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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部分 !"# 软件特点及其应用，提出利用三维造型原理，重点讲解 !"# 软件

建模的共性知识；结合学生的毕业去向，支持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相关 !"# 软件；根据就业

需要，采用教学、自学与培训共存，鼓励学生考证；并对教师在学生学习与使用 !"# 软件过程

中的主导作用做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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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设计已在工业设计的各个行业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 技术也将逐步成为工科高

等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然而，在

!"# 的教学过程中，尤其在指导我校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进行毕业设计的过程中，

作者发现由于某些原因，学生片面追求图面出图

效果，出现了几乎所有学生的毕业设计图纸都采

用 "/01!"# 等少数低端 !"# 软件进行设计出图

的现象；部分学生虽采用了如 /(、23456 等高端

!"# 软件进行三维建模，但由于受到排斥，最后

仍不得不放弃三维自动生成的二维工程图，改用

导入或重新在 "/01!"# 中绘制二维工程图。这

不仅使得设计效率下降，也影响了学生对三维高

端软件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从人才培养

模式上来着，不利学生对先进技术的追求；在学习

成果的应用方式上，也不能形成百花齐放的效果，

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学生的就业选择。因此，根据

!"# 技术的发展特点，作者认为应对我校机制专

业 !"# 的教学模式进行思考，从有利于人才培

养，服务于学生就业的需要出发，采用多种 !"#
软件并存的教学方式，满足当前企业的用人需求，

有利于学生的就业及今后的发展。

+ 以共性 !"# 建模知识为基础，推进对高

端 !"# 软件学习

应该认识到每种 !"# 软件都有自身的特点

与优势，否则它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01!"#
软件是 !"# 技术中最早开发成功，并得到应用，

也是最早进入我国的 !"# 软件之一，它具有较强

的工程图效果，且与我国制图方面的相关国家标

准有很强的融合性，能满足众多的中国用户按照

传统工程制图的习惯，进行工程图设计；同时，因

其价格低廉，学习起来容易，在我国拥有很大的用

户群；但 "/01!"# 的设计过程繁琐，设计效率

低，复 杂 曲 面 或 曲 线 设 计 困 难，不 方 便 后 继 的

!"75!"6 等的直接应用。/(、!"08"、23456 等三

维高端软件，则是后起之秀，具有更强的三维参数

化设计的能力：!三维可视化效果好，符合设计人

员的设计要求［+］。"基于特征和变量化的建模技

术，能建立与实物完全相同的数字样机，有助于辅

助复杂机构与新产品的设计，便于自动或方便地

检测数字样机的干涉与间隙，能自动统计明细表

与材料清单，自动生成工程图，自动进行重量与重

心计算，因而，更有利于提高设计效率。#基于主

模型，并能以三维立体图（实体）为 !"75!"6 等提

供基础，提高制造效率，减少制造差错，可以实现

系列化、通用化、自动化设计。$提升企业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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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形象，便于与客户交流，为国际上许多大企业

集团 公 司 广 泛 采 用 的 !"# 软 件。但 这 些 高 端

!"# 软件建模复杂，不容易学习，且价格昂贵，一

般不能被中小企业和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所接

受。然而，这些 !"# 软件具有很好的国际性，代

表着当前 !"# 技术的发展方向，一但学生能熟练

掌握，将受益终身。

目前，我校机制专业学生在“工程制图”的学

习中已初步接触到了 "$%&!"# 软件的应用，在

“!"#’!"( 技术”中学生学习了 )*+,- .-/0 等中档

!"# 软件的使用，在专业方向课“三维造型原理

及应用”中，又进一步学习了三维造型原理。通过

这些课程的学习，学生初步掌握了 "$%&!"# 等

的应用，但由于学时数少，教师也无法讲解更多的

!"# 软件，学生对其它高端的 !"# 软件仍缺乏深

刻的认识。因此，作者认为：!改革传统的课程体

系，在“工程制图”、“三维造型原理及应用”等课程

中及其它的专业课或专业选修课中，除要介绍

"$%&!"# 等 !"# 软件的应用外，还应重点讲解

软件建模方面的共性知识，同时突出对领导 !"#
发展潮流的高端三维 !"# 软件的特点、功能及应

用等 进 行 介 绍；通 过 对 比，引 导 学 生 认 识 各 种

!"# 软件的特点，从而推进学生对这些高端 !"#
软件的学习兴趣。"我校还应进一步地引进多种

正版 !"# 教学软件，扩大实验室的规模，全面开

放实验室，鼓励广大教师和学生学习使用这些软

件。#国家提出的“甩图板”已过去了 12 多年，现

在大多数的中国企业都已广泛应用计算机辅助设

计，国家教委也在九五规划中提出要求重点院校

在九五末基本“甩掉图板”，省属地方高等工科院

校也应根据省情和各校特点拟定，实施可行的改

革方案，以逐步实现“甩图板”的教改目标［3，4］。因

此，在我校的相关专业课、实验课、各类课程设计

和毕业设计中也应全面推广使用计算机辅助设

计，以真正实现“甩图板”的目标。

3 结合毕业去向，有针对性地学习相关

!"# 软件

从目前企业使用的 !"# 软件情况来看，"$5
%&!"# 及国产的开目 !"#、!"6" 等软件在我国

的小中企业使用较多。但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如

在航空制造及其相关的企业中，应用 !"%7" 则占

多数；汽车、拖拉机及模具等制造企业中 $8 等使

用较多；9:*’. 则在模具、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中使

用较多；当然还有其它的软件，如 7 ; #.") 以及

)*+,- <*:=、)*+,- 0-/0、!"#"(、!"##)、(#> 及 7?5
@0?A*: 等的应用，但它们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少。事

