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点项目

《机械设计》中高职衔接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中职阶段《机械基础》

高职阶段《机械设计基础》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适用专业：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高职衔接)

建议学时：中职阶段《机械基础》68学时+高职阶段《机械设计基础》

90学时

一、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的一门专业核心课

程，具有实践性较强，与生产实际联系紧密的特点。使学生掌握必备

的机械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懂得机械工作原理，了解机械工程材料

性能，准确表达机械技术要求，正确操作和维护机械零部件；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备继续

学习专业技术的能力；对学生进行职业意识培养和职业道德教育，使

其形成严谨、敬业的工作作风，为今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职业生涯

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课程目标

（一）中职阶段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1）具备对构件进行受力分析的基本知识，掌握直杆的基本变

形知识；

（2）了解铁碳合金相图及其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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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铸铁、碳素结构钢和碳素工具钢牌号、性能特点及选

用原则。

（4）掌握普通热处理（正火、退火、淬火、回火）的工艺方法

和应用。

（5）了解常用机构及通用零部件工作原理、类型、特点及应用

等基本知识。

（6）了解常用机构及通用零部件的维护知识。

2、能力目标

（1）能正确选择和使用铸铁、碳素结构钢和碳素工具钢。

（2）能对简单零件制定普通热处理工艺方案。

（3）会判断直杆的基本变形。

（4）会对构件进行静力学分析。

（5）会正确维护通用零部件。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2）培养学生严谨敬业的作风；

（4）培养学生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5）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高职阶段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金属的晶体结构与塑性变形、铁碳合金相图的分析方

法。

（2）掌握钢在加热和冷却时的组织转变。

（3）掌握表面热处理（表面淬火、化学热处理）及其它特殊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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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工艺方法和应用。

（4）掌握合金结构钢、合金工具钢和特殊性能钢种类牌号、性

能特点及选用原则。

（5）掌握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种类牌号、性能特点及选用原则。

（6）了解铸造、锻造、焊接工艺的基本原理、工艺特点及应用

范围。

（7）掌握常用机构的基本理论和设计方法。

（8）掌握通用零部件的失效形式、设计准则与设计方法。

（9）掌握强度、刚度、稳定性条件及计算方法。

（10）掌握疲劳强度条件及校核方法。

2、能力目标

（1）能对较复杂的零件制定普通热处理工艺和表面热处理工艺

方案。

（2）能正确选择和使用合金结构钢、合金工具钢和特殊性能钢。

（3）能正确选择和使用铝合金、铜合金及轴承合金材料。

（4）能对常见简单零件制定机械制造工艺方案，确定铸造、锻

造、焊接工序位置。

（5）能对常用机构进行理论设计；

（6）能正确选用和维护通用零部件。

（7）会对机械零件的强度、刚度、稳定性或疲劳强度进行计算。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2）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勇于创新、敬业乐业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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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养学生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5）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6）具备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创新意识。

三、课程内容与要求（见表 1）

表 1

培养

阶段

序

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与建议

课时

中职

培养

阶段

1 绪论

一般机械的

组成及基本

要求

了解机械的组成；

了解机械零件的材料、结构、

承载能力，摩擦、磨损和润滑

基本要求。

2

2
杆 件 的 静

力分析

力的概念与

基本性质
理解力的概念与基本性质

2

力矩、力偶、

力的平移

了解力矩、力偶、力向一点平

移结果

2

约束、约束

力、力系和受

力图的应用

了解约束、约束力和力系；

能作杆件的受力图。

2

3
直 杆 基 本

变形

直杆轴向拉

伸与压缩

理解直杆轴向拉伸与压缩的概

念

2

直杆轴向拉

伸与压缩时

的应力分析

了解内力、应力、变形、应变

概念；

2

材料力学性

能

了解材料的力学性能及其应

用；

2

连接件剪切

与挤压

理解连接件的剪切与挤压的概

念；

会判断连接件的受剪面与受挤

面

2

圆轴扭转 理解圆轴扭转的概念； 2

直梁弯曲 理解直梁弯曲的概念； 2

4 工程材料

铸铁材料
掌握铸铁材料的分类、牌号、

性能和应用

2

碳素钢

掌握碳素结构钢和碳素工具钢

材料的分类、牌号、性能和应

用

2

普通热处理

工艺

掌握普通热处理（正火、退火、

淬火、回火）的工艺方法和应

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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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阶段

