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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化工制图与CAD”是高校化工类专业必须的一门重要课程，该门课程的实践性很强，因此如何通过实践
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工程实践能力，是当前课程教学的关注重点。本文首先分析了高校“化工制图与CAD”
课程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并着重对课程实践教学的改革提出一点拙见，以期能够为广大教育同仁提供一
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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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部早在 2010 年启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

划”，致力于解决高等教育中的工程教育突出问题，旨在
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为社会培
养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化工专业教学具备两大特点，
第一是工程特色明显，第二就是专业对口行业宽泛、覆盖
面广，因此该专业所培养的学生要有牢固的基础知识、过
硬的动手能力、自学创新能力以及新技术应用能力，是能
在化工能源、轻工冶金、医药制造、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具备应用及研发能力的技术人才[1]。高校要针对社会需求
以及学生特点，将学生培养成为具备化工工程实践能力的
技术应用人才，通过在传统教学中强化实践教学环节，革
新理论教学方法、增强计算机操作能力，致力于培养学生
的化工工程实践能力。 

1  高校“化工制图与CAD”课程教学中所存在的问
题 

“化工制图与 CAD”课程教学主要要求学生能够识
读零件图、识读化工设备图、识读化工工艺图（识读工艺
管道及仪表流程图、识读设备布置图、识读管道布置图），
并能够绘制化工设备图、绘制化工工艺流程图[2]。由此可
知，“化工制图与 CAD”课程就是化工类专业教学的基础，
要学好该课程知识必须要了解并掌握工程图样的规范应
用、表达方式以及识读方法，能够通过 Auto CAD画图软
件绘制出行业标准的化工设备图、化工工艺图。该课程首
先要让学生利用 Auto CAD软件学会基础的绘图方法，掌
握一定的绘图技巧，最终学生要能将化工单元操作、化工
机械与设备概论、化工仪表与自动化控制等专业知识融会
贯通起来；同时在夯实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还要具备上机实
践能力，要求学生具备空间几何图解能力、工程制图能力
等[3]。尽管该门课程开设已有多年，教学效果较为显著，
然而在教学过程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问题，通常课程理论教
学主要以多媒体课件及黑板基础绘图形式居多，也能做到
理论与实践课时的同步；然而学生并未接触到企业生产实
际，实则还是缺乏真实有效的实践经验。鉴于此，如何在
有限的教学课时中将“化工制图与 CAD”与多门专业课
程相互融合，有效培养学生的化工工程实践能力，还亟待
我们积极探究作出教学改革。 

2  基于化工工程实践的“化工制图与CAD”课程教
学改革策略 

2.1  采取多元化、交互式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化工制图与 CAD”课程前，学生会先修化
工单元操作课程，学习了相关的专业基础，然而此时尽管
学生已熟悉实训流程，但是其工程实践经验、机械加工知
识还较为欠缺，教师要有针对性考虑学生的薄弱之处，借
助多媒体教学结合传统教学强化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比
如，教师在讲授“零件三视图”时，可先通过 Auto CAD
绘图软件将零件制作成三维动画或展示实体模型，要求学
生从三个不同视角观察零件的形态，再根据观察结果绘制
出零件三视图，这样能让学生更为清晰直观地来观察三维
立体物体，锻炼学生良好的空间与结构想象力。应用多媒
体教学简单便捷、生动具象是其主要优势，然而由于多媒
体教学信息存储量大、播放速度较快，在某些重难点知识
环节，学生则不易快速吸收，容易造成学生注意力的转移，
从而弱化学习效果。因此，教师也可通过多媒体结合传统
板书教学的方法，边讲授边绘图从而有计划地控制好课堂
教学的进度，容许学生边学边思考，形成良好的课堂互动，
这样不仅能预留一定的课堂时间给学生做习题集，教师还
可及时在旁进行指正教学，指导学生绘图。在教学“化工
制图与 CAD”的同时，学生也正在接触化工仪表与自动
化控制课程的相关知识，此时他们对化工零件、化工设备
及流程图等知识都相对较为生疏，教师可借助典型性模型
作为教具来展示某些立体图形，且将其与工程实际案例相
互结合教学，这样会让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具象化，让学
生更易接受和理解，继而提高对零件加工、化工流程的认
知能力，以此不但有利于学生提高工程识图和绘图能力，
也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化工工程实践能力[4]。此外，教师
还可充分利用仿真软件、视频资源移动平台实施交互式实
践教学，课前将要学习的教学知识大纲、视频课件、课程
任务等上传到平台，学生可提前进行下载自主学习；课中
实训教学环节，教师采用“练、评、讲、练”循环提升教
学法：首先学生根据任务绘图，教师及时跟进观察学生绘
图的方式方法，记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生完成绘图会
后进行自评互评，提出问题；接着教师再结合师生双方发
现的问题指正讲解；最后留堂时间让学生重新修改，完成
绘图任务。课后教师可通过平台布置作业强化学习内容，
学生在规定时间完成并在线提交给教师批阅，以便教师及
时指正并与学生增强教学互动[5]。 

