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工程制图实践 I

课程编码：7033801

课程学分：2 学分

课程学时：2 周

适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工程制图实践Ⅰ》

(Engineering Drawing PracticeⅠ)

教学大纲
1.课程性质与任务

工程制图实践 I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工程制图

实践 I在结合“工程制图Ⅰ（1）”和“工程制图 I（2）”课程所学内容基础上，进行

零部件测绘并绘制零件草图、零件工作图和装配图，学习测量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加

强零件草图绘制和尺规绘图训练，强化三维实体建模和二维机械图样绘制上机实践。

本课程课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和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后续专业基础课

程、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造型能力和绘图能力，同时培养学生

的团队分工协作能力，加强标准化意识，为从事机械设计与制造工作、培养合格的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高素质人才奠定良好基础。

2.课程教学目标与达成途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应用机械制图知识进行机械部件测绘及徒手绘图的能

力；培养应用计算机绘图及实体造型方法进行三维建模及绘制工程图的能力；综合应用

机械工程制图知识及数字化建模技术，形成初步的产品设计表达能力。本课程教学目标

如表 1 所示。

表 1 课程教学目标与其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序号 课程教学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1
课程教学目标 1:具备利用 CAD 软件进行产品三维实体建

模及正确、规范绘制工程图的能力。

指标点5-3 能够合理开发和选择工程软件以及

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等现代工具，正确模拟与

预测复杂机械工程问题，并分析其局限性。

2

课程教学目标 2: 掌握零部件测绘方法，能正确分析零件

功能和精度要求，进一步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化产品设计标准化意识。

指标点8-3 理解机械工程师的职业性质和社会

责任，能够在机械工程实践活动中履行责任。

指标点 10-1 具备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能够运

用专业术语与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工程问题的

有效沟通和交流。



表 2 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途径

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指

标点

支撑强

度

课程教学目

标
达成途径

指标点 5-3 能够合理

开发和选择工程软件

以及计算机程序设计

语言等现代工具，正

确模拟与预测复杂机

械工程问题，并分析

其局限性。

H
课程教学目

标 1

讲授、辅导：重点突出、思路清晰地讲解使用工具软件绘图的主

要思路和方法。

小组讨论：小组成员之间互相讨论、交流，协商相邻零件之间配

合关系，协调好相关尺寸等内容。

上机建模：使用三维 CAD 软件完成零件建模、装配建模、绘制零

件图、装配图。

指标点 8-3 理解机械

工程师的职业性质和

社会责任，能够在机

械工程实践活动中履

行责任。

M
课程教学目

标 2，3

讲授、辅导：强调国家标准在工程图中的具体表现及其重要意义。

小组讨论：小组成员之间互相讨论、交流，共同确定零件的材料、

公差、表面粗超度等内容。

测绘模型：掌握零部件的测绘方法，掌握徒手绘制零件图，正确

分析零件功能和精度要求。

指标点 9-3 能够组建

多学科合作团队，具

备领导能力和责任担

当，能 带领团队完成

任务。

M
课 程教 学 目

标 4

讲授、辅导：明确团队组建方法和原则，指导团队工作方法。

小组讨论：在组长的组织和协调下，小组成员之间互相讨论、交

流，协商，明确成员自己的任务及需要其他成员配合的工作、协

商相邻零件之间配合关系，协调好相关尺寸等内容。

上机建模：使用三维 CAD 软件完成零件建模、装配建模、绘制零

件图、装配图。

指标点10-1具备良好

的表达沟通能力，能

够运用专业术语与同

行及社会公众进行工

程问题的有效沟通和

交流。

M
课程教学目

标 2，3

讲授、辅导：师生互动，随时指出学生在团队合作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小组讨论：小组成员之间互相讨论、交流，协商相邻零件之间配

