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基础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机械加工技术应用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必备的

机械基础知识和机械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能力。其任务是使学生熟悉常用机械工程材料的

种类、牌号、性能及应用，会合理选用机械工程材料；了解金属材料热处理的基本知识；

掌握常用机构、机械传动、轴系零件的基本知识，初步具有分析和选用机械零部件及简

单机械传动装置的能力；能熟练查阅、运用有关资料，初步具有正确操作和维护机械设

备的能力；熟悉常用机械制造基础知识；液压与气压传动基础知识；为学生学习后续专

业课程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理解机器的基本概念，掌握机器的组成；

2．掌握常用工程材料的分类、牌号、性能及应用，明确热处理的目的，了解热处

理的方法及应用；

3．掌握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等常用机构的组成、原理及应用；

4．掌握带传动、齿轮传动等常用机械传动的组成、工作原理、传动特点，了解轮

系的分类与应用，会计算定轴轮系的传动比；

5．掌握轴、轴承、联轴器、离合器和制动器等轴系零件的结构、特点、常用材料

和应用场合及有关标准和选用方法。

6．掌握液压与气压传动工作原理，液压与气压原件的使用，液压与气压回路的分

析方法。

（二）能力目标

1．初步具有合理选择材料、确定零件热处理方法的能力；

2．初步具有分析和选用机械零部件及简单机械传动装置的能力；

3．初步具有使用手册、图册等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

4．具有正确操作和维护机械设备的基本能力；

5．初步具有独立寻找解决问题途径的能力，具有把已获得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运

用到新的实践中，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职业情感与素养目标

1．培养学生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的品德；

2．培养学生善于动脑、勤于思考，及时发现并分析问题的学习习惯；

3．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情操；

4．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5．培养学生与他人交往、合作、共处的社会适应能力。
三、参考学时

