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程学院“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登记表 

表 1.《机械制图》课程思政案例 1 

课程名称 机械制图 任课教师 

苏文桂、 梁敏慧、黄云飞、

官倩宁、付洋、李竞、李海

平、蒲明辉、卢煜海、蓝淑

渊、陈建波、项载毓 

课程类别 学类核心 适用专业 机自、机电、车辆、能源 

课程学时 56+40 授课对象 本科 

授课章节 
第1章 制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1-1国家标准《技术制图》、《机械制图》的有关规定 

教学目标 

1. 思政目标 

   提升自身文化素养与民族自豪感，进而培养严谨、规范的治学

态度与职业道德。 

2. 知识目标 

理解国家标准关于《技术制图》和《机械制图》的有关规定。 

3.能力目标 

运用制图国家标准进行绘图。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容

与思政元素

相融合） 

 

思政元素：标准制定的重要性——中国神话传说之“伏羲女娲” 

 

融合思路：在开展工程制图国家标准教学前，以中华传统文化中极

具代表性的“规”与“矩”为切入点。从古老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女

娲形象引入，深入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深意，并结合历史上不

同时期“规”“矩”在社会各层面的体现与发展，展现从神话象征

到现实应用中对规则遵循的一脉相承，使学生深刻理解传统文化中

规则意识的重要性以及其在现代专业学习中的关联与启示，为课堂

注入深厚文化底蕴与思想内涵。 

 

实施过程：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规”与“矩”的文化意

象贯穿始终。据《文选·王延寿》记载：“伏羲鳞身，女娲蛇躯。”

而在这些古老图像中，女娲手执圆规，伏羲手执曲尺。这一形象不

仅展现了远古神话的神秘魅力，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寓意。早在商

周时期，甲骨文中就已出现“规”“矩”字样，彼时圆规和曲尺已

在诸多领域广泛使用。规与矩，一方面代表着古人对天地宇宙的认

知，即天圆地方；另一方面，更是象征着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女

娲作为女性，手持圆规，代表地与阴，伏羲作为男性，手持曲尺，

代表天与阳，二者手执规、矩，隐喻着天地规则的建立与遵循，这



种神话意象反映出古人对世界有序运行的期望与尊崇。随着历史的

推进，“规”“矩”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不断丰富与拓展。在建筑

领域，从古代宏伟的宫殿到质朴的民居，从城市的整体规划到单体

建筑的营造，“规”“矩”是确保结构稳固、布局合理的关键。例

如，传统建筑遵循严格的对称原则与比例规范，大到建筑群的中轴

线布局，小到门窗构件的尺寸设计，无不体现“规”“矩”的精准

运用。在工艺制造方面，无论是精美的青铜器铸造，还是细腻的陶

瓷烧制，工匠们都需依照“规”“矩”所设定的标准进行操作，以

保证产品的质量与工艺水准。在文化艺术领域，书法绘画也讲究笔

法的规范与构图的法度，“规”“矩”在此成为艺术表达的内在准

则，使作品在遵循传统美学规范的基础上展现个性与创意。 

 

教学成效：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规”与“矩”从神话起源

到历史传承的全面剖析，学生能够深刻领悟到规则意识是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工程制图学习中，这有助于学生更好

地理解国家标准的重要性与权威性，将对传统文化的敬畏转化为对

专业标准的尊重与遵循。同时，激发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浓厚兴

趣与深入探究的欲望，使他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自觉传承

与弘扬传统文化精神，提升自身文化素养与民族自豪感，进而培养

严谨、规范的治学态度与职业道德，为未来的专业发展奠定坚实的

思想文化基础。 

 

 

 

 

 

 

 

 

 

 

 

 

 

 

 

 

 

 

 

 

 

 

  



表 2.《机械制图》课程思政案例 2 

课程名称 机械制图 任课教师 

苏文桂、 梁敏慧、黄云飞、

官倩宁、付洋、李竞、李海

平、蒲明辉、卢煜海、蓝淑

渊、陈建波、项载毓 

课程类别 学类核心 适用专业 机自、机电、车辆、能源 

课程学时 56+40 授课对象 本科 

授课章节 
第 1章 制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1-3 平面图形的尺寸标注 

教学目标 

1.思政目标 

   培养学生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2.知识目标 

掌握尺寸的组成及平面图形尺寸标注的方法。 

3.能力目标 

运用制图国家标准绘制平面图形并进行尺寸标注。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容

与思政元素

相融合） 

 

思政元素：良好职业习惯的养成——云南稻农断指事件 

 

融合思路：以工程图样尺寸标注为切入点，对于机件而言，尺寸是

加工、生产的重要依据。 

 

