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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机械制图与CAD》课程教学与实施

盛川燕
宁夏水利电力工程学校（宁夏水电技师学院）Ǔ宁夏Ǔ银川Ǔ750000

摘Ȟ要：学校落实“课程”理念，结合《机械制图与CAD》课程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教师充分挖掘课程元素，将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课程教学作为常态化

教学活动内容，解决专业教育与德育教育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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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概况

《机械制图与CAD》课程是我校机电系的专业基础
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绘制和识读机械图样

的基本知识、方法和技能，形成较强的空间想象和思维

能力，从而能熟练识读复杂的机械工程图样[1]。

2��课程理念与目标

2.1  课程理念
2019年总书记在学校教师座谈会上，深刻阐述教育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2]。教师充分挖掘课程元

素，有效设计和实施。将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

物无声的育人效果，课程教学作为常态化教学活动内容。

2.2  课程建设目标

图是一切设计思想的表现形式。图是制造之源，制

造业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基，强国之本。结合2025制造
强国战略，强化“图是工程之母”的理念，激发学生的

责任感、使命感。课程的建设目标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实现为国育才的目标。

3��课程教学设计

3.1  挖掘元素
元素源于课程内容，《机械制图与CAD》共七章内

容从制图国家标准到零件图装配图，对于内容提炼知识

点，挖掘8个元素，教师搜索素材，构建案例库，采用线
上线下融合方式，形成课程教学体系。

具体的课程元素简要介绍如下表1所示。

表1��《机械制图与CAD》元素融合设计表

学习情境 元素 课程目标

绪论
工程制图的研究对象，2400多年前的战国中山国古
墓《兆域图》。

中华民族在制图史上留下过恢弘的篇章，我们应更
努力，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工程伦理）

图样基础
1.制图发展史；2.复兴号高铁、中国第一艘国产航
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中国航天工
程、919大飞机等介绍；3.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展现机械大国的风采及四个自信，培养兴趣。增
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及学生学习积极性。（制
度自信）

投影基础

1 .中国在几何学方面的成就；2 .古诗《题西林
壁》；3.在《墨经》中关于几何知识的阐述；4.因
果联系的普遍性，从根本看待和分析事物，抓事物
主要矛盾。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体会古人的“超前智慧”；
（文化自信）透过现象看本质，培养逻辑思维能
力和辩证思维能力。（哲学思想）

组合体投影

1.分析组合体与组成形体的关系，引入整体与个体
关系、国家与个人关系，引入事物的联系是多样
的；2.中国工匠文化的发展历程和“鲁班”等典型
案例。中国传统工艺榫卯结构、优秀的古代建筑及
器具。

家国情怀、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空
间思维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全面分析
问题的能力。（哲学思想）

机件的表达方法
1.在讲解剖视图画法知识点时，引入神九返回舱；
2.因果关系，要有大局意识，学会换位思考，要善
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1.认识物体表达方法的多样性，引入换位思考；
（哲学思想）2.增强民族自信和制造强国的自豪
感，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责
任担当）3.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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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习情境 元素 课程目标

标准件和常用件
典型案例：引入雷锋的螺丝钉故事，培养学生“螺
丝钉精神”。

1.介绍标准件及常用件，培养标准意识；
2.强调标准件常用件的规定画法，突出遵守标准的
重要性。（行业规范）

零件图
零件的设计原则：在满足使用性能的前提下，规定
尺寸精度、形位公差精度和表面精度要求，强调精
益求精的制图精神。

1.注重零件图绘制过程及效果，弘扬工匠精神，培
养匠心人才；（工匠精神）
2.介绍零件图的重要性，树立保密意识。

装配图
1.讲授装配图规定画法及特殊表达，强调按规范画
图的重要性；强调投影轴的作用，与三视图对照。
2.专注绘图细节和图面要求，突出工匠精神。

以投影轴为标杆，强调榜样的力量，培养审美能
力，引入换位思考学会感恩和理解。（美学美育）

3.2  搜索素材
具体的课程素材简要介绍如下所示。

图样的发展史——案例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机

械图样，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港珠澳大桥、胶州湾大

桥；国家制图基本规定——案例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规矩如法规、交规、校规；平面图形绘制——案例鲁班

之巧，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投影法——案例投影的起

源最早《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提及的皮影戏；

点、线、面的三面投影——案例苏轼的《题西林壁》；

截交线——案例鲁班锁、榫卯结构建筑上海世博会中国

馆、应县木塔[3]；组合体的组合形式——案例事物的多样

性；轴测图——案例轴测轴的标杆作用；机件常用表达方

法——案例认识物体的多样性；标准件和常用件——案例

雷锋的螺丝钉故事；剖视图——案例蛟龙号、减速箱、发

动机；尺寸标注样式——案例Autocad与国产软件对比，
通过核心技术卡脖子现象，激励当代青年自主创新。

4��课程教学实施

4.1  写入大纲
元素写入教学大纲，结合知识点，对应相关元素案

例，制定三维教学目标。

4.2  编进教材
教学内容重构，按每章来制定三维目标。凝练课程

知识要点，例如第一章第一节围绕技术制图国家标准，

强调规则意识，要求学生遵纪守法，养成规范作图的

工程素养。提到国标，自然提到“无规矩不成方圆”，

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技术制图》国家标准是实现工

业生产标准化的基础，介绍我国《机械制图》国家标准

颁布的历程和意义。强调技术人员在绘制图样时贯彻国

标，在课程渗透的过程中，自然地宣传我们的传统文

化，追根溯源，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标准化实行是秦

朝，统一了度量衡、货币，车同轨、书同文，让中国走

上了大一统的国家发展道路。正是这些标准，使得我国

历经多次朝代更迭，中华民族却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

有出现文化断层的民族，在教学中树立了文化自信和民

族自信。

4.3  增加课程数字化资源
教师在平台推送一些大国工匠、大国重器视频。以

视频、文本、图片等多种形式无缝融入专业课程，实现

育人有温度、有深度。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课堂教学采用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通过课前、课后、课中，将课程蕴含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工匠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价值