2.2  将理论与工程实践相互结合 
目前社会就业市场存在一个矛盾的共性问题，一方面

应届毕业生就业难，而另一方面企业却难以录用到满意的
人才。究其原因，还是教育方面的问题，由于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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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融合度不高，往往培养的学生其工程实践能力不
足，无法快速适应岗位的应用需求。基于此，教师要注重
理实教学的有机结合，同时还需引导学生定位自身的专业
实践需求，要培养化工工程实践能力强的应用人才。日常
的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将工程制图知识与工程实践应用紧
密关联，强化学生的化工工程实践能力。比如，学完基础
绘图知识之后，教师在教授化工设备图、化工流程图时，
可通过实践案例进行讲解。我们以用水吸收空气中的 CO2

流程为例： 

 

图 1 “练、评、讲、练”循环提升教学法 

 

图 2  用水吸收空气中的 CO2流程 
钢瓶内的 CO2 经减压后和风机出口空气混合后进入

吸收塔下部，混合气体在塔内和吸收液体逆向接触，混合
气体中的 CO2 被水吸收由塔顶排出。出吸收塔富液进入
到富液槽，经富液泵进入 CO2 解吸塔上部，和解吸塔抽
风风机抽进塔里的空气在塔内逆向接触，溶液中的 CO2

被解吸出来，随大量空气由塔顶排出，溶液由下部进入贫
液槽，解吸液经贫液泵打入吸收塔上部循环使用，继续进
行二氧化碳气体的吸收操作。在这里，教师可借助多媒体
来进行教学，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吸收解吸原理，让学
生学会识读化工工艺及仪表流程图，能够通过 Auto CAD
完成 PID 图的绘制，通过绘图过程了解整个工艺流程，
掌握设备、管理的布置方法及仪表、阀门等控制元件的连
接过程，提高学生的化工工程实践能力。 

2.3  将课程与化工设计及实习相结合 
在“化工制图与 CAD”课程教学中要注重实践教学，

就要将其与化工工程实践及实习有机结合起来。“化工制
图与 CAD”这门课程强调工程技能实训教学，能够更好

地培养学生的工程综合应用能力，帮助学生运用化工基础
知识解决工程具体问题。因此，本专业应根据教学需求分
阶段设置化工单元操作课程、专业课程以及学生实习等相
关课程，结合不同课程任务让学生绘制零件图、化工设备
布置图及化工工艺管道仪表流程图（PID图）等，要求学
生理解掌握流程图所示的内容和画法，能够完整规范地绘
制图纸。专业内各门课程教师要达成一致教学目标，通过
化工专业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相关教学内容将设计工作
所涉及的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教授给学生，还要教会学
生如何通过 Auto CAD绘图软件绘制并表达工程问题。比
如，在教学过程中要设计并绘制化工厂工艺流程，教师要
为学生讲授设计知识结合化工厂管线、设备等实物如何布
置及连接，学生应该使用 Auto CAD如何绘制工厂的主物
料管道、辅助管道，包括各类管线线型、线宽的设置、流
体流向的表示、不同种类阀门的画法及管路、仪表的标注，
不同设备的类别代号、图例的表达方法等，让学生能够将
理论与实践进行结合应用。高校要充分重视本专业教学的
工程实践，要设置相应的跟岗实习、顶岗实习环节，在实
习中让学生渗透理解化工生产工艺和原理、工艺操作规范
和流程、重要设备结构等。学生实习过程要求其记录实习
过程及心得体会，绘制实习工厂的设备图、工艺流程图等，
以此让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及实习过程将“化工制图与
CAD”课程所学知识进行有效实践和延伸。 

2.4  进一步完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 
基于“化工制图与 CAD”这门课程的工程实践性极

强，为强化教学效果则需要及时开展教学评价，进一步完
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在传统教学评价中，往往以平时
50%+期末 50%来考核学生本学期的学习情况，其中平时
考核包括出勤情况、习题集完后情况、CAD 作业、大作
业的手工绘制作业（设备图、工艺流程图）设备图、工艺
流程图以及平时表现等方面；期末考核则是上机实操考试
实操。笔者认为，基于该门课程的实践性更强，课程教学
评价应以过程性评价为主，以便及时反馈教学中的问题，
较为全面地评价学生的阶段性学习成果，这样更具备科学
合理性[6]。因此，教师应在此基础上适当调整课程教学考
核评价的比例，改为平时 60%+期末 40%来考核学生的整
体学习情况，通过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来提高学生对本
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抓住平时，期末自然也
就不会差了。通过评价促进教学相长，推动“化工制图与
CAD”课程能够取得更好地教学效果，为社会培养出工
程实践能力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作者简介：张明明（1984.5—），女，陕西咸阳人，

讲师，研究方向：化工工艺。 

 
【参考文献】 

[1] 李秀华，王凯，余杰面向化工专业的《工程制图与 CAD》教学改革与实践[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3(3)：
185-187. 

[2] 赵凌，张艳维，李保利等.《化工制图与 Auto CAD》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J].广东化工，2020，47(17)：202，213. 
[3] 杨晓红,石维，任富忠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化工制图与 CAD》课程教学反思与改革[J].教育教学论坛，2018(16)：

239-240. 
[4] 吕利平,李航,魏顺安,等. 基于培养应用型化工人才的《化工制图及 CAD》实验教学改革与研究[J].化学工程与装备，2017(7)：

313-315. 
[5] 杨珍珍,刘红姣,李敏. 本科高校《化工制图及 CAD》教学初探[J].山东化工，2018，47(8)：167-168. 
[6] 李聪聪，李延勋，高晓强等.《化工 CAD》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广州化工，2020，48(21)：147-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