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基础》教学大纲 

 

一、课程性质、任务与目的 

1、性质：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机械类及工程技术类相关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 

2、任务：使学生获得从事与机械类专业技术有关工作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为学习后续课程打下一定基础。 

3、目的：从中职学生培养目标出发，以机械类职业岗位能力需要为基点，以培养学

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为目的，突出学生的参与性、实际性、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联

系，并采用最新的技术标准，以适应现代机械发展需求。 

二、课程教学目标 

1、通过对机构和零件受力分析的学习，应掌握一般构件的受力分析、构件基本变形

和强度计算方法； 

2、通过对常用机械工程材料和钢的热处理方法的学习，应了解常用工程材料的种类、

牌号、性能及应用； 

3、通过对常用机构工作原理、特点和应用的学习，应初步具有分析一般机械功能和

动作的能力； 

4、通过对通用零件的工作原理、特点、结构和标准的学习，应初步具有使用和维护

一般机械的能力； 

5、通过对液压和气压传动基本知识的学习，应熟悉液压和气压传动工作原理、特点

及应用； 

6、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还应了解与本课程相关的技术政策和法规，树立工程意识和

标准化意识，具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创新精神。 

三、教学内容结构 

教学内容由工程力学、机械工程材料、机械传动、常用机构及轴系零件、液压和气

压传动五篇组成。 

1、工程力学内容极其广泛。本篇所讨论的是静力学和材料力学两部分。前者研究物

体的受力和平衡规律，后者研究物体在外力作用下的变形和失效现象。 

2、机械工程材料是指用于工程结构和机械零件的材料，在机械行业中用途很广，用

量很大，在国民经济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包括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 

3、机械传动篇将介绍工业生产中常用的一些机械传动形式及工作原理。 

4、常用机构及轴系零件中，常用机构有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间歇运动机构和



变速、变向机构等。常用连接有键连接和销连接。轴系零件包括轴、轴承、联轴器、离合

器和制动器的一些基本知识。 

5、液压和气压传动中介绍了液压与气压传动的基本知识、液压与气压传动元件及液

压和气压回路应用方面的知识。 

四、教学内容与要求 

第一章   静力学 

明确力、平衡、刚体、约束和约束反力的概念；掌握力的基本性质；了解力矩、力偶、

力的平移的基本概念；掌握受力图的画法及平面受力时的平衡方程及其应用；熟悉平面受

力的特殊情形。 

    重点是物体的受力分析。 

难点是平衡方程的应用。 

第二章   材料力学基础 

了解材料的强度、刚度、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的概念；理解内力、许用应力的概念；

