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至卷
.

第 1期
1 , 9 6年 3 月

J
o u r

an , 。 f
赘黯器忿灌奖蕊气

c h n o ;。 g y V o l
.

9 N
o

.

M
a r

.

1 9 96

提高
“

机械设计
”

课程教学效果的实践体会

朱
.

龙英

(盐城工专机械工程系
,

盐城
,

22 4 0 0 3)

“

机械设计
”
是一门理论性

、

实践性都很强的技术基础课
。

该课程具有内容多
、

涉及面广
、

灵

活性大的特点
。

学习该课程的方法与其它课程相比有明显的区别
。

目前
,

大部分学生 由于缺乏

机械方面的感性认识
,

因此
,

他们在开始学习本课程时
,

对教师所讲解的许多间题往往只能是

盲目地接受或机械地记忆
。

由于理解不透
,

所以
,

在他们中间容易产生
“
听课似懂非懂

、

下课就

忘
、

考完试就丢
”
的现象

。

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谈谈关于如何提高
“
机械设计

”
教学效

果的一点体会
。

一
、

严格要求
、

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机械设计

”
是工科院校机械类学生的必修课程

,

是联系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桥梁
。

在上

第一次课时
,

教师就应强调学习该课程的目的
、

要求
,

并要向学生介绍本课程的特点和学习方

法
。

机械设计主要介绍机器中带有共同性的基本设计向题
,

如螺栓计算
、

轴承计算
、

齿轮设计

等
。

只有学好机械设计
,

才能顺利地学好后续各专业课程
。

({机械设计 》与其他许多课程的不同

之处还在于它强调理论联 系实际和工程意识的重要性
,

如在轴的计算中
,

按扭矩初估轴 的直

径
:
己 》 ,

抨
一 。 6

.

4。。 l
m

,

在本课程中必需调整为 、 一 。 6m。 或 。 s m m
、

4m0 。
,

。 则就是不

合理的
。

另外本课程讨论的问题较多
,

公式多
、

参数多
、

图表多
、

失效形式多
,

而且它们都有 一定

的前提条件和使用范围
,

不能生搬硬套
,

必须灵活运用
。

要严格考试
,

认真抓好课程设计的教学
。

学生必须认真刻苦地学习
,

才能通过本课程的考

试
。

在教学中
,

我把课堂教学与该课程的
“

课程设计
” 联 系在一起

,

并要求学生在设计过程中独

立完成设计计算
、

制图和编写设计说明书等各项任务
。

设计资料齐全
,

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才

能参加答辩
、

评分
。

实践证明
,

在教学中只有对学生严格要求
,

才能不断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

和钻研精神
。

二
、

融会贯通
,

牢牢把握住本门课程研究问题的思路

“
机械设计

”

课程内容的特点具有
“

三性
” 、 “
四 多

” ,

即分散性
、

综合性
、

实践性和公式多
、

参

数多
、

图表多
、

失效形式多的特点
,

因此学生在学习中普遍感到该课程内容支离破碎
。

在教学

中
,

如果教师仅仅按照教材上的先后次序讲解
,

学生就会感到抓不住问题的中心
,

理不 出头绪
。

因此在本课程的教学中应力求做到条理清晰
、

层次分明
、

重点突出
。

教师首先要将教材内容中

的有关概念
、

原理的纵横关系加以比较
,

分析各自的特征
,

并从中归纳
、

概括出一般的规律
。 “

机

械设计
”
这门课从横向上看其内容共有十几章

,

各章之间似乎又没有联系
,

至于书中所介绍的

各个零件的设计方法也各不相 同
。

但从纵向上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

其间还是有共性的东西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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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各零
、

部件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
,

如图 1 所示
。

如果在教学之初就向学

生介绍这一研究问题的思路
,

就好象给学生一把

钥匙
,

让他们自己去打开
“

机械设计
”

知识的大

门
,

这样不仅讲课有条理
,

学生可以跟着教师讲

课的内容去思考间题
,

而且还能自己去解决工程

实际中类似零件的设计问题
。

三
、

讲究教法
,

注重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
机械设计

”

课程中的许多重点
、

难点以及某

些基本概念
,

如果教师仅仅是通过 习惯的
“

满堂

灌
”

的讲课方式
,

学生是难以理解掌握的
,

必须采

取灵活多变
,

并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

才能达到

预期的教学效果
。

1
、

做课堂练习

在课堂教学 中
,

对于一些重要的
、

疑难的问

题
,

教师可随机安排 3 ~ 5 分钟时间让学生做课

堂练习
,

如螺栓
、

斜齿轮
、

蜗轮蜗杆的受力分析

等
,

通过做小练习
,

教师可充分了解学生掌握的

程度
,

以便调整教学方法
。

同时学生能及时加深

理解
、

巩固教师所讲的知识内容
。

2
、

布置思考题

学生对教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
,

如不及时

复习很容易遗忘
。

因此
,

我在每次讲课结束时
,

结

合本次讲解的重点
、

难点
,

给学生布置 3~ 5 道思

该该零
、

部件的类型
、

结构
、

特点和应用用

工工作情况分析 (工作原理和力分析 )))

失失效形式分析及材料选择择

建建立工作能力准则则

设设计计算方法法

主主要参数的选取和尺寸计算算

结结 构 设 计计

绘绘制零
、

部件工作图图

考题
,

以供学生在课后复习参考
。

下一次上课的前几分钟时间里通过提问的方式对学生课后复

习情况进行抽查
。

3
、

提高习题课的质量

习题课对课堂讲授的知识不仅能起到巩固消化的效果
,

还能达到加深
、

扩大和运用的作

用
。

习题课的形式可以多样
,

但其内容应该具有典型性
、

代表性
,

如螺栓联接
、

滚动轴承等章的

习题课
,

内容应突出指导学生如何查手册和标准的选用
;
齿轮一章习题课应侧重于零件的失效

形式
、

设计准则及参数的选取
; “

轴
”
这一章应侧重于结构设计等等

。

习题课还可以采用课堂讨

论的形式
,

对重点
、

难点
、

疑点甚至基本概念以某种题目的形式给出
,

让同学思考
,

并组织课堂

讨论
,

最后
,

由教师进行归纳总结
。

实践证明
,

这样做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活跃课堂气氛
,

进

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