观以及职业道德教育精神等，巧妙地融合在每个教学内

容“任务”中，遵循“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认知发

展规律，实现学生技能与德育从“巩固—提升—创新”

的阶梯上升。

4.4  线下课程课堂教学
4.4.1  绪论
线下课程课堂教学中，要讲好课程，首先要讲好绪

论，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

半，所以绪论在课程的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在绪论中

我们要解决“为什么学、怎样学和学什么的”问题。

《机械制图与CAD》这门课程它是研究工程图样的测绘
和识读的一门学科，工程图样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注的民生问题廉租房的图纸审

核，到工程师的工作重点是图纸的设计以及现场工程人

员的施工对象还是图纸，反映“图”在生活中应用非常

普遍，由此培养学生兴趣从而激发学习的内驱力。

既然谈到图的重要性，自然会想到10天缔造的火神
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它的修建速度让世界震惊，这得

益于建筑设计师黄锡璆，黄工也是小汤山医院的设计

者，他接到火神山医院项目任务后5小时做出方案，24小
时出设计图并无偿地交给施工方。一方面体现了设计者

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另一方面让世界领略了中国速

度，体现了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国家的统一还有国民优

良的素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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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中强调图是制造之源，教师从海（蛟龙号）、

路（高铁、动车）、空（919大飞机、北斗导航），这
些大国重器，一些军用、民用的科技重器，强调“凡器

用之属，非图无以制器”，这样就把科技强国以及实现

2025制造强国的战略和制图课程联系起来。这样的宏观
背景不仅增加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激发学生专业报

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燃起学生学习热情。

4.4.2  截交线
在讲截交线时，教师引出截交线的鼻祖产品——鲁

班锁。鲁班锁是通过榫卯结构互相嵌合映射合作包容，

体现团队协作的精神坚不可摧。又如应县木塔完全用榫

卯结构没有用一颗钉子但是它历经风吹雨打、地震雷击

近千年，屹立不倒。这种榫卯结构不仅应用于古建筑和

玩具，还用在现代设备——飞机发动机的叶片，通过榫

卯结构将叶片固定在发动机轮盘上，防止发动机高速旋

转时叶片被甩飞。

我们通过弘扬传统文化，彰显了民族智慧。对于榫

卯结构密不可分，也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鲁

班锁还代表工匠精神，2014年在中德经济会议上，李克
强总理把一把铜制的鲁班锁送给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

尔对礼物爱不释手。德国是制造强国，鲁班锁作为国家

领导人的赠送礼物，预示“中国制造”要由大变强，弘

扬工匠精神，体现两国合作共赢。

4.4.3  组合体
在讲组合体时，一个组合体是由基本体组合而成

的，组合体的组合方式既可以看做叠加也可以看做挖

切，反映了事物的两个方面，教会学生遇到困难学会换

位思考，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引申到个人与集体、小家

与国家的关系，少年强则国强，民富国强，国强民富，

渗透家国情怀、专业报国。

讲组合体读图时，一个图也好，两个图也好，都不

能确定物体的唯一形状，这要求教师学生用联系的观点

看问题，对事物不同方面的看法教师可以引入苏轼的古

诗《题西林壁》来引导学生，从而渗透了辩证主义的认

识论和方法论，同时拓宽到同学之间团结合作。

4.4.4  轴测图
讲轴测图时，轴测图和三视图是从不同角度观察物

体得出的不同图形，各有所长，由此引出事物的多样性

及人类性格的多元性，强调同学之间要学会包容与合

作。也得出轴测轴的方向决定了不同的轴测图，强调标

杆、榜样的作用，以身边的例子说明榜样的力量，培养

学生团结友爱积极进取。

4.5  课程教学效果
中国工程图学历史悠久，蕴含着丰富元素。结合当

前社会发展，将行业标准、规范等内容如盐化水般与课

程内容相融合，进行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引导和培

养当代中职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激发爱国热情，培养立

志献身祖国的远大理想以及细致严谨的工匠精神和职业

道德。

4.5.1  实施成效
通过元素地自然融入，培养了学生认真严谨的工作

态度、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在各类大赛中取得了较好

成绩，

学生累计获得国家一等奖1项，三等奖2人次，省级
一等级3人，省级二等奖18人次，三等奖13人次。学生的
爱国情怀得以激发，学习动力及热情高涨；各类大赛的

参与度逐步提升。

4.5.2  教学评价
本门课程通过建设，学生抬头率提升、参与度增

强、满意度提高、获得感及成就感俱增。线上学生整体

教学评价反馈较好，线下学生评教中教师近五年得分均

在90分以上。
结束语

反思对学生的评价体系，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和完

善。深入挖掘元素，争取形成独具特色的课程体系建

设；进一步优化课程的评价体系。结合本门课程特点及

目标，确定了“弘扬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课程

主线，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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