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点项目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机械创新设计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课程

适用专业：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中高职衔接)

建议学时：高职阶段 60学时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机械创新设计》课程是在学生学完必要的专业技术基础课的基

础上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该课程又是连接专业课与学生技能的

技术类课程。该课程主要讲机械创新设计的基本思维及基本原理技法

等。让学生充分了解专业技术的发展现状,尤其对技术应用创新的典

型案例及创新思路、方法有教为深入的理解。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的设置充分考虑专业的办学层次、办学条件、

办学环境、培养目标以及学生知识结构与市场需求的关系。体现职业

教育就业导向、能力本位的指导思想,体现以职业素质为核心的全面

素质教育培养,并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１、根据毕业生将从事的职业岗位（群）要求,按企业要求毕业

生必须了解哪些知识、掌握什么技术、具备哪些能力,按“简洁 实用、

够用，兼顾学生后续发展”的原则选择教学内容。

２、注重呈现形式生动活泼,配套多媒体资源丰富,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求知欲。

３、注重学生本课程学习成绩的评价,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

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注重学生平时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培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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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对学生的关键能力,以及基本素质、创新精神、创造能力、个性

培养和发展等各个维度的关注。结合平时作业、课堂作业、考试及学

习态度等进行综合评价。

二、课程目标

《机械创新设计》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的专业拓展课程之一。本

课程的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掌握关于《机械创新设计》的基本知

识并能进行实际应用,获得基本的机械创新设计理念、方法,包括：综

合创新原理、分离原理、移植原理、逆向原理、还原原理、物场原理

等。

２、能力目标

能通过学习《机械创新设计》能设计基本简单的机械结构。

３、素质目标

通过制造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以下素质：

（1）求实精神——通过机械创新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培养学

生踏实工作、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刻苦钻研的工作作风。

（2）创新意识——通过学习，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探索精神,

以及敢于创新的精神。

（3）工程素质——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使学生学会

用制造技术基础的理论知识逐步形成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

素养。

（4）价值效益意识——通过机械创新设计课程的教学,逐步增强

学生的价值效益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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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量意识——通过学习，使学生牢固树立产品制造的质量

意识。

三、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

号

教学内容
知识内容

学时建

议章 节

1
机械创新设

计绪论

课题 1第一节 创新设计与社

会发展

第二节 创造与发明并不神

秘

了解创新的重要

性
2

课题２ 第三节 创新人才的

培养

第四节 机械创新设计的概

念及过程

理解创新设计的

概念
2

2

模块 2 常用

创新设计的

基本思维

第一节 思维的类型及创新

思维的特征

第二节 创新思维的形成与

发展

第三节 影响创新能力的因

素分析

了解思维类型及

创新思维的特征
2

3

模块 3 常用

创新设计的

基本原理

课题１第一节 综合创新原

理

第二节 分离创新原理

1、理解综合创新

原理

2、理解分离创新

原理

2

课题 2第三节 移植创新原理

第四节 逆向创新原理

1、理解移植创新

原理

2、逆向创新原理

4

课题３第五节 还原创新原

理

第六节 物场分析原理

第七节 价值优化原理

1、还原创新原理

2、物场创新原理
2

4

模块 4 常用

创新设计的

基本技法

课题 1 第一节 到实践中去

寻找创新课题

第二节 常用创新设计的基

本技法

1、了解新课题的

寻找方法

2、常用创新方法

4

模块 4
第三节 基于组合原理的创

新设计
理解组合原理 2

5

模块 5 第五

章 机构构

型方案的创

新设计

课题１第一节 机构的组合

与创新

第二节 机构的演化与变异

理解机构的组合

创新、机构演化
2

课题 2第三节 广义机构的创

新设计

了解一般机构的

设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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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内容
知识内容