实施过程：工程图样的视图是用于描述表达对象的几何形状，其大

小必须通过尺寸来确定。课堂中以中央电视台 315 晚会报道的云南

稻农断指事件为例（某农机生产企业在送料器的设计图中，送料作

业尺寸小于人体手臂常规长度），引导学生通过分析设备产生人身

伤害的原因，体会在机械设计与制造的过程中一定要养成安全性、

科学性的职业素养，以及在工程图样标题栏中需要设计、审核、工

艺负责人签名的意义和作用。从而使学生深刻了解工程图样的严谨

性、安全性、科学性以及拥有良好职业习惯的重要性。 

 

教学成效：提升学生对工程图样重要性、严谨性、科学性、安全性

的认识，促进学生养成严谨读图、绘图的良好职业习惯。 

 

 

 

 

 

 



  



表 3.《机械制图》课程思政案例 3 

课程名称 机械制图 任课教师 

苏文桂、 梁敏慧、黄云飞、

官倩宁、付洋、李竞、李海

平、蒲明辉、卢煜海、蓝淑

渊、陈建波、项载毓 

课程类别 学类核心 适用专业 机自、机电、车辆、能源 

课程学时 56+40 授课对象 本科 

授课章节 
第 3 章 基本立体 

3-1 平面立体 

教学目标 

1.思政目标 

  形成多视角多立场看问题的能力与习惯，以辩证的、关联的、发

展的、矛盾的理念认识世界本质。 

2.知识目标 

理解三视图的形成及投影规律。 

3.能力目标 

运用“三等关系”对平面立体进行投影分析及绘图。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容

与思政元素

相融合） 

 

思政元素：唯物辩证法在“三视图”作用原理中的方法论 

 

融合思路：“三视图”作为工程制图的基础，在工程行业中具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三视图”工作原理的底层逻辑，是因为单一视图

只能反映物体某特定方位的结构形状，只有通过从不同方向对同一

物体进行投射的“三视图”的相互结合、共同表达才能完整而准确

地反映物体的结构和形状。在讲解空间几何体与投影工程图的相互

转化知识点过程中，需要引入三投影面体系及相应投影规则分析来

辅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此时可引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即一切客观事物都并非片面、孤立、静止的，而是多层、多维且动

态变化的，无论是我们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还是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都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来面对和处理，

继而引导学生从对理论的学习延伸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 

 

实施过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局动荡变革令人

眼花缭乱，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法宝利器。当代大学生应形成多视角、多立场看问题

的能力与习惯，以辩证的、关联的、发展的、矛盾的理念认识世界

本质，用正确的思维指导自身学习，在终身学习中展现青年风采，

为国家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教学成效：培养学生哲学素养和辩证思维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强国

的热情。 

 

 

 

 

 

 

 

 

 

 

 

 

 

 

 

 

 

 

 

 

 

 

 

 

 

 

 

 

 

 

 



表 4.《机械制图》课程思政案例 4 

课程名称 机械制图 任课教师 

苏文桂、 梁敏慧、黄云飞、

官倩宁、付洋、李竞、李海

平、蒲明辉、卢煜海、蓝淑

渊、陈建波、项载毓 

课程类别 学类核心 适用专业 机自、机电、车辆、能源 

课程学时 56+40 授课对象 本科 

授课章节 
第 3 章 基本立体 

3-4 两回转体表面的交线 

教学目标 

1.思政目标 

  培养“两弹一星”精神，迎难而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曲面立体相贯线的性质作图方法。 

3.能力目标 

能根据相贯体(两个立体相交)的两视图，画出第三视图。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容

与思政元素

相融合） 

 

思政元素：立体的投影及交线（相贯线）学习难点的学习——“两

弹一星精神”科学家事迹 

 

融合思路：安全生产不仅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切身

利益的大事，更是企业最根本的要求。特别是在涉及各种有毒，有

害及危险环境下进行采矿工作的智能机器人（如煤层采掘机器人、

凿岩机器人、井下喷浆机器人以及瓦斯、地压检测机器人等）。结

合前面所学图学知识，机器人是由多个基本体综合截交相贯叠加形

成的，切入相贯线在日常生产中的重要性。相贯线的知识点学习是

教学过程中的难点，学生在学习该知识点时容易出现畏难情绪。课

堂将利用“两弹一星精神”中迎难而上、自力更生、家国情怀等案

例，广大科研工作者怀着对祖国的深厚热爱，舍小家为大家，默默

奉献在艰苦的科研一线；在面临国外技术封锁和艰苦的科研条件时，

他们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力量，顽强拼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激发学生的勇于攻坚克难的意识。 

 

