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论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绪论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掌握机器、机构、构件、零件的概念与区别；了

解机械传动的方式和分类。

2. 思政育人目标：

（1）通过课堂教学，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努力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以习总书记提出的“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为奋斗目标，

以实际行动为实现科技强国梦不懈努力。

教学重点 机器、机构、构件、零件的概念与区别

教学难点 机器、机构、构件、零件的概念与区别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播放一段关

于机械运动的视频，引

起学生的兴趣，引入本

节课课题。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实现科技强

国和中华民

族 伟 大 复

兴，需要所

有中国人同

心共筑中国

梦。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明白机器、机构、构件、

零件的概念与区别。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科 学 世 界

观，物质世

界是普遍联

系的。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务一：1、机器

机器是执行机械运动

的装置，用来变换或传

递能量、物料与信息。

的。

（1）机器的共同的特

征

（2）机器的概念

1. 提问检查学生自

主学习任务情况。并

由学生分小组讲解。

机器的共同的特征：

（1）任何机器都是由

许多构件组合而成。

（2）各运动实体之间

具有确定的相对运

动。

(3)能实现能量的转

换、代替或减轻人类

的劳动，完成有用的

机械功。

2. 课前自主探究，

课上小组代表讲解

机器的概念。

图 0—1 所示的单缸

内燃机，是由汽缸、

活塞、连杆、曲轴、

轴承等构件组合而

成的。

图 0—1 所示的

活塞 2 相对汽缸 1

的往复移动，曲轴 4

相对两端轴承 5 的

连续转动。

哲学观点：

物质世界的

运动是相对

的。



任务

二：

任务

三：

课 堂

测试

任务二：机构

机构是用来传递

运动和力的构件系统。

构件系统，是用运

动副连接起来的，其中

有一个构件为机架。

从结构和运动的

观点来看，机器和机构

没有区别，总称为机

械。

1. 借助视频动画讲

解机器和机构的特

点。

特点：是人为实体(构

件)的组合，各运动实

体之间具有确定的相

对运动，但不能做机

械功，也不能实现能

量转换。

1.学生通过看、听、

想，来理解机器和机

构的区别。

区别：机器的主要功

用是利用机械能做

功或实现能量的转

换；

机构的主要功用在

于传递或转变运动

的形式。

哲学观点：

物质世界的

运动是相对

的。

任务三：构件和零件

1.构件的概念

2.零件的概念

3.构件和零件的区别

1.引导学生思考

2.学生观察、思考，

分小组讨论老师参入

到学生中，在学生代

表演示并讲解完后，

和学生一起对讲解的

同学进行提出问题。

1.分小组讨论。

2.小组同学互相出

题。

3.学生代表讲解演

示，并回答同学和老

师提出的问题，答不

出来，由其他小组帮

助解答。

团结互助的

团队精神，

竞争意识的

培养。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铰链四杆机构的

演化原理。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

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科学的世界

观，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

课堂

小结

依照板书小结，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自主学习意

识的培养，

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

观

板书

设计

绪论

一、机器 三、构件和零件

（1）机器的共同的特征 1.构件的概念

（2）机器的概念 2.零件的概念

3.构件和零件的区别

二、机构

预习

布置 运动副



运动副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运动副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掌握运动副的概念，能正确判别低副和高副。

