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海市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

《机械基础》

课程标准

机电技术应用教研组编制

2022 年 7 月



目 录

一、前言 ..................................................................1

（一）课程性质 ........................................................1

（二）课程设计理念 ....................................................1

（三）课程设计思路 ....................................................1

二、课程目标 ..............................................................1

（一）总目标 ..........................................................1

（二）具体目标 ........................................................1

三、 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2

（一）教学内容选取依据 ................................................2

（二）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 ..............................................2

四、实施建议 ..............................................................9

（一）教材的选用 ......................................................9

（二）教学建议 ........................................................9

（三）教学基本条件 ....................................................9

（四）考核与评价 .....................................................10

（五）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0

五、编制说明 .............................................................11



-1-

《机械基础》

课程标准

一、前言

（一）课程性质

1.《机械基础》属于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为学习专业技

术课和培养专业岗位能力服务。

2.本门课程前导课程为《机械制图》、《金属材料与热处理》等，是《钳工工艺学》

等课程学习的基础课程，是学生就业的必备技能之一。

（二）课程设计理念

本课程以提高学生的职业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为理念，以提高课堂教学为核心，以

学生的职业能力为中心，以职业活动为导向，突出能力目标。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在移

动终端上安装 App，扫描教材中带有 AR 图标的页面，可以对呈现的立体模型进行缩放、

旋转、剖切等操作，以及观察模型的运动和拆分动画，便于更直观、细致地探究机构的

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还可以浏览相关视频、图片、文本等拓展资料。教学过程以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为原则，课程思政贯穿教学始终，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加强德育教育。

（三）课程设计思路

学习机械基础的关键是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根据专业需要从生产实践中选取实例

进行教学，并注意引导学生观察、分析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应用实例，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采用图片、视频、AR 教学资源或课外参观等方式，加强学生对机械传动实际应

用的认识，提高学习的成效。

二、课程目标

（一）总目标

要学生明白《机械基础》知识是解决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学生树立起“学以致

用”的正确思想，学好《机械基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教育教学理念，以“工匠

精神，技能成才”为育人目标。

（二）具体目标

1.知识目标

（1）使学生掌握带传动、链传动、蜗轮蜗杆传动、凸轮机构的组成、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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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带传动、链传动、齿轮传动及定轴轮系的传动比计算方法；

（3）掌握普通螺旋传动分类和运动形式，能判断普通螺旋传动的运动方向；了解

差动螺旋传动种类和应用，了解差动螺旋传动活动螺母移动距离的计算及方向的判别；

（4）能读懂减速器、二维工作台的装配图及了解轴上零件的定位和固定方法；了

解齿轮和轴承的润滑、密封方法，以及各附属零件的作用、构造和安置位置；

（5）掌握曲柄滑块机构的工作原理；掌握铰链四杆机构曲柄存在的条件；

（6）掌握变速机构、换向机构、间歇运动机构的工作原理，了解其常见类型及应

用；

（7）了解轴的结构，了解齿轮在轴上的固定方法，了解滚动轴承的定位方法；

（8）能查阅相关资料、文献等。

2.技能目标

（1）熟悉二维工作台的拆装和调整的方法及过程；

（2）熟悉减速器的拆装和调整的方法及过程；

（3）掌握滚动轴承和齿轮的拆装方法，培养拆装轴上零件的能力。

3.素质目标

（1）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2）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的能力；

（3）具有安全意识和质量意识；

（4）具有社会责任心和环保意识；

（5）具有勤于思考、做事认真、严谨的良好作风。

三、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一）教学内容选取依据

为了更好地适应我校机械基础的教学要求，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选用了中国劳动

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的《机械基础（第六版）》，在结构方面,有绪论、机械传动、

常用机构、轴系零件及液压与气压传动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在机械传动和轴系零件系统

学习之后，安排了相关实训，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的理解理论学习的内容。

（二）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

《机械基础》理论+实训共 108 课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授课时间，每个章节可

适当增加 1-2 个 课时。具体内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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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教学内容 要求
思 政