实施过程：面对学生的畏难情绪，解构相贯线的作图方法（积聚性

法（表面取点法）/辅助平面法）让学生明白规律都有其适用的范围。

利用柱锥垂直正交的例子先采用表面取点发求解相贯线，再次利用

辅助平面法求解相贯线。通过两种方法的对比应用比较，引导学生

正确对待人生发展中的顺境与逆境，培养学生知难而进的意志和毅

力。 



 

教学成效：培养学生刻苦钻研、树立报效祖国的家国情怀。 

 

 

 

 

 

 

 

 

 

 

 

 

 

 

 

 

 

 

 

 

 

 

 

 

 

 

 

 

 

 

 

 

 

 

 

 

 

 

 

 

 



表 5.《机械制图》课程思政案例 5 

课程名称 机械制图 任课教师 

苏文桂、 梁敏慧、黄云飞、

官倩宁、付洋、李竞、李海

平、蒲明辉、卢煜海、蓝淑

渊、陈建波、项载毓 

课程类别 学类核心 适用专业 机自、机电、车辆、能源 

课程学时 56+40 授课对象 本科 

授课章节 
第 8章 标准件与常用件 

8-2 螺纹紧固件 

教学目标 

1.思政目标 

  培养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的职业素养。 

2.知识目标 

（1）熟悉常用紧固件的类型、标记和查表方法； 

（2）掌握常用紧固件的画法。 

3.能力目标 

（1）能识读并正确画螺纹及紧固件连接（螺栓联接、螺柱联接、螺

钉联接）； 

（2）培养学生察看能力和剖析能力。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容

与思政元素

相融合） 

 

思政元素：标准件与常用件画法的重要性——雷锋的“螺丝钉精神”

以及“致命螺丝钉”安全事件案例 

 

融合思路：由内、外螺纹画法以及常见螺纹紧固连接画法，引出螺

钉在工业发展中无处不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进一步引出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忠于职守的“雷锋精神”，以及螺钉在安全生产中

出现的典型安全事件。 

 

实施过程：通过讲述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乐于助人，特别是

爱岗敬业的“雷锋精神”事例，以及国内外重大事故，引出螺纹连

接件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螺纹连接件的失效不仅会造成严

重经济损失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引起学生的深入思考：1999年浙江

温州空难事故，在距离机场 20 公里处发生坠机，造成 61 人死亡，

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为升降舵操纵失控，后续调查发现失控原因是

连接升降舵操纵杆和摇臂的自锁螺母旋出脱落，螺栓连接失效。2021

年，美国 Wenatchee 号轮渡在航行过程中，主机上的一根连杆和半



个活塞甩出，引发火灾，事故原因为螺栓松动导致的活塞衬套与曲

轴无法校准，失去润滑，从而过热引发火灾，最终维修费用达到 380

万美元。由此可见，螺丝钉虽小，但其作用巨大，不可忽视。对于

每一名大学生来说，无论处于何种岗位都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

钉，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教学成效：培养学生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素养，鼓励在平凡的岗位

上为国家和人民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表 6.《机械制图》课程思政案例 6 

课程名称 机械制图 任课教师 

苏文桂、 梁敏慧、黄云飞、

官倩宁、付洋、李竞、李海

平、蒲明辉、卢煜海、蓝淑

渊、陈建波、项载毓 

课程类别 学类核心 适用专业 机自、机电、车辆、能源 

课程学时 56+40 授课对象 本科 

授课章节 
第 10章 装配图 

10-1 装配图的作用及内容 

教学目标 

1.思政目标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工程

伦理道德素养。 

3. 知识目标 

  理解装配图的作用和内容 

3.能力目标 

通过对比零件图，能区分装配图从作用组成、视图表达要点到尺

寸标注技术要求等方面的不同之处，从而培养学生比较、分析和应

用能力。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容

与思政元素

相融合） 

 

思政元素：装配图的作用——当代大学生在实现祖国从“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迈进过程当中的使命担当 

 

融合思路：剖析我国在实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国家战

略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和困境（工艺的精湛度、产品的精密度、

品质的稳定性和耐久性等问题），从而延伸到装配图在装备制造领

域当中的作用和重要价值。 

 

实施过程：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如果只是从规模上来讲，自

2009 年开始，中国的制造业就是世界第一；但从质量、结构、可持

续发展能力上来看，我们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的制造业在高端制

造和先进制造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

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设制造强国，强调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制

造业正处于结构调整、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要科学认识我国制造

业的优劣势，围绕制造强国的目标要求、重点方向，推动我国从制

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是未来十几年中



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举例航空航天装备、高

铁列车、大型桥梁等重大工程项目中的装配图实例，将思政元素融

入案例分析中。通过讲解这些案例背后的工程故事、技术创新历程，

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刻感受到工程领域的伟大成就和

工程师们的使命担当，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工程伦理道德素养。 

 

教学成效：激发学生学习强国的意识，鼓励学生主动投身到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事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