2.思政育人目标：

（1）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全面、细致、准确地观

察问题；

（2）通过对运动副类型的判别，提升学生有意识、有目的的感知能力

和判别能力。

教学重点 运动副、低副和高副的概念

教学难点 运动副、低副和高副的概念

教材处理 适当补充讲解

教学

方法

教法

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

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播放一段机构运

动的视频，学生观看视

频，进行讨论，展示自

己的成果。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培养学生运

用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

方法，全面、

细致、准确

地 观 察 问

题.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熟悉运动副的特点及

应用。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

难，循序渐

进的步骤来

确定学习任

务。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 务

二：

任务一：机械传动的分

类

主要的传动方式

有机械传动、液压传

动、气动传动和电气传

动等四种。

3. 提问检查学生自

主学习任务情况。并

由学生分小组讲解。

课前自主探究，课上

小组代表讲解机械

传动的分类

有意识、有

目的感知能

力和判别能

力的培养。

任务二：运动副

1.运动副的概念

2.运动副的分类：低副

和高副。

2. 借助视频动画讲

解运动副的概念。

运动副：是两构件直

接接触组成的可动连

接，它限制了两构件

之间的某些相对运

动，而又允许有另一

些相对运动。

1.学生通过看、听、

想，来理解运动副的

分类。

根据接触形式运动

副可分为低副和高

副。

2.学生通过看、想、

总结高副和低副的

特点。

协同学习，

主观能动性

的培养与践

行。

任务三：低副机构和

高副机构

低副机构：机构中所有

运动副均为低副的机

1.引导学生思考

2.学生观察、思考，

分小组讨论老师参入

1.分小组讨论。

2.小组同学互相出

题。 团结友善，



任 务

三：

课 堂

测 试

构。

高副机构：机构中至少

有一个运动副是高副

的机构

到学生中，在学生代

表演示并讲解完后，

和学生一起对讲解的

同学进行提出问题。

3.学生代表讲解演

示，

并回答同学和老师

提出的问题，答不出

来，由其他小组帮助

解答。

培养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

互软件进行课堂测试，

小组间进行 PK。进一步

巩固学习零件与构件

的概念与区别。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

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师生协作，

有利于和谐

人际关系的

建 立 与 培

养，为未来

职业生涯发

展 奠 定 基

础。师生协

作，认识并

完善自我。

课堂

小结

依照板书小结，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运用马克思

主 义 的 观

点、方法，

全面、细致、

准确地观察

问题，提升

有意识、有

目的的感知

能力和判别

能力。

板书

设计

运动副

一、机械传动的分类

传动方式有机械传动、液压传动、气动传动和电气传动等四种

二、运动副

1.运动副的概念

2.运动副的分类：低副和高副。

三：低副机构和高副机构

低副机构：机构中所有运动副均为低副的机构。

高副机构：机构中至少有一个运动副是高副的机构

预习

布置 铰链四杆机构



铰链四杆机构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铰链四杆机构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 学科教学目标：了解铰链四杆机构的类型、特点及应用

2. 思政育人目标：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职业观和成才观，培养干

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的意识。

教学重点 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特点及应用

教学难点 铰链四杆机构的类型、特点及应用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播放动画，要

求学生在观看的过程

中，思考机构有什么特

点？并加以说明展示。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树 立 干 一

行、爱一行、

钻一行、专

一行的意识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熟悉铰链四杆机构的

类型、特点及应用。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学习步骤：

由易到难，

循序渐进。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务一：铰链四杆机构

的组成

1.平面连杆机构的概

念

2.平面铰链四杆机构

（简称铰链四杆机构）

的概念

3.铰链四杆机构的组成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并由学

生分小组讲解。

平面连杆机构：由一

些刚性构件用转动副

和移动副相互连接而

组成的在同一平面或

相互平行平面内运动

的机构。

课前自主探究，课上

小组代表讲解铰链

四杆机构的组成。

机架(静件、固

定件)：铰链四杆机

构中，固定不动的构

件。

连杆:机构中不

与机架相连的构件。

连架杆:机构中

与机架用低副相连

的构件。

曲柄——能作

整周回转的连架杆。

摇杆——只能

绕机架回转动的连

架杆。

自主探究与

团队协作相

结合，培养

集体意识。



任 务

二：

课 堂

测 试

任务二：铰链四杆机构

的基本类型

曲柄摇杆机构

双曲柄机构

双摇杆机构

借助视频动画讲解铰

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类

型。

3. 曲柄摇杆机构：具

有一个曲柄和一个摇

杆的铰链四杆机构。

2.双曲柄机构：具有

两个曲柄的铰链四杆

3.双摇杆机构：具有

两个摇杆的铰链四杆

机构。在双摇杆机构

中，两摇杆都可以为

主动件。。

1.学生通过看、听、

想，来理解铰链四杆

机构的基本类型。

2.学生通过看、想、

总结各类型的运动

特点。

平行四边形机

构的运动特点是：两

曲柄的回转方向相

同，角速度相等。

反向平行双曲

柄机构的运动特点

是：两曲柄的回转方

向相反，角速度不

等。

好的习惯可

以 受 益 终

身，有意识

地培养自己

好的学习习

惯。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

互软件进行课堂测试，

小组间进行 PK。进一步

巩固学习零件与构件

的概念与区别。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

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自主能动性

的发挥。

课堂

小结

依照板书小结，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树立正确的

劳动观、职

业观和成才

观。

板书

设计

铰链四杆机构

铰链四杆机构的类型、特点及应用

一、铰链四杆机构的组成

二、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

曲柄摇杆机构

双曲柄机构

双摇杆机构

预习

布置 铰链四杆机构（二）



铰链四杆机构（二）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

电

课题名称 铰链四杆机构（二）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掌握曲柄存在的条件及三种基本形式的的判别