元 素

建 议

课时

绪论

1.观看中国制造

业中机械设备的发展

2.机械

3.运动副

4.机构运动简图

5.机械传动的分

类

6.课程概述

6.实训环节——

生产现场的参观

了解机械、机器、机构的概念，了

解零件、部件与构件的概念，掌握常见

机器的类型和机器的组成；了解运动副

的概念，掌握低副、高副吃苦耐劳的概

念及类型；了解机构运动简图的概念，

掌握常见运动副机构运动简图；了解机

械传动的分类；了解本课程的任务和学

习要求；了解机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流

程；掌握机械加工的内容、加工特点，

了解常用机床的类型、用途及加工工

艺；体验机械加工的工作氛围，培养学

生对机械加工的感性认识。

激 发

学 生

的 民

族 自

豪 感

及 进

行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2 理

论 +4

实训

带 传

动

1.V 带传动的组

成、工作原理和类型。

2.V带传动

3.同步带传动

4.实训环节——

台钻速度的调节，引

入载人航天精神。

掌握带传动的组成和工作原理；掌

握带传动的传动比计算公式；了解带传

动的类型、特点与应用；掌握 V带的结

构、类型及主要参数，掌握 V带轮的结

构和主要参数；了解 V带的材料、标记

及带轮的材料，了解 V带传动的应用特

点；掌握 V带传动的传动比计算公式，

了解其他参数的计算方法或选用原则；

了解 V带的安装、维护及张紧方法；了

解同步带的结构及类型；了解同步带轮

的结构；掌握同步带传动的特点及应

用；掌握 V带传动的调速原理；了解台

钻速度调节的过程。

激 发

学 生

能 吃

苦、能

战斗、

能 攻

关、能

奉 献

的 精

神。

6 理

论 +6

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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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 纹

连 接

和 螺

旋 传

动

1.讲雷锋的故事

——螺丝钉精神

2.螺纹的基础知

识

3.螺纹标记

4.螺纹连接

5.螺旋传动

6. 实训环节—

—二维工作台的装配

与调试

了解螺旋线的概念以及螺纹的形

成，掌握螺纹种类；掌握螺纹的主要几

何参数；了解螺纹的结构、特点与应用；

掌握普通螺纹的标记方法；掌握梯形螺

纹和锯齿形螺纹的标记方法；了解管螺

纹的标记方法；了解常用螺纹紧固件的

结构；掌握螺纹链接的类型、特点和应

用；了解螺纹连接的预紧和放松；掌握

普通螺旋传动的分类和运动形式，能判

定普通螺旋传动的运动方向；掌握普通

螺旋传动直线移动距离的计算公式；了

解差动螺旋传动的种类和应用，了解差

动螺旋传动活动螺母移动距离的计算

及方向的判别；了解滚珠螺旋传动的原

理和特点。

激 发

学 生

干 一

行，爱

一行，

钻 一

行。

的 螺

丝 钉

精神。

6 理

论 +6

实训

链 传

动

1.链传动概述

2.套筒滚子链与

链轮

3. 拆装链条

了解链传动的组成和应用特点；掌

握链传动的传动比计算方法；掌握套筒

滚子链的结构，了解其主要参数及标

示；了解套筒滚子链轮的结构；了解链

传动的维护保养知识。

培 养

学 生

劳 动

素养，

实 际

中 分

析 问

题、解

决 问

题 的

能力。

2 理

论 +4

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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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 轮

传动

1.齿轮传动概述

2.外啮合直齿圆

柱齿轮传动正确啮合

的条件要求以及如何

保证传动的正常进行。

3.其他齿轮传动

简介

4.齿轮的结构、材

料、润滑与失效

掌握齿轮传动的常用类型；掌握齿

轮传动的传动比计算方法；了解齿轮传

动的应用特点；了解齿轮传动对齿廓曲

线的基本要求，理解渐开线的形成，掌

握渐开线齿廓的啮合特性；掌握渐开线

标准直齿圆柱齿轮各部分名称、基本参

数和几何尺寸计算；了解渐开线直齿圆

柱齿轮正确啮合的条件；掌握内啮合直

齿圆柱齿轮、齿条、斜齿圆柱齿轮和直

齿圆锥齿轮的结构；了解内啮合直齿圆

柱齿轮传动、齿轮齿条传动、斜齿圆柱

齿轮传动和直齿圆锥齿轮传动的应用

特点；了解并掌握斜齿圆柱齿轮和直齿

圆锥齿轮正确啮合的条件；了解齿轮的

结构、齿轮常用材料及热处理和齿轮传

动的润滑方式；掌握齿轮的失效形式。

培 养

学 生

团 队

协 作

精神、

集 体

主 义

精神。

8 理

论

蜗 轮

蜗 杆

传动

1.介绍当前中国

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端

受限、机械产品多种核

心部件依赖进口、核心

技术受封锁的现状。

2.蜗轮蜗杆传动

概述

3.蜗轮蜗杆传动

的主要参数、啮合条件

和旋向判别

4.蜗轮蜗杆的结

构、材料及润滑

熟悉蜗杆传动的组成；了解蜗杆的

类型，掌握涡轮、蜗杆的结构；了解蜗

轮蜗杆传动的特点；了解蜗轮蜗杆传动

的主要参数和正确的啮合条件；掌握涡

轮回转方向的判定；掌握蜗轮蜗杆的结

构；了解蜗轮蜗杆的常用材料；了解蜗

轮蜗杆传动的润滑方式。

激 发

学 生

的 爱

国 情

怀，效

力 祖

国 机

械 事

业，科

技 强

国。

4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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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系

