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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出问题
对口单招是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

符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即技术技能型人才。传统的劳动者已
不满足现代制造业的要求，企业要求的是有创新能力、有专业
知识、能后继学习以适应生产发展的劳动人才。同时，对口单
招也给了曾经失败的初中毕业生一次圆大学梦的机会，给他们
的家庭带来希望。

《机械制图》学科是机械专业对口单招考试的重点专业基础
课之一，也是学生学习最为困难的一门学科。长期以来，很多
学生畏惧制图课程，画图难，读图难已是学生一届一届传承下
来的老大难问题。如何激发学生学习《机械制图》的兴趣，提
高《机械制图》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学生思维能力，是每一
位该学科老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2  分析问题
学生对于《机械制图》课程感到学习困难的原因在于以下

几点：
2.1缺乏空间想象能力

《机械制图》课程是研究运用投影法绘制和阅读机械工程图样
的学科，其中图样是能

准确表达物体的形状、大小及技术要求的图形，要求学生能
掌握正确绘图、读图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技巧。这就要求学
生有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才能将物用图表达，由图而知物的形
体特征。

传统的制图教学中老师只能借助简单的模型来对形体进行讲
解，或利用投影纸展示形体结构或黑板上手绘轴测图来帮助学生。
这些显然是不够的：模型数量有限，不能提供更多种的结构，而
投影纸或轴测图不能多方位多角度展现形体的外部结构和内孔分
布情况，这就很难培养学生的空间构造能力。

2.2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
学好《机械制图》仅仅依靠良好的空间想象能力是远远不够

的。对于结构复杂的形体，
很难全面地把形体的结构完全想象出来。分析近年来对口单

招考试中《机械制图》学科的考试内容，不难发现形体难度在不
断提升，它综合考察了学生空间想象能力和分析能力。

我们的学生在练习时会发现光去想象形体是远远不能正确解
题的，还需要会对形体进行分析：结构的外形由几部分基本形体
组合而成；它们各属于什么样的组合形式；这些组合形式在作图
时需要注意什么。再分析形体内部结构有哪些孔或槽；它们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作图时如何表现这些关系。这些都是学生所缺
乏的，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思考直至学生最终能自主分析，
使问题化繁为简、化难为易。

2.3缺乏浓厚的学习兴趣
从学习组合体开始，学生对《机械制图》的恐惧是日益增长，

甚至发展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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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械制图》学科的教学对教师有更高的要求，对学生来说更是一门难以掌握的学科。在该门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合理
运用solidworks软件进行辅助教学，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更是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乐趣。教学
实践表面，该软件可使课堂教学取得更显著的效果。

【关键词】solidworks软件；《机械制图》课堂教学；合理应用

“图”色变的状况。原因分析如下：
首先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大都是中考的失利者，他们基础知

识弱，长其以来又缺乏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在学习上没有主动性，
自觉性普遍不高。

其次他们对学习有畏难情绪，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不能迎
难而上，使小问题最终发展成大问题，在学习上体验不到成功的
快乐，最终失去对学习的兴趣。　　　　

第三缺乏好的家庭督促作用，很多学生做不到独立完成家庭
作业，而家长在学习上也没有起到督促作用，对他们的学习不闻
不问，甚至有的家长从不关心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对于学习中
遇到的问题更是不管不顾。

3  解决问题
笔者一直从事于对口单招班《机械制图》的教学工作，多

年来对此问题一直进行探究。
Solidworks 是一款三维建模软件，将它合理运用在《机械

制图》课堂教学中能很好地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
3.1有助于学生空间想象能力的培养
如果说学生在初中时学过立体几何，有一点点的空间概念，

那么对于刚接触的《机械制图》中从未认识过的相贯线、剖视图
等这些概念，大部分学生大脑里是没有这样的形体结构的，这就
需要我们在教学中用一种手段能将这些结构形象生动地呈现在他
们的眼前，这样能更好地帮助他们构建形体的空间概念。

Solidworks软件通过对平面草图进行凸台拉伸、旋转、放样
等功能形成零件外形，通过拉伸切除、旋转切除等功能形成零件
的内部结构，并通过颜色的渲染提升零件质感，这样尽可能给学
生提供不同结构特征形体的教学模型。

同时，在软件中所建的模型可进行不同方向的旋转让学生从
不同角度观察模型，亦可对模型进行放大缩小，使形体上微小
的结构也能清楚地呈现出来。课堂上使用Solidworks 软件对组
合体建模，使学生加深对形体的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空间想
象能力，最终使学生能够准确绘图。