324 学时。

四、课程学分

10 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时

1
对机械的

初步认识

1．理解机器与机构、构件与零件的

特征及异同点，能描述机器和机构、

构件和零件之间的关系

2．掌握机器的组成，能区分机器与

机构的不同

3．理解运动副的概念及其分类，能

够区分低副、高副

1．结合生活中见到的实际

例子来分析概念之间的联

系与区别

2．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加

深对各概念的理解

3．通过到工厂车间参观来

加深理解

理论：8

实践：5

2
常用工程

材料

1．掌握金属材料的物理、化学、

力学及工艺性能

2．掌握金属材料的分类、牌号、

性能及应用，并能根据条件合理选用

常用工程材料

3．了解钢铁材料的生产过程

4．掌握热处理的目的、种类及应用，

能正确选择合适的热处理方法改善

材料的性能

5．了解有色金属材料的种类、应用

及特点

6．了解非金属材料的种类及特点

1．教师应结合机械加工中

常用材料及日常生活中的

实例进行教学

2．可组织学生通过到工厂

车间参观进行现场教学

3．在教学中将各种金属材

料带进课堂，实训室内可

做部分力学实验，使学生

从外观和内部认识常用工

程材料，调动学生的好奇

心；钢铁材料的生产过程

可以通过视频来了解

理论：20

实践：3

3 常用机构

1．掌握铰链四杆机构的组成、基

本类型及应用

2．掌握铰链四杆机构基本形式的

判定方法，能准确判定铰链四杆机

构的类型

3．掌握凸轮机构，能区分凸轮机

构的类型

4．了解棘轮机构、槽轮机构等间

建议采用实践课，安排在

陈列室中进行，通过学生

动手操作来增强学生的感

性认识：通过实践使学生

了 解 各 种 机 构 的 工 作 过

程，加深理解机构的功用

及原理

理论：20

实践：4



歇性运动机构的组成、特点、类型

及应用

4 机械零件

1．了解轴的分类和应用特点：掌

握轴的结构及轴上零件的固定方法

2．掌握轴承的类型和功用，能够

区分滑动轴承与滚动轴承，了解各

类轴承的结构组成、类型及特点，

能解决轴承使用中的安装、维护和

润滑的问题，能区别常用的滚动轴

承类型，会解释滚动轴承代号的

含义

3．了解键连接的类型、特点及

应用

4．了解联轴器、离合器、制动器

的分类、结构特点和应用

5．掌握螺纹及螺纹连接的基本类

型和特点，能正确装配螺纹连接，

能对其进行预紧和防松

1．教师应结合机械设备及

日常生活中的实例进行教

学

2．进行一次通用零件和部

分装置的采购模拟活动或

市场技术调研，使学生在

实践中了解、熟悉各种机

械零件的结构特点、功用

3．采用实践课，增强学生

的感性认识

理论：24

实践：6

5 机械传动

1．理解带传动的原理、类型、特

点及应用，会分析带传动的运动特

性；能识别 V 带和带轮结构，会查

阅有关资料选用普通 V 带，掌握 V

带

传动的张紧及安装方法，能解决带

传动的安装及维护保养相关问题

2．了解链传动的工作原理、类

型、特点和应用，了解滚子链的结

构，会分析链传动的运动特性

3．理解齿轮传动的工作原理、类

型、特点和应用及渐开线齿轮正确

啮合条件，能够对直齿圆柱齿轮、

斜齿圆柱齿轮和圆锥齿轮主要参数

及几何尺寸进行计算，了解齿轮的

失效形式、失效原因和预防措施

4．了解蜗杆传动的工作原理、类

型、特点和应用

5．了解螺旋传动的工作原理、类

1．教师应结合机械设备及

日常生活中的实例进行教

学

2．组织 1~2 次学生参观

企业现场教学，增加感性

认识

3．开设实践课，提高学生

的动手能力，增强学生的

感性认识

4．利用教学模型或实物，

设置传动装置的故障，让

学生检查并排除，以锻炼

学生对传动装置的维护能

力

理论：28

实践：6



型、特点和应用，会判断螺旋传动

的相对运动关系

6.掌握轮系的类型，能够计算定

轴轮系的传动比，了解减速器的组

成及各组成部分的功能，正确使用

和维护减速器

6

液压泵的

识别与选

用

1.液压泵的分类、特性与原理

（1）了解液压泵的分类和工作原理

与困油现象

（2）掌握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

螺杆泵之间的特点与用途

（3）掌握液压油的粘温，压力特性，

了解液压油的牌号

（4）会根据工作条件与环境合理的

进行液压油的选用

（5）了解液压泵的各种主要参数与