1.播放数控加工

中心加工轴的视频

2.轮系分类及其

应用特点

3.定轴轮系传动

比及计算

4.实训环节——

减速器的拆装

掌握轮系的概念和分类；掌握轮系

的应用特点；掌握定轴轮系中各轮转向

的判断方法；掌握定轴轮系传动比的计

算方法；了解其他变速机构传动比的计

算方法；看懂单机齿轮减速器的有关技

术材料，了解其工作原理；了解箱体、

箱盖、轴和齿轮的结构；了解轴上零件

的定位和固定方法；了解齿轮和轴承的

润滑、密封方法，以及各附属零件的作

用、构造和安置位置；熟悉减速器的拆

装和调整的方法及过程。

鼓 励

匠 心

制造，

倡 导

匠 心

精神。

6 理

论 +8

实训

平 面

连 杆

机构

1.铰链四杆机构

的组成及分类

2.铰链四杆机构

的演化

3.铰链四杆机构

的基本性质

4.死点的应用

认识铰链四杆机构，了解铰链四杆

机构的组成；掌握铰链四杆机构的类

型；了解铰链四杆机构烟花的几种常见

类型；掌握曲柄滑块机构的工作原理；

了解导杆机构、固定滑块机构和曲柄摇

块机构的工作原理；掌握铰链四杆机构

曲柄存在的条件；了解铰链四杆机构的

急回特性和死点位置。

培 养

学 生

正 确

的 人

生 观

— —

事 物

的 两

面性

6 理

论

凸 轮

机构

1.向学生播放应

用凸轮机构的“自动

化生产线”制造案例。

2.凸轮机构概述

3.凸轮机构类型

4.凸轮机构工作

过程及从动件运动规

律

掌握凸轮机构的组成；了解凸轮机

构的应用及特点‘掌握条料的类型；了

解从动件端部形状；掌握凸轮机构的工

作过程；了解从动件常用的运动规律。

培 养

学 生

的 工

匠 精

神

4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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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常 用

机构

1.复习轮系相关

知识

2.变速机构。

3.换向机构

4.间歇运动机构

掌握塔轮变速机构和滑移齿轮变

速机构的工作原理；了解离合式齿轮变

速机构、挂轮变速机构和拉键变速机构

的工作原理；了解滚子平盘式无级变速

机构、锥轮-端面盘式无级变速机构、

分离锥轮式无级变速机构的工作原理；

了解各种变速机构的特点及应用；掌握

三星轮换向机构的工作原理；了解离合

器锥齿轮换向机构；了解间歇运动机构

的概念；掌握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了

解棘轮机构的常见类型及其应用；掌握

轮槽机构的组成和工作原理，了解轮槽

机构的常见类型；了解不完全齿轮机构

的工作原理。

学 生

树 立

团 队

合 作

精神。

4 理

论

轴

1.轴的用途及分

类。根据轴的特点，

引出古籍《书·洪范》：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

刚克，三曰柔克。”孔颖

达疏：“一曰正直，言能

正人之曲使直。”

2.轴的结构

了解轴的用途，熟悉轴的分类、结

构及其应用特点；了解直轴的类型、承

载情况，掌握直轴的应用特点；了解轴

的结构及设计要求；掌握轴上零件的固

定方法；掌握轴上常见的工艺结构；了

解轴的常用材料。

学 生

树 立

学 史

明 理

的 人

生观。

4 理

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A%E5%85%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F%94%E5%85%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4%E9%A2%96%E8%BE%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4%E9%A2%96%E8%B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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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销