2.思政育人目标：

(1)培育中职学生的政治认同，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觉弘扬和践行爱国主义精神。

(2)增强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培养新时代劳动者向善向美的工匠精

神，学会在和谐共处中实现人生发展。

教学重点 曲柄存在的条件及三种基本形式的的判别

教学难点 曲柄存在的条件及三种基本形式的的判别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

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

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图片展示，引

入本节课要学习的内

容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熟悉曲柄存在的条

件及三种基本形式的

的判别。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运 用 辩 证

的 思 维 方

法，分析解

决问题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务一：曲柄存在的条

件

曲柄是能作整圈旋

转的连架杆，曲柄是机

构中的关键构件，它在

机构中具有重要的地

位。

铰链四杆机构中

是否能有作整圈旋转

的构件，取决于各构件

长度之间的关系。即曲

柄存在条件。

2.平面铰链四杆机构

（简称铰链四杆机构）

的概念

3.铰链四杆机构的组

成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一情况。并由

教师讲解曲柄存在的

条件的推理过程。

当构件 AB 与 BC 在 B1

点共线时，可得：b

－a＋c≥d，b－a＋d

≥c

当构件 AB 与 CD 在 B2

点共线时，可得：

a＋b≤c＋d

综合得：a＋d≤b＋c

a＋c≤b＋d

课前自主探究，课上

小组代表讲解曲柄

存在的条件的推理

过程，并总结出曲柄

存在的条件。

铰链四杆机构中曲

柄存在的条件：

连架杆与机架

中必有一个是最短

杆；

最短杆与最长杆之

和必小于或等于其

余两杆长度之和。

两条件必须同时满

足，否则铰链四杆机

构中无曲柄存在。

提升团队合

作意识



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教学设计

任 务

二：

课 堂

测 试

a＋b≤c＋d

经化简后可得： a≤

d，a≤c，a≤d

任务二：铰链四杆机构

类型的判别

铰链四杆机构三种基

本类型的判别方法：

（1）若铰链四杆机构

中最短杆与最长杆长

度之和小于或等于其

余两杆长度之和，

（2）若铰链四杆机构

中最短杆与最长杆长

度之和大于其余两杆

长度之和，则无曲柄存

在，只能构成双摇杆机

构。

借助视频动画讲解铰

链四杆机构类型的判

别。

（1）若铰链四杆机构

中最短杆与最长杆长

度之和小于或等于其

余两杆长度之和，则：

①取最短杆为连

架杆--曲柄摇杆机构

②取最短杆为机

架--双曲柄机构

③取最短杆为连

杆--双摇杆机构

（2）若铰链四杆机构

中最短杆与最长杆长

度之和大于其余两杆

长度之和，则无曲柄

存在，只能构成双摇

杆机构。

1.学生通过看、听、

想，来理解铰链四杆

机构类型的判别方

法。

2.学生通过模型，验

证铰链四杆机构类

型的判别方法。

通过判定铰

链四杆机构

的三种类

型，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

和耐心、细

致的职业素

养，培养学

生健全人

格。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老师巡视并指导，老

师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认识自我

完善自我

课堂

小结

本节课我们主要学习

了曲柄存在的条件和

铰链四杆机构类型的

判别，希望同学们课后

复习巩固。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板书

设计

铰链四杆机构（二）

一、曲柄存在的条件

二、铰链四杆机构类型的判别
预习

布置 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了解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形式

2.思政育人目标：

(1)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强化党的创新理念，深入落

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2)通过对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的学习，培养学生主动参与、勤于

探索、精益求精的学习习惯，养成自信、敬业的职业道德品质。

教学重点 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形式

教学难点 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形式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播放各种工程机