流量压力特性曲线

2.液压泵的应用与选用

（1）掌握流量，压力对于液压系统

工作的影响

（2）能够通过结构区分齿轮泵，叶

片泵，柱塞泵

（3）会根据实际工作条件，环境要

求，系统各种参数选用符合的液压泵

1．在技能化教室或液压实

训室模拟工作情境

2．利用实物，图片，多媒

体课件引导学生分析液压

泵原理图，讨论各液压泵

类型之间的区别。

3．根据原理图讨论常见液

压泵的故障原因。

4、教师操作演示故障排除

的方法步骤，学生分组练

习。

5．学生分组合作完成项

目，成果展示，总结评价

理论：20

实践：6

7

执行元件

的识别与

选用

1．液压缸与液压马达的原理与特性

（1）了解液压缸与液压马达的类型，

工作原理与工作参数

（2）掌握活塞杆，柱塞缸的工作特

点；

2.液压缸与马达的选用

（1）能够根据工作场合条件选用符

合的液压缸类型

（2）了解液压马达的功率，转矩，

转速等性能参数

（3）能区分液压马达与液压泵的异

同；

（4）会正确选用液压马达

1．在技能化教室或液压实

训室模拟工作情境

3．利用实物，图片，多媒

体课件引导学生分析液压

马达原理图，讨论各液压

马达类型之间的区别。

3．根据原理图讨论常见液

压马达的故障原因。

4．教师操作演示故障排除

的方法步骤，学生分组练

习。

理论：20

实践：6

8 液压控制 1．方向控制阀原理与基本应用 1．在技能化教室或液压实 理论：28



元件的识

别与选用

（1）了解单向阀，换向阀的类型，

工作原理与性能参数

（2）掌握普通单向阀，液控单向阀

的作用与特点

（3）能够利用液控单向阀组成液压

锁

（4）会分析单向阀在回路中的作用，

在回路中选用合适的单向阀

（5）掌握换向阀的操作定位方式类

型与各种操作定位方式之间的特点

与用途；掌握换向阀的主体构造与中

位机能类型和应用场合

2．方向控制阀的选用

（1）能够根据不同的回路要求选用

合适的主体与中位机能

（2）能够通过压力，流量，控制等

不同的工作条件选用符合的操纵定

位方式

3．压力控制阀原理与基本应用

（1）了解溢流阀，减压阀，顺序阀

的类型，工作原理与性能参数

（2）了解溢流阀的启闭特性，调节

范围等主要性能参数

（3）掌握溢流阀的几种基本应用回

路

（4）能够通过直动式，先导式溢流

阀的结构特点合理分析溢流阀在回

路中的作用，通过系统工作设置进行

合理选用

4．压力控制阀的选用

（1）掌握减压阀，顺序阀，溢流阀

的作用与应用场合

（2）能够正确区分顺序阀，减压阀

与溢流阀的特性与异同点

（3）能够通过系统回路的要求选用

合适的减压阀

（4）能够合理选用，安装比例阀，

伺服阀，压力继电器，压力表开关所

训室模拟工作情境

2．利用图片，实物，多媒

体课件引导学生分析液压

控制阀的原理图，讨论各

液压控制阀之间的区别。

3．根据原理图讨论常见液

压控制阀的故障原因。

4．教师操作演示故障排除

的方法步骤，学生分组练

习。

5．学生分组合作完成项

目，成果展示，总结评价

6．可通过教师引导，日常

举例讨论液压控制阀的应

用场合。

实践：6



在的液压回路

5．流量控制阀原理与基本应用

（1）了解节流阀调速阀的基本结构

与原理

（2）了解节流阀与调速阀的参数性

能

6． 流量控制阀的选用

能够根据工作条件正确选用合

理的节流阀与调速阀

9

辅助元件

的识别与

选用

1．辅助元件的介绍与原理

了解油箱、蓄能器、过滤器、油管与

管件、压力表等各元件的结构与工作

原理

2．辅助元件的选用

（1）会根据工作条件，环境要求合

理的选用过滤器、蓄能器、油箱等组

件

（2）能够合理安装过滤器、压力表、

蓄能器在回路中的位置

1．在技能化教室或液压实

训室模拟工作情境

2．利用实物，图片，多媒

体课件引导学生分析液压

辅助元件的原理图，讨论

各液压辅助元件的特点。

3．根据原理图讨论常见液

压辅助元件的故障原因。

4．可通过教师引导，日常

举例讨论液压辅助元件的

应用场合。

理论：10

实践：6

10

液压回路

的安装与

调试

1．换向基本回路的安装调试

（1）熟练掌握换向阀在液压控制回

路中的工作原理与应用方法

（2）能对各种基本换向回路进行安

装与调试（采用换向阀）

（3）会液压锁紧回路安装调试

2．压力基本控制回路安装调试

（1）能够熟练掌握调压回路、减压

回路、保压回路、卸荷回路、平衡回

路等基本压力控制回路的工作原理

与应用方法

（2）能够对带有溢流阀、减压阀、

顺序阀等压力控制元件的一级、二级