序

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与建议

课时

5 连接

键连接
了解连接的类型与应用；

了解键连接的功用与分类

2

平键连接 理解平键连接的结构与标准； 1

销连接
了解销连接的类型、特点和应

用

1

花键连接
了解花键连接的类型、特点和

应用

2

螺纹连接

了解常用螺纹的类型、特点和

应用；

熟悉螺纹连接的主要类型、应

用、结构和防松方法；

熟悉螺纹连接拆装要领

2

联轴器
了解联轴器的功用、类型、特

点和应用

2

6 机构

平面四杆机

构

认识平面机构；

了解平面运动副及其分类；

熟悉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类

型、特点和应用；

能判定铰链四杆机构的类型；

了解含有一个移动副的四杆机

构的特点和应用；

2

凸轮机构

了解凸轮机构的组成、特点、

分类和应用；

了解凸轮机构从动件的常用

运动规律、压力角；

了解平面凸轮轮廓的绘制方

法；

2

7 机械传动

带传动

了解带传动的工作原理、特点、

类型和应用；

会计算带传动的平均传动比；

了解 V带的结构和标准；

了解 V带轮的材料和结构；

了解 V带传动参数的选用；

了解影响带传动工作能力的因

素；

2

链传动

了解链传动的工作原理、类型、

特点和应用；

会计算链传动的平均传动比；

了解链传动的安装与维护

2

齿轮传动
了解齿轮传动的特点、分类和

应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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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阶段

序

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与建议

课时

会计算齿轮传动的平均传动

比；

了解渐开线齿轮各部分的名

称、主要参数；

了解齿轮的结构，能计算标准

直齿圆柱齿轮的基本尺寸；

了解齿轮的失效形式与常用材

料；

熟悉齿轮传动的维护方法；

蜗杆传动

了解蜗杆传动的特点、类型和

应用；了解圆柱蜗杆传动的主

要参数和几何尺寸；

会计算蜗杆传动的传动比；

会判定蜗杆传动中蜗轮的转

向；

了解蜗杆传动的失效形式；

熟悉蜗杆传动的维护措施

2

齿轮系与减

速器

了解轮系的分类和应用；

会计算定轴轮系的传动比；

了解减速器的类型、结构、标

准和应用；

2

8 [阶段性实习

训练]

减速器拆装

与分析

会正确拆装减速器 2

9
支承零部

件

轴
了解轴的分类、材料、结构和

应用；

2

滑动轴承
了解滑动轴承的特点、主要结

构和应用；

2

滚动轴承
熟悉滚动轴承的类型、特点、

代号及应用；

2

1

0

[阶段性实习

训练]认识轴

系的结构

理解轴系的结构；

会正确安装、拆卸轴承

2

1

1

机 械 的 节

能 环 保 与

安全防护

机械润滑

了解润滑剂的种类、性能及选

用；

了解机械常用润滑剂和润滑方

法；

2

机械密封
了解常用密封装置的分类、特

点和应用

2

机 械 环 保 了解机械传动装置中危险零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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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阶段

序

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与建议

课时

与安全防护 件；

了解机械伤害的成因及防护措

施

中职合计 68

高 职

培 养

阶段

1
静力学基

础

平面力系的

平衡方程及

应用

1.会分析平面力系；

2.会建立平衡方程并计算未

知力。

4

2
直 杆 的 基

本变形

直杆轴向拉

伸与压缩时

应力分析

应用截面法，会分析直杆轴向

拉伸与压缩时的内力

4

材料的力学

性能

在万能试验机上观察：在静载

荷作用下，低碳钢拉伸、铸铁

拉伸和压缩时的现象，记录试

验过程和结果，解释力学性能

2

直杆轴向拉

伸和压缩时

强度计算

掌握直杆轴向拉伸和压缩时的

强度计算

2

连接件的剪

切与挤压

1.掌握剪切应力、挤压应力的

计算方法及强度条件;

2.能够应用剪切和挤压的强度

条件进行有关计算。

2

圆轴扭转

1.掌握圆轴扭转时横截面上

切应力的分布规律及计算方

法；

2.掌握圆轴扭转时强度计算方

法。

4

直梁弯曲

1.掌握纯弯曲时横截面上正应

力的分布规律及计算方法；

2.掌握直梁弯曲时强度计算方

法。

4

3 组合变形

拉压与弯曲

组合变形

掌握拉压与弯曲组合变形强度

计算

2

弯曲和扭转

组合变形

掌握弯曲与扭转组合变形强度

计算

2

4 疲劳强度
交变应力与

疲劳强度

1.掌握交变应力与疲劳强度的

概念

2.掌握交变应力与疲劳强度的

计算

2

5 压杆稳定 压杆稳定
1.了解压杆稳定的概念

2.掌握压杆稳定的计算
2

6 工程材料 热处理原理 （1）掌握金属的晶体结构与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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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阶段