3.2有助于学生解题思维能力的提升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学生一百道题不如提升学生自

主的思考能力，如此无论
学生遇到怎样的问题

都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分
析解决。

例如在江苏省19年的
对口单招考试《机械制图》
试题中有这样一道题：已
知主视图和俯视图，要求
补画左视图中所缺的图线，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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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般的同学拿到这样的题目会感觉无从下手：靠完全想
象出形体结构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要正确完成这道题光靠好的
空间想象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分析能力。在的课堂教学
中，合理利用Solidworks软件就能很好地提高学生这方面的能力。

在平时课堂中如何运用Solidworks软件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的能力呢？我们以此题为例进行说明。

第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建模时我们应先建立哪一个基本形体，
它又属于哪种形体？学生自然就会去分析这个组合体的外形有几
部分组成。如下图，我们先建底座。紧跟着提出如何判断底座
前端是球面还是圆柱面，学生思考判断球面还是圆柱面的方法有
哪些，引导学生观察底座上的外形左视图和内孔画法，自然明
白前端是球面。这样就能正确补画出底座外形的左视图。

第二步建模时组织学生思考第二个外形体的结构，同时思考
两形体之间的叠加关系，如此第二个外形及与第一个形体的相贯
线的左视图即可画出。

第三步分析内孔。首先学生分析形体中共有几个内孔，先
分析哪个孔更有助于我们解题，可通过建模过程使学生得出结
论。很显然，我们应该先作出底座的半圆通孔和组合体上从左
向右所切的圆通孔，因为这两个孔是独立的，而从上往下所切
的圆通孔皆与它们相贯。最后正确完成左视图的绘制。

在课堂教学中这样进行直观的引导思考，相比较仅对着题目
讲解要形象得多，更容易激发学生去思考分析，从而达到提高学
生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的目的。

4　有助于改变学生学习恐惧的状态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意

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一旦对某件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会主动
地去学习、去探索、去研究、去实践，并能从中产生愉快的
情绪，体验成功的乐趣。“兴趣”是学好知识的动力之一。

所以要学好《机械制图》这门学科就要消除学生对该课的
畏惧情绪，激发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要由“怕学”变
成 “ 想 学 ”、“ 乐 学 ”。

虽然对于中职学生，或是对口单招考试，都没有学生能够
进行三维建模的要求。但在课堂教学中，教会学生对常见的结
构类型进行建模，这不仅为学生将来进一步的学习打一基础，
更使得学生“爱”上《机械制图》。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有时会带学生去电脑房进行授课，让
他们用Solidworks 软件完成一些练习题的三维建模及生成三视
图，检测习题的正确率，特别是对于做题时思考错误的结构，
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由原来的害怕，制图课的“度日如
年”变成了渴望上制图课，课堂上的“沉默寡言”变成了主
动思考，积极发言，甚至有的同学对一题多解的结构也能进行
全面的思考。

4.1　有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
对于一名《机械制图》教师，无误的结构分析、条理清

晰的解题思路、简洁易懂的语言表达是上好一节制图课的必备条
件 。

教师在利用Solidworks软件建模的过程，其实也是对形体
的分析过程，做到对形体结构了然于心，在课堂中就能更好地
引导学生分析理解。

熟练使用Solidworks 软件建模也能提高教师的制图能力，
有助于提高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望，达到“亲其师,信其道;
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效果。

5　教学效果与教学反思
笔者对所带的近两届学生均采用了Solidworks软件辅助教

学。在这期间做了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两届学生的对口单招考试成绩：

18年江苏省对口单招考试全省30所
学校机械专业中，成绩排名第 1 0。

　

19 年江苏省对口单招考试全省排名第4。
在《机械制图》教学中应用Solidworks软件辅助教学改变了

传统教学的枯燥乏味，利用软件建模将形体生动形象地展现给学
生，使得呆板的课堂变得生机盎然，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兴趣，大大提高了他们地空间构造能力和思维能力。同时也给
学生为后续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发现在教学中如果过分使用Solidworks软件进行教学的
话，会使得学生在解题时产生依赖性。会出现有的学生如果没
有建模就不会解题的现象，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的教学目标的。
那么如何合理应用Solidworks 软件以达到课堂最大效果，也是
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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