以及多级压力控制回路进行安装与

调试

3．速度基本控制回路的安装与调试

（1）能够熟练掌握调速回路、快速

运动回路、速度转换回路的工作原理

1．在技能化教室或液压实

训室模拟工作情境

2．利用实物，多媒体课件

引导学生分析液压回路原

理图，讨论设计方法。

3．根据原理图讨论常见液

压回路的设计特点，会合

理分析液压回路。

4．现场示范演示液压回路

设计的方法步骤，学生分

组练习。

5．对学生练习总结评价

理论：24

实践：6



与应用方法

（2）了解节流调速回路、容积调速

回路、容积节流调速回路的基本原

理、连接形式和速度负载特性

（3）能对基本的速度控制回路进行

安装与调试

4．其它回路的安装与调试

（1）能够熟练掌握调同步控制回路、

比例压力/速度控制回路的工作原理

与应用方法

（2）会对同步控制回路、比例压力/

速度控制回路的安装与调试

（3）了解组合机床动力滑台液压回

路

5．项目实施

（ 1 ） 了 解 1HY 滑 台 液 压 系 统 、

M1432A 万能外圆磨床、YB32-200

液压机与四柱式液压系统原理

（2）能够对 1HY 滑台液压系统和四

柱式 YB32-200 液压机液压系统进行

安装与调试

1．在技能化教室或液压实训室模拟

工作情境

2．利用图片，实物，多媒体课件引

导学生分析液压回路原理图，讨论安

装方法。

3．通过现场模拟讨论常见液压回路

的安装的特点。

4．教师现场操作演示液压回路安装

调试的方法步骤，学生分组练习。

5．可通过教师引导，日常举例讨论

液压回路的应用场合。

11

气源装置

的识别与

选用

1．气源装置工作原理与特点

（1）了解空气压缩机的分类和工作

原理

（2）了解气源净化装置、油雾器、

消声器、气液转换器的工作原理与特

点作用

1．在技能化教室或气压实

训室模拟工作情境

2．利用实物，图片，多媒

体课件引导学生分析空气

压缩站的原理图，讨论空

气压缩站的特点

理论：16

实践：6



（3）掌握空气压缩站的结构特点与

工作原理

2．气体的性质

了解空气的各种性质与状态方程

3．气源装置的选用

能够合理的选用空气过滤器、冷却

器、油雾器等各种元件

12

气压执行

装置的识

别与选用

1．气压执行装置的分类、原理与特

性

（1）了解气压缸的类型、工作原理

与工作参数

（2）掌握气液阻尼缸的工作特点与

原理

（3）掌握气缸的安装方式

（4）了解气压马达的工作原理

（5）了解气压马达的功率，转矩，

转速等性能参数

2．气压执行装置的选用

（1）能够根据工作场合条件选用符

合的气压缸类型

（2）会正确选用气压马达

1．在技能化教室或气压实

训室模拟工作情境

2．利用实物，多媒体课件

引导学生分析气压马达原

理图，讨论各气压马达类

型之间的区别。

3．现场示范演示故障排除

的方法步骤。

理论：16

实践：6

13

气压控制

元件的识

别与选用

1．方向控制阀的识别与选用

（1）了解双气控换向阀的类型、工

作原理与性能参数

（2）掌握双气控换向阀的作用与特

点

（3）在气压控制回路中会选用合适

的双气控换向阀

2．压力控制阀的识别与选用

（1）了解溢流阀、减压阀、顺序阀

的分类、工作原理、

（2）了解溢流阀、减压阀与顺序阀

的启闭特性、调节范围等主要性能参

数

（3）能够通过系统工作设置，合理

选用溢流阀、减压阀、顺序阀

3．流量控制阀的识别与选用

（1）了解节流阀、排气节流阀的分

1．在技能化教室或气压实

训室模拟工作情境

2.利用实物，多媒体课件

引导学生分析气压控制阀

的原理图，讨论各气压控

制阀之间的区别。

3.可通过教师引导，日常

举例讨论气压控制阀的应

用场合。

4.根据逻辑关系明确逻辑

元件的作用。

理论：18

实践：6



类与工作原理

（2）能够通过系统工作要求，合理

的选用节流阀的类型

4．逻辑控制阀的识别与选用

（1）了解梭阀、快速排气阀等气压

逻辑元件的分类与工作原理

（2）掌握或门，非门，记忆元件的

原理与运算方法

（3）会正确选用气压逻辑元件

（4）会简单的逻辑运算

合计：324（理论：252 实践：72）

六、教学实施建议

（一）教学方法

l．应通过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实例，让学生认识到学习“机械基础”课程是为更

好地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只有真正确立“学以致用”