械的工作视频，展示四

杆机构的多种型式。引

导学生将这些四杆机

构可看作是由铰链四

杆机构通过不同方法

演化而来的。

设置情境，通过问题

的提出引出本次课的

学习任务。

学生结合课前预习，

回答问题。

培育中职学

生的政治认

同，坚定拥

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熟悉铰链四杆机构

的演化形式。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培养学

生的自主创

新意识和能

力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务一：曲柄滑块机构

通过改变铰链四

杆机构某些构件的形

状、相对长度或选择不

同构件作为机架等方

式演化而成四杆机构

的其他形式。

曲柄滑块机构：具

有一个曲柄和一个滑

块的平面四杆机构，由

曲柄摇杆机构演化而

来的。

1.平面铰链四杆机构

（简称铰链四杆机构）

的概念

2.铰链四杆机构的组

成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一情况。并由

教师分析曲柄滑块机

构的演化过程，解析

滑块移动距离。

滑块移动距离 H：

等于曲柄长度 r 的两

倍 H=2r。

课前自主探究，课上

小组代表讲解曲柄

滑块机构的演化过

程。

摇杆 CD 的长度趋向

无穷大，C点：圆弧

往复运动 变

成直线的往复移动，

摇杆变成了沿导轨

往复运动的滑块，

曲柄滑块机构（图 5

—20 所示）。

培养学生主

动参与、勤

于探索、精

益求精的学

习习惯



任 务

二：

任 务

三：

课 堂

测试

任务二：偏心轮机构

当滑块的行程 H 很小

时，曲柄长度必须很

小，常将曲柄做成偏心

轮，用偏心轮的偏心距

e 来替代曲柄的长度，

曲柄滑块机构演化成

偏心轮机构(图 5—

23)。

借助视频动画讲解偏

心轮机构的演化过

程。

1. 学生通过看、听、

想，来理解偏心轮机

构的演化过程。

2.学生通过课前学

习，探究偏心轮机构

的滑块行程。

偏心轮机构中，

滑块的行程等于偏

心 距 的两 倍 ， 即

H=2e。

偏心轮机构中，只能

以偏心轮为主动件。

培养职业兴

趣，提高参

与能力

任务三：导杆机构

导杆：机构中与另

一运动构件组成移动

副的构件。

导杆机构：连架杆中至

少有一个构件为导杆

的平面四杆机构。

1.提问检查学生自主

学习任务情况。并由

教师分析导杆机构的

演化过程，

图5—24a所示为

曲柄滑块机构。

导杆机构分转动

导杆机构与摆动导杆

机构两种。

当 l1＜l2时（机架

1 的长度小于杆 2 的

长度）：杆 2与导杆 4

作整周回转，为转动

导杆机构；

当 l1＞l2时，杆 2

作整周回转，从动件

杆 4 只能作往复摆

动，即为摆动导杆机

构。

1.学生通过看、听、

想，来理解导杆机构

的演化过程。 提高学生专

业技能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培养学生竞

争与合作意

识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课堂

小结

依据板书设计，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自主创新意

识和能力，

强化党的创

新理念，深

入落实科教

兴国战略和

人才强国战

略。

板书

设计

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

一、曲柄滑块机构

二、偏心轮机构

三、导杆机构

预习

布置 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



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四杆机构的基本特性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掌握急回运动特性及应用、极位夹角、行程速

比系数；掌握压力角的判别；掌握机构如何顺利通过死点应用

2. 思政育人目标：

（1）通过急回运动特性的学习，提高学生深入钻研能力，培养效

率意识。

（2）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为未来适应职业岗位奠定基础。

教学重点
急回运动特性及应用、极位夹角、行程速比系数

压力角的判别

教学难点

急回运动特性及应用、极位夹角、行程速比系数

压力角的判别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播放牛头刨床的

运动视频，引导学生观

看视频，挖掘其运动特

点。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主

动探究的学

习习惯与能

力。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通过设置生活中

面临的问题，大家一起

讨论，引入本节课内

容。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培育中

职学生的政

治认同，坚

定正确政治

方向，拥护

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

制度，自觉

弘扬和践行

爱国主义精

神。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务一：急回特性

1.急回特性的概念

曲柄 AB作等速转

动时，摇杆在摆角为ψ

的极限位置间往复摆

动，摇杆的空回行程的

平均速度大于工作行

程平均速度。

2.急回特性系数 K（行

程速比系数）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并由教

师分析讲解急回特性

的概念。

曲柄摇杆机构中:

