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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背景下机械制图课堂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张小强 

（江苏省陶都中等专业学校  214231） 

摘要：随着我过各高校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机械制图教学模式也在信息技术的背景下逐步发生了改变。想要实现理论教学与
实践训练可以充分的融合，最大程度的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训练学生拥有独自处理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培养学生具备创新技能提升专业技术。应将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充分的融合，与机械制图紧密连接，使枯燥乏味的课堂变的
丰富，从而，激发学生对于机械制图专业的兴趣，提升学校教学质量的同时，完成预期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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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作为正在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国家，对于人才的需求

在每日剧增，人们对于机械制图教育教学水平的关注也不断地提

高。信息化时代高速传递信息的能力，以及不断普及的电子设备，

都在充斥着各种行业向信息化时代去靠拢。因此，机械制图教育与

信息技术融合是势在必行的。但是，每一次教育改革想要成功，都

是艰难的、极富挑战性的。传统机械制图课程的教学，绝大多数都

将重点放在纯的理论知识输出，对于实际的专业技能实践，以及知

识内化情况的关注则不足。本文通过了解机械制图教学与信息技术

融合的必要性，研究分析的其课程现状，和问题，给出创新理论及

实践办法，为我国的信息技术与机械制图教学的改革奠定基础。 

1.机械制图教学与信息技术融合的必要性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持续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迎来了新的改

革契机。从现阶段将信息化技术与高校教育融合完成的国家中，信

息化技术充分的展现出了其优秀的教育价值。总的来说，将信息化

技术与机械制图课堂教学融合的必要性，可以体现为两点。[1]首先，

信息化技术与机械制图课堂充分的融合，可以在提升学生专业技能

的同时，训练学生的空间感知能力。截止到目前为止，各中高校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学习能力均不足，使多数学生在学习机械制

图方面知识时，无法得到充分的理解，最终导致学生对于机械制图

课程失去兴趣。如果教育工作者可以将信息技术融入到机械制图的

课程中，可以有效实现提升学生领悟抽象知识的能力。与此同时，

能对学生的空间思维起到指引和启发的作用。比如，教育工作着可

以在中高院校平时的机械制图课程中，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使

平日无法体现出的机械内部，通过 3D 模型、图片、片段等多元化

的形式充分的展示出来。使不易被学生理解的三视图等抽象知识，

更直观的让学生理解。用过教育工作者利用全景绘图等技术操作的

运用下，可以迅速提升学生们的空间感知能力，进一步的为日后学

习更加繁复机械机构与理论知识，打下坚实的根基， 

其次，学生对于理论知识内化的不充分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信

息化的技术得到解决。机械制图课程有着知识涵盖面广、理论性强、

课程内容单一乏味以及学习过程单调乏味等特点。因此，绝大多数

学生在学习机械制图课程时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兴趣不够积极

的问题产生，最终导致了教学效果的不理想。可是，如果可以将现

代化的信息技术与传统的机械制图课程充分的融合，便可以轻松的

将原本难以想象的理论知识，以 3D 模型、课程视频、机械图片等

多元化的形式展示在学生面前。最大程度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进步一的帮助学生吸收理解机械知识。 

2.传统机械制图课程中的不足之处 
各种高院校的传统机械制图课程教学中，有非常多的因素，限

制了机械制图教学的质量的发展，对于学校培养专业性人才的能力

产生了不利影响。主要可以从下列几个问题中看出，传统课程的不

足之处： 

（1）课程主体重点放错 

具体来讲，国内的教育从小就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普遍

将课程的主体放在了教育工作者身上。[2]可学生才是真正接受教育、

参与学习课程的主体。如果将机械制图课程的教学内部重点放在在

教育工作者身上，就会使学生上课时产生“被迫感”，从而对机械

制图课程失去兴趣。国内传统的教育模式，会导致多数学生认为，

课程分为压抑、被动性学习的感觉大于主动性学习的感觉，对于本

就乏味单一且深奥难懂的机械制图课程，无疑是雪上加霜。沉闷枯

燥的学习氛围，导致学生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之中，所以教

学质量也会随之降低。 

（2）教学模式过于单一 

在各中高院校在以往的机械制图课程中，绝大多数都是采用模

型法来完成教学，利用模型的还原能力，帮助学生对于空间感的建

立，实现学生对抽象空间的想象。可是机械制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学科，所涉及到的图形是无法通过固定的几个图形被完全的展现出