的正确思想，才能学好“机械基础”；

2．建议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各种实物、模型、挂图、录像、多媒体课件等，形

象客观地展现本课程的内容精华，并进行必要的金工实习、实验、现场教学、参观、分

组讨论，写出实习、见习或实验报告，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实际特点，灵活运用模型演示教学法、现场教学法、启发式

教学法、讲练结合法、项目教学法、分层次教学法、理实一体化教学法等，引导学生积

极思考、乐于实践，提高教学效果。

（二）评价方法

建议运用多种方法对不同目标、不同内容进行教学评价。“机械基础”课程的评价

以真实的日常教学为基础，注重知识应用和动手能力的考核，注意考试和考查相结合。

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平时测验、实验实训、技能竞赛及考试情况，综合评价学生

成绩。其次应注重对学生在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应用上

有创新的学生应予特别鼓励，全面综合评价学生能力。

(三)教学条件

1．校内教学场地：建设多媒体教室、机加工车间，还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常用测量

工具、录像及多媒体课件等，购买或制作配套的教学模型，以加强直观性教学；

2．机械市场、企业环境：可以结合教学进程，组织学生开展常用工程材料、标准

机械零部件的市场销售情况调查，并通过参观企业让学生了解企业实际生产活动；

3.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以及信息技术，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教学中

还可结合专业背景，选择合适的课题，制作综合实践任务书，要求学生完成综合实践报



告，强化综合能力培养。

（四）教材选用

教材选用李世维主编高等教育出版教材。教材编写者需充分领会和掌握本课程标准

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基本内容和要求，并整体反映在教材之中：

1．坚持以能力为本位，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应反映时代特征与专业特色，适应

不同教学模式的需求；

2．为方便组织教学，学生的阶段实习训练和综合实践内容可独立编册；

3．关于内容的选择：应采用国家最新颁布的机械类相关技术标准，力求反映机械

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恰当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与国家相关职业

资格标准中的有关内容相融合；

4．关于教材的呈现形式：教材的呈现形式应当符合中职学生的特点，要生动、活

泼，富有启发性和趣味性，对中职学生具有吸引力。需要从中职学生的角度、自主学习

的角度和机械基础实际生产的举例方式来表述，而不是沿用成人的方式、教师为中心的

方式和接受式学习的方式来表述，充分考虑学生学习方式多样化的需要，内容载体要实

现陈述、分析、提问的综合运用，文字与插图、实验与练习相互配合，引起学生的兴趣

和关注，力求给学生营造一个更加直观的认知环境。设计贴近生活的导人和互动性训练

等，拓展学生思维和知识面，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5．选用与主教材相配套的习题集。在习题集中，不但要有计算题，还应有填空题、

判断题、选择题、改错题、问答题、作图题等多种形式的题目，这些习题应与培养技能

型人才的目标相适应，与主教材对应部分紧密相联，难度不应太大；学生完成这些作业

后，能掌握和巩固所学知识，从而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五）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

按照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恰当地使用文字（doc 格式）、课件（ppt 格式）、动画（swf

格式）、三维图形源文件（注明打开软件，推荐 CAXA、UG、Pro/E 等）、二维图形源文件

（dwg 格式）、视频（rm 格式及含配音）、图片（jpg.gif 格式）、试题等元素来描述，拍

摄教学录像，选用项目教学实训指导用书，收集学生实训作品，形成直观的梯度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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