的规定；

传动特点及应用；正确啮合条件；

几何尺寸计算 

能理解相关的基本概念，掌握渐

开线齿廓的特性，并能熟练掌握

正常齿制渐开线标准直齿圆柱

齿轮传动的基本尺寸计算、正确

啮合条件和连续传动条件；掌握

斜齿轮机构、锥齿轮机构与直齿

轮机构的结构与传动特性，标准

值规定、正确啮合条件等的区

别，并能正确计算斜齿轮及锥齿

轮机构的主要几何尺寸 

4 

4 轮系 

轮系的类型及应用；定轴轮系的传

动比计算和齿轮间相对转向的判断

方法、习题讲解 

能正确识别定轴轮系和周转轮

系（行星轮系和差动轮系）；能

熟练掌握定轴轮系的传动比计

算和齿轮间相对转向的判断方

法，并能灵活运用 

4 

5 螺纹连接；键连 螺纹参数、螺纹连接的基本类型、 掌握螺纹连接的基本类型、螺纹 4 



接 螺纹连接常用防松措施；平键连接

的工作原理、选择和计算方法 

连接常用防松措施；能熟练掌握

普通平键连接的结构、主要失效

形式以及选择和计算方法 

6 齿轮传动 

齿轮机构的类型及应用；轮齿的主

要失效形式和计算准则；直齿轮传

动的受力分析、强度计算；设计圆

柱齿轮时材料和参数的选取 

熟练掌握齿轮轮齿的主要失效

形式和计算准则；熟练掌握直齿

轮传动的轮齿受力分析、基本设

计原理和方法 

4 

7 齿轮传动；轴 

斜齿轮传动和锥齿轮传动的轮齿受

力分析、强度计算；轴的类型、轴

系结构设计 

能熟练进行斜齿轮和锥齿轮传

动的轮齿受力分析；了解斜齿轮

和锥齿轮传动的设计与直齿轮

传动的区别；熟悉轴的类型，能

正确地开展轴系结构设计，能识

别错误的轴系结构，并改正之 

4 

8 
轴的强度计算；

滚动轴承 

轴的扭转强度计算、弯扭合成强度

计算、最小轴径的估算；滚动轴承

的基本类型和特点、代号 

能熟练掌握轴的强度计算方法，

并灵活运用；熟练掌握几种常用

类型的滚动轴承的代号含义；能

合理选择滚动轴承类型 

4 

9 滚动轴承 
滚动轴承的寿命计算及组合设计，

习题讲解 

能正确进行滚动轴承的寿命计

算，掌握相关的基本概念；掌握

滚动轴承的组合设计方法 

4 

10 
轴系设计习题讲

解；带传动 

轴系结构设计及强度计算习题讲

解；带传动的类型、带传动的受力

分析、带的应力分析 

熟练掌握轴系结构设计及强度

计算方法；能熟练掌握带传动的

受力分析、带的应力分析 

2 

10 带传动和链传动 

带传动的弹性滑动和传动比；链条

和链轮、链传动的运动分析和受力

分析 

理解带传动的弹性滑动概念，掌

握传动比计算方法；理解链传动

的运动不均匀性及其主要影响

因素；掌握带传动和链传动的主

要失效形式及计算准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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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余

时间

分散

进行 

实验 1：机构运动

简图的测绘和分析 

机构运动简图

的测绘、机构

自由度计算、

机构运动确定

性判断 

能正确测绘出机构运动

简图；掌握机构自由度计

算方法，并正确进行机构

运动确定性判断 

验证性 必做 2 

课余

时间

分散

进行 

实验 2：渐开线齿

廓范成实验 

渐开线齿轮齿

廓范成运动 

能掌握渐开线齿廓范成

原理和方法。 
验证性 必做 2 

课余

时间

分散

实验 3：轴系结构

设计实验 

基于组合式轴

系结构设计分

析实验箱中提

能正确确定轴系轴承配

置方式；解决轴上零件定

位与固定、轴承间隙和轴

设计性 必做 4 



进行 供 的 各 种 零

件，采用“搭

积木”方式，

开展典型轴系

结构设计 

上零件工作位置的调整、

轴承的润滑及密封等问

题。 

注：实验类型：演示/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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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做、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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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机构和零件种类

较多，内容较多，因此，其教学方式应注重贯彻少而精原则，不强调面面俱到，介

绍常用机构和有代表性的通用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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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学习的总体要求 

1、学习本课程的方法、策略及教育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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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将书“从厚读到薄”和“从薄读到厚”的境界；做好笔记，深刻理解和

掌握教学内容。可在深入理解教材内容的基础上，结合网上资源和图书馆藏图书资

料，如：学习指导资料、习题集及考研复习资料等，对知识点加深理解，提高学习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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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制图、工程力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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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须阅读与选读的课外教学材料 

1)《机械设计基础•导教•导学•导考》，郭瑞峰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2）网上资源：精品课程：《机械设计基础》，网址：http://jpkc.dgut.edu.cn/,

或其他学校的《机械设计基础》精品课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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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小时。 

4、学生的上课、实验、讨论、答疑、提交作业（论文）、单元测试、期末考试等方

面的要求 

http://jpkc.dg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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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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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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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堂情况和课

堂讨论 

要求：不得无故缺席，认真听讲，做好笔记。积

极参与教学互动。 

30% 

完成作业 

共布置 8 次作业，要求在课外时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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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实训） 

共安排 3 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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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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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