来。所以，模型法的教学模式有着更大程度的局限性。单一的图形

无法实现机械制图课程多样性以及多变性的要求，对于学生提升空

间感知的能力不足。 

（3）手绘制图过度消耗人力物力 

传统的机械制图课程中，现代化的课堂教学模式并没有被普及

应用，绝大多数的教育工作者，只能利用人工在黑板上进行绘制。

虽然在教学途中也可以起到教育学生、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的目

的。[3]可是机械制图的内部结构都较为繁复，手工绘制不但需要绘

图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制图能力，还大量的的占据了课堂的教学时

间，过度的消耗了教育工作者的精力，影响了其教育质量。最终使

学生在本就有限的课堂时间中，无法摄取到更多的知识，降低教育

工作者教学效率的同时，更对教学的质量造成了不利影响。 

（4）教学过程的难点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机械制图无疑是整个机械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难点，其中涵盖的

几何图形形状、线、点、面、机械零件内部结构等许多复杂的分析

与学习。这些知识都是较为抽象的空间感很强的单元，凭借教育工

作者口头传达，难以让学生理解机械图形的立体感以及其真谛所

在。因此，传统的机械制图可能都无法突破这一困难，所以机械制

图的教育一直处于停滞阶段。 

3.信息技术背景下机械制图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的新原则 
3.1 与人才需求相匹配的课堂教学模式 

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各高校无疑成为国家人才输送的基地，

所训练出的人才不但理论知识过关，更要具备其实操技能，为国家

的可持续发展性奠定坚实的基础。总体来说，学生要步入社会，成

为对国家有用的高素质人才，教育行业的整体优化是新时代背景下

的一个必经之路。[4]各中高院校需要从培养高素质、高专业性人才

的角度出发，持续更新现有的教育教学手段，构建完善的教育教学

体系，实现国家渴求人能巧匠的愿望。 

3.2 紧跟时代脚步的课堂教学创新 

在全球不断提升信息化水平的今天，国家对于机械类岗位人员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现代话的机械生产企业的岗位中，越来越多

的提出工作人员需要具备整体性、专业性、科学性的岗位技能。现

阶段，国内各中高院校在训练高素质人才的过程中，应不断的更新

顺应时代的变迁，和企业的发展，创建紧跟时代脚步的 机械制图

课堂教育模式。使信息技术可以再机械制图课堂中发挥中最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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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如，在创建全新的机械制图课堂教学时，势必要以“与时俱

进”为首要原则，科学的通过信息化的教育道具，使现代化金属材

料、机械加工技术等多重理论知识们可以与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融合

到机械制图课堂教学中，进一步的提升教学质量。 

3.3 注重理实一体化创新的课堂教学 

在常年“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国内的教育绝大多数都是以理

论知识为主，而忽略了最终的实践。想要提升学生的综合工作能力，

理实一体化无疑是其重要的途径之一。在各中高院校进行人才培养

的进程中，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化的教育模式在传统教

育中的优势，进一步的提升课堂教学的创新效果，实现理实一体化

的教学理论。总体来说，国内现阶段的信息技术在飞速的发展当中，

各中高院校应该冲破传统教育的枷锁，通过课堂的教育环节，将实

际操作的过程贯穿到整个课堂教学之中，进而实现理论与实践充分

融合的教育学习状态，提高教师教学的理想效果。 

4.信息技术背景下机械制图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4.1 提升信息化工具的使用频率，提升课堂教学成效 