合关系，协调好相关尺寸等内容。

测绘零部件及上机建模：测绘零部件，徒手绘制零件图，使用三

维 CAD 软件完成零件建模、装配建模、绘制零件图、装配图。

答辩与总结报告：以小组为单位参加答辩，首先组长对全组制图

实践工作做总结，时间为 15~20 分钟；每位同学对照自己画的图

讲解 5~7 分钟，并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小组提交一份总结报告。

3.教学基本内容及基本要求

3

课程教学目标 3: 应用机械制图的基础知识、方法和制图

规范，具备熟练的识图、测绘能力，能徒手正确、规范地

绘制工程图。

指标点8-3 理解机械工程师的职业性质和社会

责任，能够在机械工程实践活动中履行责任。

指标点 10-1 具备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能够运

用专业术语与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工程问题的

有效沟通和交流。

4

课程教学目标 4：培养学生的团队分工协作能力。通过测

绘小组的组建，选拔小组组长，由组长根据组员个人兴趣、

意愿及能力分配工作任务，在实践过程中小组成员之间能

够密切合作、沟通，共同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指标点 9-3 能够组建多学科合作团队，具备领

导能力和责任担当，能 带领团队完成任务。



表 3 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 学

方式

对 应 的

教 学 目

的

1

机械部件测绘

（1）部件构成分析，画装配示

意图

（2）零件结构分析，画零件草

图

（3）标准件参数测量

1.进一步学习零件图、装配图的

视图表达方法及拼画装配图的方

法和步骤

2.提高徒手画零件草图的方法与

技巧

3.掌握零部件测绘的基本方法和

步骤

4.掌握标准件和常用件的测绘方

法

1 周
讲授

辅导

1、2、3、

4

2

计算机三维建模及辅助制图

（1）零件三维建模

（2）部件装配

（3）绘制零件图

（4）绘制部件装配图

1.进一步加强实体建模的训练，

掌握用 CAD 软件绘制零件工作图

和装配图的方法和步骤

2.掌握应用 CAD 进行部件装配的

方法

3.强化 CAD 绘制零件图和部件装

配图的方法

1 周
讲授

辅导

1、2、3、

4

4. 教学方式

本实践环节在开始前集中讲解基本内容、基本要求、时间分配等内容，实践过程中

教师随时教授、辅导，解答学生疑问，具体安排见表 4。

表 4 教学方式及进度安排

时间

分配
内 容 学生具体任务

第一天

教师布置任

务，学生拆卸

减速器并画出

装配示意图

仔细阅读本测绘指导书，了解减速器的工作原理和装配关系，并重新熟悉教材中

的相关章节。用专用工具按正确的拆卸顺序拆卸各零件，同时为拆卸下来的每一个零

件编号（按拆卸的先后顺序编号，可用胶带纸将编号贴在零件上），并作适当记录，

分清标准件和非标准件，画出部件装配示意图。

第 2~3 天 测绘零件草图

草图采用目测、徒手绘制，零件的表达方案应正确，零件测绘的要求和零件草图

的绘制请重新阅读教材的有关章节。每位同学需要测绘并绘制一套完整的零件草图，

标准件需测量尺寸后查阅标准，写出规定标记。将零件草图的图形绘制完成后，再测

量并标注尺寸，相关零件的关联尺寸要同时注出，避免矛盾。

第 4 天
课堂讨论、检

查常见错误
交回测绘模型、工具；自查、改错等。



第 5 天 零件建模
利用 Solidworks 软件，根据零件草图、标准件标记进行零件建模，并保存为零

件文件，供本组装配建模使用。

第 6 天 装配体建模 使用本组完成的零件进行装配体建模。

第 7~8 天 绘制装配图 使用自己创建的装配体，完成装配图绘制。

第 9 天 绘制零件图 根据自己所测绘的零件草图，使用 Solidworks 完成零件图绘制。

第 10天 答辩 打印本人绘制的零件图、装配图，完成总结报告，参加答辩

5．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教 材：零部件测绘实训教程（第二版）.钱可强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参考书：《机械制图（第 6版）》. 何铭新、钱可强等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学生成绩评定方法