及 其

连接

1.键连接

2.销链接

3.由零件连接引

入稻盛和夫的连接理

论

了解键连接的功用和分类；掌握平

键连接的结构、标准与应用；能正确的

选用普通平键连接；掌握半圆键、楔键、

花键和切向键的结构，了解其应用；了

解销的用途；掌握销的类型、结构，了

解其特点及应用；了解销的选用方法与

小常用的材料。

学 生

建 立

正 确

的 相

处 模

式。

4 理

论

轴承

1.滚动轴承。中

国是最早发明轴承的

国家，早在四千多年

前的夏商时期开始使

用滑动轴承。经周朝、

战国、元朝、清朝、

民国、以及新中国成

立后的发展历程，应

鉴古思今，不断开拓

创新。通过展示轴承

研发的科学规律，

2.滑动轴承

3.实训环节——

轴上零件的拆装

了解滚动轴承的一般结构；掌握常

见滚动轴承的类型及结构，了解其基本

特性；了解滚动轴承代号的组成规则，

掌握基本代号的标记规则；了解滚动轴

承类型的选用原则；了解滚动轴承的安

装与密封方法，掌握滚动轴承的润滑方

式；了解滚动轴承的公差与配合；掌握

滑动轴承的主要结构形式；掌握轴瓦的

结构；了解轴瓦的材料，了解滑动轴承

的润滑方式；了解轴的结构，了解齿轮

在轴上的固定方法，了解滚动轴承的定

位方法；掌握滚动轴承和齿轮的拆装方

法，培养拆装轴上零件的能力。

增 强

学 生

的 民

族 自

豪 感

以 及

探 索

未知、

追 求

真 理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感。

6 理

论 +6

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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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轴

器、离

合 器

和 制

动器

1.联轴器

2.离合器。

3.制动器

4.实训环节——

联轴器的拆装

了解联轴器的功用；掌握常用联轴

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了解常用联轴器

的特点及应用；了解离合器的功用；掌

握常用离合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了解

常用离合器的特点及应用；理解制动器

的功用；掌握常用制动器的结构和工作

原理；了解常用制动器的特点及引用；

了解联轴器的结构和用途，常用联轴器

的拆装方法和步骤，培养学生具备一定

的设备拆装能力。

培 养

学 生

动 手

能力，

吃 苦

耐 劳

精神。

6 理

论 +6

实训

四、实施建议

（一）教材的选用

本课程选用了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机械基础（第六版）》（2018

年 10 月第 6版，2019 年 8 月打三次印刷）为教材，与之配套使用的机械基础课教学参

考书。

1.据毕业生所从事岗位的实际需要和教学实际情况的变化，合理确定学生应具备的

能力与知识结构，根据相关专业领域的最新发展，本教材充实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

新材料等方面的内容，体现教材的先进性；采用最新国家技术标准，使教材更加科学和

规范。

2.教材中使用了增强现实(AR)技术。学生在移动终端上安装 App，扫描教材中带有

AR 图标的页面，可以对呈现的立体模型进行缩放、旋转、剖切等操作，以及观察模型

的运动和拆分动画，便于更直观、细致地探究机构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还可以浏览

相关视频、图片、文本等拓展资料。

（二）教学建议

本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学习方法，演示法、启发引导法、行为导向

教学法、讲授法等教学方法并用，结合多媒体课件、利用 AR 教学资源进行教学，教学

中注重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和社会能力的提升。

（三）教学基本条件

1.教学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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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工实训室 、多媒体教室。

2.实训设备

（1）THMDZT-1 机械装调技术实训装置 4 台，THMDZT-1A 机械装调技术实训装置 1

台，THMDZP-2A 机械装配技术实训装置 1台及台虎钳；

（2）工具：拆装扳手、吊装工具、橡胶榔头、划线工具、机油、棉纱等；

（3）量具:千分尺、杠杆百分表、检验棒等；

（4）刀具：锉刀等；

（5）其他易耗品。

3.教学团队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现有机械加工制造类教师 8人；硕士研究生 1人，本科 7人；高

级讲师 3人，讲师 2人；技师 6人，高级工 1人；“双师型”教师 7人。“双师型”教

师比例 87.3%。

（四）考核与评价

本课程采用理论考核与实操考核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成绩评定由

实操成绩 60%和理论考核 40%三部分组成。

理论考核分为期中和期末阶段性评价，采取笔试的形式,考核内容侧重于机械传动

装置拆装操作规范、工量具的使用、作业安全、7S 管理等。各占总成绩的 20%。

实操考核采用项目考核累计方式,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规定项目的规范

操作，考核内容侧重于安全、环保、7S 理念及规范操作的考核。

（五）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引入“互联网+”技术，积极利用了增强现实(AR)技术。学生在移动终端上安装 App，

扫描教材中带有 AR 图标的页面，可以对呈现的立体模型进行缩放、旋转、剖切等操作，

以及观察模型的运动和拆分动画，便于更直观、细致地探究机构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

还可以浏览相关视频、图片、文本等拓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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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制说明

适用专业：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

专业组：机电技术应用组

修定人：稼海 星王杰 王洋

审核人：杨静 姜艳萍 傅晓瑞

编制日期：2020 年 7 月

修定日期：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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