掌握应力的概念；了解构件拉伸（压缩）、剪切、扭转和弯曲四种基本变形的形式和特征； 

掌握拉伸和压缩、剪切和挤压的强度计算；掌握简单弯矩图的画法；掌握圆轴扭转、直梁

弯曲的强度计算。 

重点是四种基本变形的受力特点及受力分析。 

难点是四种基本变形强度条件及应用。 

第三章   机械工程材料 

掌握金属材料的性能；了解碳素钢、合金钢和铸铁的分类、牌号、性能和用途；了解

钢的热处理及其目的；了解常用有色金属的分类、牌号、性能和用途；了解常用非金属的

分类、性能和用途； 

重点是钢的牌号及含义。 

难点是金属材料的选用。 

第四章   带传动和链传动 

了解带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了解平带传动的形式及使用特点；了解 V 带传动

的结构、型号和使用特点；了解 V 带传动的选用、安装和维护；了解带传动的张紧；了

解链传动的工作原理、特点、类型和应用。 

重点是 V 带传动的结构、型号和使用特点。 

难点是 V 带传动的选用、安装和维护。 

第五章   螺纹联接和螺旋传动 

了解螺纹的特点、类型和应用；熟悉螺纹联接的基本形式；了解螺纹联接的预紧和防

松方法；熟悉螺旋传动的工作原理、特点、类型和应用。 

重点是螺纹联接的基本形式。 

难点是螺旋传动的工作原理、特点、类型和应用。 



第六章   齿轮传动和蜗杆传动 

了解齿轮传动的分类和应用特点；熟悉渐开线齿轮各部分名称、主要参数；掌握标

准直齿圆柱齿轮基本几何尺寸的计算；理解渐开线的性质；熟悉一对渐开线齿轮正确啮合

的条件；理解齿轮的根切、最少齿数和失效形式；了解蜗杆传动的类型、特点、应用和失

效形式。 

重点是标准直齿圆柱齿轮基本几何尺寸的计算。 

难点是齿轮的根切。 

第七章   轮系和减速器 

了解轮系分类和应用；掌握定轴轮系传动比计算；了解减速器的类型、结构和应用。 

重点是定轴轮系传动路线的分析。 

难点是定轴轮系传动比的计算。 

第八章   常用机构 

了解平面运动副及分类；掌握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形式、特点和应用；了解平面四杆

机构的急回特性、死点和应用；了解平面四杆机构的演化及其应用；了解凸轮机构的组成、

特点、类型和应用；了解从动件常用的运动规律；了解间歇运动机构的类型及工作原理。 

重点是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形式、特点和应用。 

难点是平面四杆机构的急回特性、死点和应用。 

第九章   轴系零件 

了解键联接的功用和分类；熟悉平键联接的结构和标准；了解普通平键的选用；了解

花键联接的类型；了解轴的功用、分类和常用材料；了解轴的结构；了解滑动轴承的类型

和特点；熟悉滚动轴承主要类型的代号和应用；了解滚动轴承的固定方法；了解联轴器的

主要类型、结构、特点和应用；了解离合器的功用、主要类型、结构、特点和应用；了解

制动器的功用和类型。 

重点是普通平键的选用；滚动轴承主要类型的代号和应用。 

难点是滚动轴承的固定方法。 

第十章   液压传动 

掌握液压传动的工作原理、组成及基本概念；了解液压元件的类型、结构和作用；

了解液压基本回路的组成、特点和应用。 

重点是液压基本回路分析。 

难点是液压基本回路分析。 

第十一章   液压传动 

掌握气压传动的工作原理、组成；了解气压元件的类型、结构和作用；了解气压基

本回路的组成、特点和应用。 

重点是气压基本回路分析。 

难点是气压基本回路分析。 

 



五、教学实施 

1、教学时数安排建议 

序号 课程内容 学时数 

1 第 1章  静力学 15 

2 第 2章  材料力学基础 13 

3 第 3章  机械工程材料 12 

4 第 4章  带传动和链传动 4 

5 第 5章  螺纹连接和螺旋传动 4 

6 第 6章  齿轮传动和蜗杆传动 12 

7 第 7章  轮系和减速器 4 

8 第 8章  常用机构 11 

9 第 9章  轴系零件 9 

10 第 10章 液压传动 14 

11 * 第 11章 气压传动 6 

12 合计 102 

2、教学方法建议 

教学中应充分利用教具、模型、挂图、实物和多媒体课件等创设生动形象的教学情

境，优化教学效果。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讲练结合，还可通过组织小组合作学习，

学生自主学习等形式，进行探究式教学。 

3、教材编写建议应以本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 

（1） 应反映时代特征与专业特色，适应不同教学模式的需求。 

（2） 应采用国家最新颁布的机械基础相关技术标准，力求反映机械基础技术的现

状和发展趋势，恰当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与国家相关职业资格标准

中的有关内容相融合。 

（3） 为方便组织教学，学生的阶段实习训练和综合实践内容见实训大纲。 

4、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建议 

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辅助教学，合理利用网络与多媒体技术，

努力推进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积极创建适应个性化学习需求、强化实践能力

培养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六、考核与评价 

本课程为考试科目，考核与评价要坚持总结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



和定性评价相结合，教师评价和学生自评、互评相结合。 

注意改革考核手段和方法，可根据学生作业、单元测验、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以及

实训情况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七、教材及参考书目 

1、教材 

《机械基础》，顾淑群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出版。 

2、参考书目 

《机械基础》，李世维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机械基础》，金潇明主编，湖南科技出版社，200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