本课程成绩为百分制，并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小组成绩，小组成绩满分为 100

分，占总成绩的 30%。第二部分是个人成绩，考核个人零件图、装配图和答辩情况三个方面，

总分 100 分，占总成绩的 70%。



表 5 课程教学目标评价矩阵

成绩组成 考核/评价环节 分值 考核/评价细则
对应的教

学目标

小 组 成 绩

30%

考核小组学生对零部

件建模、零件图、装

配图绘制的掌握和应

用的总体情况，以及

团队合作，信息共享、

合作共事的能力方

面。

30

小组成绩满分为 100 分，根据得分情况，按 30%

计入课程总成绩。

评价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小组整体图纸的质量（包括正确度，配合度，任

务分配合理度），满分 40 分；

（2）小组总结报告的质量：满分 30分；

（3）小组整体答辩的情况：满分 30分；

1、2、3、4

个 人 成 绩

70%

考核个人零件图、装

配图和个人答辩情况

三个方面。

70

个人成绩满分 100 分，根据得分情况，按 70%计

入课程总成绩。

评价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零件图：35 分；

（2）装配图：50 分；

（3）个人答辩：15 分。

1、2、3

表 6 个人成绩评价标准

考核/评价环节 分值 评分标准及说明

零件图 35

由于每个人画的零件图数量、内容差异很大，很难给出十分具体的评

分细则。根据学生零件图的张数和难易程度，合理分配每一张图的所占分

数。每张零件图均主要考虑以下内容:

1) 视图个数合理；出现多余视图 此项不得分；

2) 做合理剖视，内部结构表达清晰；出现多余虚线扣分，同一零件

剖面线不一致视情况扣分，最多不超过 5分。

3) 尺寸标注 ：定形尺寸标注齐全、 定位尺寸标注合理 ；尺寸公

差合理、正确，与装配图协调一致；尺寸位置安排合理，尽量不

交叉。

4) 表面粗糙度标注齐全、合理；

5) 标题栏、技术要求齐全、合理；

6) 视零件复杂程度成绩可稍作调整。

装配图 50

1）视图表达 25分

（1）外形表达 （10分）

 减速器的整体外形主视图 （3分）

 减速器的整体外形左视图 （3分）

 减速器的整体外形俯视图 （3分）

 视孔盖形状向视图 （1分）

（2）内部形状表达 （15 分）

 箱盖箱体连接方式（至少 2 处剖视，有定位销的须画定位销剖



视）（3分）

 轴承的分布、轴向定位的展示（2分）

 箱盖和箱体内形（用虚线或局部剖）（1分）

 齿轮的啮合展示（主视图分度圆相切，俯视图局部剖展示啮合）

（3分）

 密封填料（两个闷盖中均应有填料） （2分）

 游标内形展示 （1分）

 螺塞内形展示 （1分）

 剖面方向问题 （2分）

2）标注： （25 分）

 零件序号（对齐，按顺序）： （2分）

 标题栏，明细栏（序号，代号，名称，数量，材料，备注）： （4

分）

 技术要求：（2分）

 总体尺寸：（3分）

 配合尺寸：轴承内圈与轴外圈与箱体，轴与大齿轮，闷盖、透

盖与箱体之间的配合尺寸； （5分）

 安装尺寸：（与地面连接的相关尺寸，左视图两轴端到对称线尺

寸）（3分）

 性能尺寸：（齿轮中心距，输入输出轴尺寸 M？, Φ？）（3分）

 其他尺寸：（齿轮分度圆直径，排油孔、游标高度方向定位尺寸）

（3 分）

个人答辩 15

根据对以下问题的陈述和回答情况酌情给分:

1) 首先组长对全组制图实践工作做总结，内容与总结报告类似，最好有

图文并茂的 PPT，时间为 15-20 分钟；

2) 每位同学对照自己画的图讲 5-7 分钟，具体内容包括：

 测绘了哪几个零件？

 这些零件在减速器中的作用是什么？

 该零件为什么选择现在的表达方案？各视图主要为了展现什

么？

 对哪些测绘尺寸进行了圆整，哪些确定了精度等级，为什么这

样确定？

 该零件哪些面粗糙度要求高，如何确定其粗糙度的？

 装配图为什么选择了现在的表达方案？

 各视图主要是为了展现什么？

 装配图需要标注哪些尺寸？

 图中对应的尺寸是哪些？

 制图实践感受。

7.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依据与方法

1）教师自评

任课教师依据课程教学目标的支撑环节进行达成度评价，具体方法见表 7《工程制

图实践 I》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表，达成度评价目标值为 0.7，达成度目标值低于