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各中高校也拥有了更为多

样性的教育工具。在复杂的机械制图课堂教学中，教育工作者可以

通过现代化的工具，丰富机械制图的课堂教育，创建更为直观、有

趣、认知性高的全新世界。比如，想要达成学生更为直观的观察、

理解三视图的知识难点，可以平常的机械制图课程中，通过

Mastercam 软件，创建出多个机械零件的三视图。[5]第一步，让学生

对单个零件的特定视角开展主观的描述。第二步，将机械零件的其

他角度视图的实际情况，完整的呈现在学生面前。第三步，通过现

代化的信息技术，让学生可以多角度，不同视角的对零件的内部展

开观察工作。第四步，由教育工作者为学生详细的解释“主俯长对

正，主左高平齐，俯左宽相等”的投影规则。通过上述四步对机械

制图课堂的改革，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枯燥乏味的机械

制图知识变得丰富多彩，最终达到预期的教学成效。 

4.2 优化信息化教育平台的功能，深入课堂教学成效 

经研究调查结果表明，各中高职院校的机械制图课程始终都是

机械专业的一个难点以及重点学科。特别是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

绝大多数机械制图课程采取的手工绘制图纸的教育模式，导致教育

工作者无法对繁复的机械工程图形进行充分的拆解。现代化信息技

术的加入，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困境。所以，全体机械制图课程的

教育工作者，可以提升信息化教育平台的功能，使学生可以更好更

高效的吸收所学的知识，使现代化信息技术成为机械制图教学中更

好的道具。例如：在进行信息化辅助绘图单元的授课阶段，教育工

作者可以利用平台强大的功能同步的发布相关课件，对于当堂课程

的内容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视频，同时对学生详细的讲解各种新

型制图软件的使用方法，像是 CAD、3DMAX、PS 等都是线下比较

主流的制图软件，在课后相应的布置基础的制图任务，让学生熟悉

软件的同时，潜移默化的完成学习任务。上传到平台的课程，也可

以让学生反复的观看，使那些难以理解的知识点，一遍一遍的深入

学生的脑海之中。教育工作者也可以选取优秀的作业作为课堂传授

内容，让学生更直观的感受机械制图的魅力，提升学生的自豪感。 

4.3 提高现代化信息技术实操训练力度，增强课堂教学测验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部门中高院校的实操训练模式角度切

入，因为多重客观因素的影响，学校自主建设的培训基地成为学生

唯一的实操场地。但是这样的场地中缺乏对于实际工作的操练，以

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多数的实训沦为“纸上谈兵”并未能充分

的将实训的意义展现出来，导致课堂中的理论知识无法与实际操作

相互结合。[6]因此，各中高校可以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增加与

各企业的合作，以实习的角度进一步的对学习到的知识进行检验。

只有真正的参与到工作之中，才有可能将机械制图的理论知识得到

充分的施展。另一方面，各中高校也可以通过引用企业资源，提升

校园内部的实操训练基地，逐步形成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完整且

先进的机械制图培养园。 

结   论 
综上所述，各中高院校机械制图可能的信息化教学，可以有效

的改善传统教学的弊端，将信息化教学的理念与机械制图教学充分

的融合，为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完成为国家输

送高素质人才的目的，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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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完善，其次，是考核评价内容的建设，实际建设时，应打破传

统以学习成绩为主的考核评价内容，以应用为主线，通过应用学习

和内化知识，通过实践训练技能，强化对学生实践能力、技能操作

水平和掌握的评价，通过任务设计、实际操作等，检验学徒能做什

么、会做什么，以此推动教学考核评价的优化和完善，使教学考核

评价符合现代学徒制模式下校企共建课程建设需要。 

总结：对现代学徒制模式下校企共建高职院校电子电气类课程

进行分析，不仅要强化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理解，还需要围

绕高职院校校企共建现状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校企共建组织机

制建设，以及现代学徒制模式下校企共建课程培养模式、课程资源

和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的方式，以此在深化现代学徒制模式融入的同

时，为高职院校电子电气类课程校企共建理念下的建设优化提供良

好基础，有效推动高职院校电子电气类课程建设及人才培养质量水

平。 

参考文献： 

[1] 翁培珠. 校企共建工作室的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研究[J]. 
文理导航:教育研究与实践, 2020. 

[2] 刘雨花.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高职院校商贸类专业课程
体系构建探索——以电子商务专业为例[J]. 大学:教学与教育, 
2020. 

[3] 沈琴. 高职电子商务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运行方式的
重构分析[J]. 营销界, 2020(11):190-191. 

[4]王霓.现代学徒制育人模式在高职人才培养中的实践[J].
中国商论,2021(24):189-192. 

[5]缪建军,冒范亮.“校企合作”常态下企业新型学徒制实施
策略及路径研究[J].中国培训,2021(11):4-6. 

作者简介： 
张蓉波（1988—），女，汉族，湖南湘潭市人，大学本科，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应用电子技术 
项目来源：2019 年湖南省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