实上，在国外，许多的大公司也并不仅仅使用一种

!"# 软件，更多的情况上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 软件同时使用。这并不是这些企业的浪费，

一是为了方便国际交流；二是为适应竞争的需要，

!"# 软件的更新淘汰快，许多的企业意识到不能

仅仅局限于使用一种 !"# 软件，否则，当使用的

!"# 软件被淘汰时，企业将要受到不可估量的损

失；同时，由于各种 !"# 软件的特点和风格并不

相同，在某些功能应用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另

一方面也受区域的影响，可以看到欧洲主要使用

!"%7"，而美洲则大多使用 $8 和 9:*’. 等 !"# 软

件，在亚洲及其它地区则受来自相关地区的外资

及合资企业、或者有进出口业务合作关系的企业

影响，而使用相应的 !"# 软件。

因此，$8、!"%7" 及 9:*’. 等高端 !"# 软件

在一些外资、合资及对外有业务关系的中国企业

中也有广泛的使用空间；而且我国目前已加入

B%&，这些高端 !"# 软件的使用已明显越来越

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根据毕业生的未来去向，

我们也应鼓励学生学习这些高端的 !"# 软件。

4 教学、自学与培训并存，鼓励学生考证

随着我国开放步伐的加快，国外大公司，例如

汽车方面的：美国的福特、通用，德国的大众、宝

马、奔驰，日本的本田、日产、丰田，法国的雷诺、雪

铁龙、标致，意大利的菲亚特、依维柯，韩国的现代

等企业纷纷在中国建厂，他们需要一大批的专业

技术人才。在选择中国大学生方面，具有专业技

能方面的等级证书，将能成为学生就业的有效竞

争工具。

由于学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将所有形式的

!"# 软件工具在课堂教学中传授给学生，泛泛而

讲，一方面学生难以接受，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浪

费。因为，每一种软件都有自己的风格，需要花很

多的时间去学习，除课堂学习之外，还需要大量的

上机实践，需要学生在恰当的指导下自学，通过反

复练习，才能熟练掌握相应的 !"# 软件的应用技

术。一般来说，对于高端 !"# 软件，一旦掌握了

某一种软件，由于各种 !"# 软件都是遵循相关的

国际标准编制的，虽然风格形式不同，但就其内容

功能模块等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相通性，稍加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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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便可学习和运用其它的 !"# 软件。

因此，为方便于学生未来的就业需要，我校应

与更多的 !"# 软件公司加强合作，力争设立多种

!"# 软件培训中心，利用假期等业余时间，组织

各种 !"# 软件培训班，鼓励学生参加这些培训班

的学习，让学生通过培训，强化学习效果，同时，获

得相应的培训合格证书，为将来的就业创造条件。

$ 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学生能不能学好用好某一种 !"# 软件，关键

还在于我们的教师会不会首先使用相应的 !"#
软件。在我们目前的教师队伍中，大多数的教师

也只会使用 "%&’!"# 等少数软件。由于教师本

身就不了解其它的高端 !"# 软件的技术特点，也

就无法鼓励，更谈不上指导学生去使用这些软件，

从而也不难理解，发生在我校学生毕业设计过程

中，仅使用 "%&’!"# 进行毕业设计出图的这种

一花独放的现象。

因此，从学校事业的发展需要，也为学生的未

来的就业着想，我们的教师必需首先学会使用如

%(、!"&)" 和 *+,-. 等高端 !"# 软件。学校也应

鼓励并支持教师去考级，获得证书。必要时也应

不定期的送出更多的教师去参加培训学习，这样

才能跟上相应的 !"# 软件更新的步伐，达到提高

我校教师的整体素质和水平的目的。广大教师也

应积极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并进行相

互交流与学习，创建合作团队，形成优势互补、各

有侧重，朝着专而广、纵而深的方向发展。同时，

通过专业学科组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与相关企业

的密切合作，获得一些课题，通过课题组、兴趣小

组，以真枪实弹地给学生在毕业设计和相关课题

研究中进行磨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提高

学习效果的目的。

/ 结束语

培养人才的目的就是要服务于经济建设，适

应企业的用人要求。虽然，在机械制造领域，我国

各企业的规模不一样，但需要具有创新能力人才

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加快了

我国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的步伐。因此，我们应

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培养各种可用人才。在 !"#
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学习使用 "%&’!"#
这样的低端 !"# 软件，也要让学生有选择地学习

使用 %(、!"&)"、*+,-. 等高端且引导 !"# 技术发

展潮流的三维 !"# 软件，同时，也应鼓励学生去

学习 国 内 自 己 的 开 发 的 如 开 目 !"#、!"0" 等

!"# 软件。当然，这不是让所有的学生都去学习

所有的这些软件，而是要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兴

趣和可能的就业机会，有目的地选择自己所要学

习的 !"# 软件。即使学生的就业去向不明，能以

一种或几种主要的 !"# 软件为基础，了解或兼能

使用其它的 !"# 软件，将使学生有更多的就业选

择。因此，作为学校应提供这样的学习和使用这

些 !"# 软件的机会，以在教师与学生中营造一个

学习氛围，推进学校事业的全面发展，从而更好地

为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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