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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课程项目化改革 
◆谢  蕾 

（淄博职业学院  山东省淄博市  255034） 

 
摘要：本文以高职院校机械设计课程改革为研究课题，针对存在的学生
学习理论之后不会应用的普遍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实际企业工作经验，
以带传动机构为例探索将机械设计在工作岗位中的应用案例提炼成学习
项目，学生的学习过程即运用机械设计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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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械设计课程带传动机构教学现状 
传统的带传动机构教学，是从带的组成、类型、原理，V 带

与 V 带轮，带传动的设计三个方面进行学习。此部分内容包括
特点、原理，分类以及零件的参数各项标准表非常多。教师讲授，
学习听，然后完成作业和练习。 

二、传统机械设计带传动机构教学的主要问题 
1.教学效果差。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学习被动，教师精心备

课，在课堂上精彩讲授，学生听几分钟后就感到索然无味，有认
真点的学生记录笔记，也是知识点罗列和记忆。因为知识点凌乱
繁多，难以记忆。依靠作业练习也只是死记硬背，有认真学习的
学生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就忘记的差不多了。 

2.知识不会运用。所有知识点学习完成后，知识是零散的，
并不明确知识怎么进行运用。常常导致学过到工作中就忘记了，
根本不会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工作中根据旧带轮
加工新带轮，皮带坏了怎么办？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3.学生能力培养单一。通过传统教学的学习，学生学会的仅
仅是带传动方面的知识。而真正到工作中，也只是能认识是带传
动机构，知道带和带轮。如何遇到实际问题仍然不会解决。 

三、项目化教学的设计 
1.总体设计： 
考虑机械加工专业特点，结合加工中使用设备会出现的运用

带传动解决问题的案例，总结提炼形成学习任务情境如下： 
作为车间车床操作工，你发现床头箱中一条传动带有磨损现

象，大带轮 2 损坏，已经无法测量其尺寸，请解决此问题。具体
损坏的传动带和带轮如图 1 所示。已知电机转速为 1450r/min，I
轴转速是 820r/min，测量小带轮 1 的外径为 ，宽度 50mm，选择
没有磨损的传动带，测其厚度为 11mm。 

 
 
 
 
 
 
 
 
 
 
 
 
 
 
 
 
 
 
1—电动机；2—小带轮 1；3—损坏的带；4—大带轮 2 
情境设计分析： 
1.1 选择车床带传动的原因一是常见常用，带传动在各类通

用、专用机械设备中都会出现，之所以选择普通车床是因为不管
是在专业学习、实习中还是工作中都会常见，学生在学校期间对
此设备非常熟悉，工作中应用更是普遍。 

1.2 选择车床带传动的原因二是典型性强，此带传动是 V 带
类型是各类带传动类型中的典型和基础，选择此类型可达到触类
旁通的效果。 

1.3 选择车床带传动的原因三是有完整正规的说明书。学习
过程即利用资料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部分
参数是需要在说明书中查找的，比如中心距，电机转速等等。 

1.4 选择车床带传动的原因四是常见的车床操作工会遇到的

实际问题。学习此任务，即解决实际工作问题，在此过程中学会
技能和知识，明确清楚理论知识是如何运用到实践中的。因带传
动属于常用件，部分尺寸标准部分需设计，故解决过程就可以明
确哪些尺寸是标准的，如何查阅手册获取标准尺寸。从而培养学
生查阅设计手册的能力。另外，还可以学习到维护保养的常识。 

1.5 选择车床带传动的原因五是车床属于使用频繁的设备，
带传动的常见磨损是有规律的，此任务还可以让学生思考磨损规
律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 

2.具体实施设计 
2.1 明确任务。教师介绍，也可以由学生阅读任务，收集信

息，处理信息，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如何提取关键点。比如，研究
对象是车床床头箱里面的带传动机构，机构都有哪些零件组成？
研究问题是有两个零件损坏？ 

2.2 学习解决步骤。因学生不具备实际工作经验，故由教师
给出任务的解决方案，让学生明确每个步骤的工作内容具体是什
么。   

 
 
 
 
 
 
 
 
 
 
 
 
 

图 2   解决任务流程图 
2.3 实施任务。以各步骤的训练方向为主说明实施过程。步

骤 1 属于知识训练，要求学生从机构组成、原理和特点几个方面
进行分析学习。步骤 2 为能力训练，要求学生能从给出的多个实
物或者图片中熟练的辨认出属于哪种类型。步骤 3、5 属于学习
能力训练，让学生自主学习带与轮两个零件的标准和非标准尺寸
并能熟练查表。步骤 4 属于实物测量知识和能力综合训练，给出
实物以小组为单位讨论需要测量哪些尺寸并正确测量。步骤 6 属
于实际操作能力和保养知识训练，运用学习到的维护保养知识，
进行正确的更换。任务形成的结果，有机构简图，带轮和皮带的
型号，测量数据单，安装带与轮。 

2.4 任务总结。教师提出思考问题，学生讨论交流。磨损规
律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小带轮接电机轴，小带轮会
接齿轮轴吗？给带传动提供动力的电机会因为过载烧坏吗？ 

四、项目化改革总结 
1.知识点拆解到应用中，学生可以明确知识是有用的以及如

何进行应用。2.学生的学习过程是解决任务，大大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和学习热情。3.学习角色变化，教师由传统的主角变
成导演，而学生由原来的配角变成主演。4.学生的任务结果有图、
表、数据和实操，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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