0.7 的教学目标为未达成。





表 7《工程制图实践 I》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表

课程编号：DG7033801 学期： 班级： 人数： 教师：

课程目标

支撑环节

小组成绩（30%） 个人成绩（70 %）
课程

总评成绩（100%）
整体图纸质

量
总结报告 整体答辩情况 零件图 装配图 个人答辩情况

学生平均得分

目标分值 12 9 9 21 35 14 100

课程目标 评价内容 目标分值 平均得分 达成度结果

教学目标 1：具备利用 CAD 软件进行产品三维实体建模

及正确、规范绘制工程图的能力。

上机绘零件图 11

装配图 20

个人答辩整体 5

教学目标 2：掌握零部件测绘方法，能正确分析零件功

能和精度要求，进一步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

化产品设计标准化意识。

手工零件图 5

装配图 5

个人答辩 4

教学目标 3：应用机械制图的基础知识、方法和制图规

范，具备熟练的识图、测绘能力，能徒手正确、规范地绘制

工程图。

手工零件图 5

装配图 10

个人答辩 5

教学目标 4：培养学生的团队分工协作能力。通过测绘

小组的组建，选拔小组组长，由组长根据个人兴趣、意愿及

能力分配工作任务，在实践过程中小组成员之间能够密切合

作、沟通，共同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整体图纸质量 12

总结报告 9

答辩情况 9

课程教学目标总体达成度 100 总评平均分/100

此次考核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

析

1.问题：

2.原因分析：

持续改进意见



表 8 课程目标达成的考核评价方式

2）学生问卷调查

课程结束并提交成绩后，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学委员会组织学生对课程教学目标

情况通过问卷调查进行达成评价（见表 9），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

表 9 《工程制图实践 I》课程教学目标达成情况问卷

序号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我达成了课程教学目标（可在

选项中填写意见建议）

完全同意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1 教学目标 1：具备利用 CAD 软件进行产品三维实体建模及

正确、规范绘制工程图的能力。

2 教学目标 2：掌握零部件测绘方法，能正确分析零件功能

和精度要求，进一步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化产品设计标准化意识。

3 教学目标 3：应用机械制图的基础知识、方法和制图规范，

具备熟练的识图、测绘能力，能徒手正确、规范地绘制

工程图。

4 教学目标 4：培养学生的团队分工协作能力。通过测绘小

组的组建，选拔小组组长，由组长根据个人兴趣、意愿

及能力分配工作任务，在实践过程中小组成员之间能够

密切合作、沟通，共同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课程目标

考核方式及在成绩中占比
在总成绩中所占比

例
零件图 装配图 个人答辩

整体图纸

质量

总结报告 总体答辩

情况

课程目标 1 31% 55% 14% 0
0

0 36%

课程目标 2 36% 36% 28% 0
0

0 14%

课程目标 3 40% 50% 50% 0
0

0 20%

课程目标 4 0 0 0 40% 30% 30% 30%



8.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依据与方法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依据：1）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课程教

学目标达成途径（表 1）；2）各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结果（表 7）。毕业要求指标点达

成度评价方法见表 10，多个教学目标支撑同一指标点的权重依据各教学目标对指标点的

支撑程度确定。

表 10 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表

教学目标 达成度
支撑毕业指标

点

教学目标对指标点支

撑比例
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

教学目标 1 5-3 1 5-3

教学目标 2

8-3 0.5 8-3

10-1 0.5

9-3

教学目标 3

8-3 0.5

10-1 0.5

10-1
教学目标 4 9-3 1

9．本课程与其它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先修课程：三维造型设计、工程制图I(1)、工程制图I (2)

后续课程：机械原理、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10．其它类别问题的说明

任课教师可根据学生掌握情况，对内容和学时分配做适当调整。

大纲撰写人：曹默

大纲审阅人：刘瑛

系 负 责人：刘 瑛

学院负责人：张若青

制定（修订）日期：20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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