序

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与建议

课时

性变形、铁碳合金相图的分析

方法。

（2）掌握钢在加热和冷却时的

组织转变。

热处理工艺

掌握表面热处理（表面淬火、

化学热处理）及其它特殊热处

理的工艺方法和应用。

4

合金钢

掌握合金结构钢、合金工具钢

和特殊性能钢种类牌号、性能

特点及选用原则。

4

有色金属
掌握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种类

牌号、性能特点及选用原则。
2

铸、锻、焊工

艺

了解铸造、锻造、焊接工艺的

基本原理、工艺特点及应用范

围。

6

7 连接

键连接
掌握平键联接选择及强度计算

方法；

2

螺纹连接

1.掌握螺纹连接的主要参数；

2.掌握螺纹连接预紧与防松；

3.掌握单个螺栓联接的强度计

算；

4.会螺栓组连接结构设计和受

力分析。

2

联轴器

1.掌握联轴器的选用方法；

2.掌握联轴器的强度校核方

法。

2

离合器

1.掌握离合器的选用方法；

2.掌握离合器的强度校核方

法。

2

8 机构

平面四杆机

构

1.掌握平面运动副的结构及符

号；

2.掌握平面四杆机构急回运动

特性、压力角和死点位置及传

力性能分析；

3.掌握平面机构运动简图测绘

和设计及自由度的计算。

4

凸轮机构

1.能用图解法设计凸轮轮廓曲

线；

2.掌握凸轮的常用材料和结

构。

2

间歇运动机 1.掌握棘轮机构组成、特点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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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阶段

序

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与建议

课时

构 应用；

2.掌握槽轮机构组成、特点和

应用。

9 机械传动

带传动

1.掌握 v 带传动初拉力、工作

拉力等基本概念；

2.理解弹性滑动、打滑等现象；

3.掌握普通 v 带传动的设计方

法；

4.了解 v 带传动的安装与维护

知识。

4

齿轮传动

1.掌握齿廓啮合基本定律及渐

开线齿廓的基本性质；

2.掌握渐开线直齿圆柱齿轮传

动的啮合条件；

3.了解渐开线齿轮切齿原理、

根切及最少齿数；

4.了解变位齿轮的概念；

5.掌握齿轮的失效形式与常用

材料；

6.了解齿轮传动精度的概念；

7.熟悉齿轮传动的维护方法；

8.掌握齿面接触疲劳强度和齿

根弯曲疲劳强度的概念；

9.掌握标准直齿圆柱齿轮传动

强度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8

蜗杆传动

1.了解蜗轮蜗杆结构和常用材

料；

2.熟悉蜗杆传动的维护措施

2

齿轮系与减

速器

1.了解行星轮系传动比的计

算；

2.了解新型轮系的应用。

2

10
支 承 零 部

件

轴 掌握轴的强度计算 2

滑动轴承
了解滑动轴承失效形式、常用

材料

2

滚动轴承

1.掌握滚动轴承的选择原则

2.掌握滚动轴承的寿命计算方

法；

3.掌握滚动轴承组合设计方

法。

4

高职合计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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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实施

1. 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建议

（1）本课程有些环节实践性较强，故建议采用理论授课和理实

一体化教学相结合的方式；

（2） 以学生为本，注重“教”与“学”的互动，突出启发式、

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兴趣，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充分发掘学生的创

造潜能，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洞察能力、动手能力、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等综合职业能力。

2. 教学评价

（1）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突出过程评

价，结合课堂提问、课后作业等手段，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考核，

注重平时采分。

（2）强调目标评价，评价标准与培养目标保持一致。

具体情况见表 2、3、4、5。

表 2

培养

阶段
序号 评价模式 考核项目 考核标准 权重

中职

阶段

1 形成性评价 情感态度及职业素养 见表 3 40%

2 终结性评价 理论 见表 4 60%

总 计 100%

培养

阶段
序号 评价模式 考核项目 考核标准 权重

高 职

阶段

1 形成性评价 情感态度及职业素养 见表 3 40%

2 终结性评价 理论 见表 4 60%

总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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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情感态度及职业素养评价内容

序号 考核内容
成绩认定

考核人员 权重
A B C D E

1 平时作业 教师 70%

2
课堂考勤

和态度
教师 30%

表 4 终结性评价考核评价内容

培养

阶段
序号 理论考核内容 比重

中职

阶段

1 铸铁材料的选择与使用 10%

2 碳素钢的选择与使用 20%

3 普通热处理工艺的选择与使用 20%

4 静力学分析 10%

5 构件基本变形分析 10%

6 常用机构的组成结构、原理及应用特点 20%

7 通用零部件的应用 10%

小计 100%

高职

阶段

1 直杆的强度、刚度、稳定性计算 20%

2 零件的疲劳强度计算 5%

3 常用机构的性能分析及设计计算 15%

4 通用零部件的选用计算 10%

5 热处理原理认知 5%

6 热处理工艺的选择与使用 15%

7 合金钢的选择与使用 15%

8 有色金属的选择与使用 5%

9 铸、锻、焊工艺的选择与使用 10%

小计 100%

3．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开发教学资源库，完善 PPT 课件、电子教案、引导文、习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点项目

题库、试题库、视频、录像等模拟试卷等课程资源，为学生提供搭多

维、动态、活跃、自主的学习平台；

（2）教材

中职推荐：《机械基础》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孙大俊 2014

年第 4 版；

高职推荐：《机械设计基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陈慧玲 2016

年第 1 版。

4．其他说明

（1）本课程教学标准适用于高等职业教育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

业（3+2 中高职衔接）；

（2）在教学过程中，始终注重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培养并重的

理念，注重安全意识等素养的培养，注重职业情景的创设，注重现场

6S管理，提高学生岗位适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