学时建

议章 节

６

模块 6 机械

运动方案的

创新设计

课题 1第一节 机械产品的方

案设计

第二节 功能综合的基本方

法

了解产品设计方

案的选择、了解功

能的基本方法

2

课题 2 第三节 功能原理方

案的创新设计

第四节 机构的选型及组合

理解功能原理的

创新方案、

机构的选型与组

合。

2

课题 3第五节 机械运动方案

创新设计的评价

第六节 机械运动方案创新

设计实例

理解掌握机械创

新方案的评价
2

7

模块７机械

结构方案的

创新设计

课题 1第一节 实现零件功能

的结构设计与创新

第二节 结构元素的变异与

创新

理解零件功能机

构设计、结构变异

与创新

2

课题 2第三节 提高性能的结

构设计与创新

第四节 便于制造和操作的

结构设计与创新

理解机构性能提

高的创新
4

课题 3第五节 机械结构的宜

人化创新设计

了解宜人化设计

创新方法
2

8

模块 8 机械

产品的反求

设计与创新

课题 1第一节 反求设计技术

概述

第二节 已知实物的反求设

计与创新

理解反求设计的

原理
4

课题２第三节 已知技术资

料的反求设计与创新

第四节 计算机辅助反求设

计

利用计算机反求

设计
4

课题 3第五节 电动机减速器

的反求设计
实例 4

9

模块９基于

TRIz 理论的

创新设计

课题 1 第一节 TRIＺ发明问

题解决理论概述

第二节 设计中的冲突及其

解决原理

第三节 利用技术进化模式

实现创新

能解决设计中遇

见的主要问题
2

课题 2 第四节 计算机辅助

创新设计简介

第五节 现代机械产品创新

设计集成化方法

掌握现代机械产

品设计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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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内容
知识内容

学时建

议章 节

第六节 TＲIｚ理论的发展

趋势

小计 60

四、课程教学实施建议

1、教材教参选用及编写建议

根据高职教学特点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本课程标准，开发编写

院本教材。教材开发的建议为:

（1）组织开发专业主干课程系列教材,以更好地实现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执行课程标准；

（2）开发教材的主编和主审,须是直接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

标准制订的骨干教师；

（3）教材结构和内容须符合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提出的要

求，讲究“实在”、“实效”，编排时要符合高职教学的特点和要求;

（4）内容应将企业的实际应用和学校的实际有机结合，由浅入

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符合学生的学习基础和认知规律的原则;

（5）教材编写应充分体现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的特点，理论知

识和实践操作有机结合，内容的选择力求明确,可操作性强;

（6）教材语言平实、图文并茂，便于学生自主学习。注重新技

术、新知识、新工艺、新方法的介绍，适度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为学有余力的学生留下进一步拓展知识能力的内容和空间。

使用教材：《机械创新设计》,徐起贺,机械工业出版社，2０12

年 1月，第１版。

2、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议

由于《机械创新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强，覆盖面广的课

程因此,在讲授基础上，根据各章节课程特点和需要,适当配以实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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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操场地进行现场讲解,并多种教学方法并用,以提高教学效果。

3、师资配备建议

本课程的主讲教师应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深厚的机械设计

功底,具备广泛的专业基础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科学的教学理

论与方法。具备娴熟的实操能力,熟知各种产品的生产知识和技能,

能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有很强的活动组织、协调和现

场应变能力;能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本课程教学团队配备达到以下要求:课程负责人 1 名，主讲教师

2名左右,实训的指导老师和教学辅助人员３名左右。另外建议聘请 2

名企业兼职教师，担任课程顾问进行指导。

五、考核评价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本课程为考试课，考核方式采用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

合。

２、过程性考核

过程性考核应结合学生出勤率、作业完成情况、课内外的表现等,

满分 100 分,占整个成绩的 40%。

3、终结性考核

终结性考核采用的是闭卷考试的方式，满分 10０分，占整个成

绩的 60%。

4、课程成绩形成方式

过程性考核占(4０%)＋终结性考核（60%)，满分为 1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