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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融课堂”创新课程思政
——以三视图的形成及投影规律为例

徐立青 1 　张灵晓 1　 孙忠日 2

（1.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铁道装备制造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00；

2. 吉林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延吉卷烟厂制丝车间，吉林 延吉 133000）

摘要：三视图的形成及投影规律是《机械识图与零件测绘》

课程的理论基础，在高职学生的理论知识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

要的地位。本文以三视图的形成及投影规律为例，结合课程教

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利用视频引入、动画展示等信息化手段，

将多角度看待问题、大师风范、扎实学识等思政教育融入到课

堂教学中，实现理论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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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械识图与零件测绘》课堂思政的必要性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坚持“立德

树人”的教育理念，将思政教育落实于教学中的每一环节，从

而实现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在最大程度上推动我国教育

教学事业的发展。

《机械识图与零件测绘》课程是工程机械运用技术、机电

一体化技术等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涉及学生范围非常广，因

此将课程思政教育落实于教学中是十分必要的。如何在课堂中

巧妙地融合思政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目的，也就成为了授

课教师们的工作重点。

二、“德融课堂”创新课程思政教育目标

（一）理论知识目标

1. 掌握三视图的形成方法；

2. 掌握三面投影规律；

3. 能够利用三面投影规律绘制三视图。

（二）思政教育目标

1. 能够理解并透过现象看本质；

2. 能够多角度看待问题；

3. 理解“无规矩不成方圆”的含义，遵守规则；

4.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尊崇大师、追随大师、学习大师们

创造历史精神、追求真理精神、不懈奋斗精神和实践精神；

5. 能够勤奋努力，在学习中充实自身，并不断提升自身的

竞争能力。

三、“德融课堂”创新课程思政的教学实施

课程教学一直秉承我校“德修身、技立业”的校训。为了

解决教学重难点问题，搭建了基于职教云课堂的三导、三学、

三评的课堂教学模式，通过预习、针对引导、自主提升的三导

模式来导学，利用微课、模型、动画的三学模式来助学，采用

互评、师评、自评的三评模式来促学。

下面以三视图的形成及投影规律为例，具体说明“德融课

堂”创新课程的教学实施过程。

（一）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课堂开始时，播放热点视频“变、变、变”，让学

生思考，并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分析这段视频中，小女孩

的影子随着手电筒位置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是上节课学习

的哪种投影方法，并且根据投影大小的变化，复习中心投

影法的投影特点，继续引导学生复习另外一种投影方法：

平行投影法，以及平行投影法的分类与特点，为本节课的

知识做好铺垫。 

在课前，播放视频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

教师将哲学思想“透过现象看本质”传达给学生，因为在

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遇到的是事情的结果，却难以发现事

情的起因与过程，所以才会导致我们不能纵观全局，也就

是说我们大多时候只看到果、未看到因。因此告诫学生要

掌握其规律、摸索其起因、了解其过程，透过事物的表象

来发现其形成的原因，这就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

表及里，由此及彼。

（二）多角度看待问题

为了引出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三视图，在进入学习之前，

首先以一段经典的影视作品《唐伯虎点秋香》引入，视频中，

作品中唐伯虎看到一个曼妙女子变成了粗糙大汉，这仅仅需要

一个转身动作。在这里教师自然而然地融入思政教育，提出看

待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入手。

为了进一步说明，教师借用宋代大诗人的《题西林壁》，

后两句是即景说理，谈诗人游山的体会，它启迪人们认识为人

处世的一个哲理：人的经历不同，看待一个问题的起始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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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方式也存在差异，因此认知事物的过程中往往以主观意识

为主。这告诉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应从多角度进行思考，摆脱

主观成见。

同样的，在机械制图中，单面投影无法唯一确定出形体，

继续引导学生双面投影也不能唯一确定物体的空间形状，为了

将空间立体表达清楚，就必须引入三面投影。

课堂上通过影视作品和经典古诗的运用，穿插“多角度看

待问题”这个思政教育点，引出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初步实现

了理论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三）无规矩不成方圆

三视图的形成是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内容，该环节利用实物

模型来探讨。通过探讨得出三面投影体系是由三面三轴一原点

组成的，在表达物体形状时，将物体放置于三面投影体系中，

由前向后投射，其中，主视图是在正立投影面（V 面）上的得

到的投影；与之类似的，俯视图是在水平投影面（H 面）上的

投影。

接下来是左视图，由左向右投射，在侧立投影面（W 面）

上的投影即为此。为了便于表达，需要将三面投影体系展开到

一个平面上，相关的标准明确指出，在三面投影体系展开时，

一般情况下，要保证“V”面静止不动，将 Y 轴剪开，H 面绕

X 轴向下旋转 90 度，W 面绕 Z 轴向后旋转 90 度，使它们和 V

面在同一平面上，此时，Y 轴一分为二，在 H 面用 Yh 表示，

在 W 面用 Yw 表示。

此处，教师提出在绘制机械图样时，应紧紧结合《机械制

图》国家标准中的相关规定，要保证工具使用的标准性与准确

性，把握具体的绘图方式，还要在工作过程中，秉持一丝不苟、

实事求是、严谨求实的职业态度。然后进一步引申到人生哲学

“无规矩不成方圆”。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组织、

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标准。世界要和平，国与国之间要遵守

约定，“中美贸易战”美国出尔反尔，是违反世界规则，终究

要被未来淘汰；国家要发展，离不开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我

们要富裕，就应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四）大师风范受人敬

该环节由教师布置任务，小组合作探究出三面投影规律：

主、俯视图长对正，主、左视图高平齐，俯、左视图宽相等。

在该环节中，教师提出问题：“你知道是哪位学者总结出的三

面投影规律吗？”并揭晓答案：“赵学田教授。赵老先生一生

都致力于工程图学的研究和推广，总结出的九字规律：长对正、

高平齐、宽相等，使工程图学变得易学易懂，这九字规律也贯

穿了机械制图的整个学习过程。”

“正是有赵学田教授等大师们的精神感召与文化浸润，中

华文脉才能根深而叶茂，中华精神方可历久而弥深。正是大师

们的高尚人格、无私精神和师德风范使祖国山河倍增葱茏，让

中华文明更显壮丽。

”未来的中国是属于新一代年轻人的，作为新中国的接班

人，你们正值青春，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应尊崇大师、追

随大师、学习大师们创造历史精神、追求真理精神、不懈奋斗

精神和实践精神，抓住最好的发展时机，共同努力，继承中华

民族之精神，复兴我伟大中华。

（五）勤学苦练基本功

在课堂结束之时，再送给同学们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要识图纸真面目，勤学苦练基本功。”

通过一首诗，勉励学生要勤奋努力地提升个人技能，天道酬勤，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我们只要不懈努力，在工作中不断完善自

身的能力，为自己的未来发展做好充分保障。

四、结语

《机械识图与零件测绘》课程是机械、机电等相关专业的

基础课程，将德育融入到课程教学中，不仅有效地提升了学生

的知识技能，而且弘扬了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理

论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实现了课程思政与专业

课程的相互促进、相互提升，为学生今后的成长和发展保驾护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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