曲柄 AB：等角速度ω

顺时针回转，由 ABl

AB2,转过角度φ1，

摇 杆 CD ： 由 ClD

C2D，摆动角度ψ，设

C点的平均线速度v1，

所需时间 t1；

曲 柄 AB ： 由 AB2

1.课前自主探究，课

上小组代表讲解急

回特性存在的意义：

急回特性有利于提

高主产率。

2.学生小组合作，讲

解急回特性系数的

相关计算。

K=v2/v1 =t1/t2=φ 1/

φ2

=180°+θ/180°-

θ

θ——极位夹角。

急回特性系数 K 与

极位夹角θ有关

增强团

队意识和协

作能力，培

养新时代劳

动者向善向

美的工匠精

神，学会在

和谐共处中

实现人生发

展。



任 务

二：

任 务

三：

ABl，转过角度φ2，

摇 杆 CD ： 由 C2D

C1D，摆动角度仍为

ψ，设 C 点的平均线

速度 v1，所需时间 t1；

由图可知：φ1＞

φ2，所以 t1＞t2，即

v1＞v2。

θ＝0°，K＝1，机

构无急回特性。

θ＞0°，K＞1，机

构有急回特性，θ越

大，急回特性越显

著。

任务二：压力角

压力角的概念：α——

力的作用方向与该点

速度方向的夹角

借助绘图软件，讲解

压力角的概念。

α—— 是判定机构

动力性能的一个指标

传动角γ

传动角γ——连杆与

摇杆所夹的锐角

2. 学生通过看、听、

想，来理解偏心轮机

构的演化过程。

2.学生通过课前学

习，探究偏心轮机构

的滑块行程。

偏心轮机构中，

滑块的行程等于偏

心 距 的两 倍 ， 即

H=2e。

偏心轮机构中，只能

以偏心轮为主动件。

辩证思维方

法分析解决

问题。

任务三：死点位置

1. 概念

2. 应用

1.提问检查学生自主

学习任务情况。并由

教师分析讲解死点位

置的形成过程及产生

的现象。

1. 学生通过看、听、

想，来理解死点位置

的产生。

2. 通过课前学习，

学生讲解死点位置

的应用。

a、从动件的惯

性。

b、增设了一个辅

助构件。

c、采取多组机构

错列

图5—19所示为

钻床连杆式快速夹

具。可方便地夹紧或

松开工件。

培养学生创

新能力和耐

心、细致的

职业素养，

培养学生健

全人格。



课 堂

测 试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件

进行课堂测试，小组间进

行 PK。进一步巩固学习零

件与构件的概念与区别。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团队协作与

竞争意识。

课堂

小结

依照板书小结，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培养新时代

劳动者向善

向美的工匠

精神。

板书

设计

铰链四杆机构基本特性

一：急回特性

急回特性的概念

二：压力角

压力角的概念：α—— 力的作用方向与该点速度方向的夹角

三：死点位置

3. 概念

应用

预习

布置 凸轮机构概述



凸轮机构概述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凸轮机构概述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了解凸轮机构的应用和分类；掌握从动件末端结

构形式的分类。

2.思政育人目标：

（1）促进学生思维发展，提高学生思维品质。

（2）培养学生细心观察，科学严谨的研究精神。

教学重点 凸轮机构的功用

教学难点 从动件末端结构形式的分类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设置工厂工程师面临

的轨迹运行的问题，要

求学生进行讨论，并给

出自己的设计方案。

设置情境，通过问题

的提出引出本次课的

学习任务。

学生结合课前预习，

回答问题。

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能力

和小组合作

意识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通过设置生活中

面临的问题，大家一起

讨论，引入本节课内

容。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培养学生辩

证思维能力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务一：凸轮机构的基

本组成

凸轮机构是由凸轮、从

动件和机架三个部分

所组成。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引导学

生回答凸轮机构的组

成。

课前自主探究，课上

小组代表讲解凸轮

机构的组成。 培养团队合

作意识



任 务

二：

任 务

三：

课 堂

测 试

任务二：凸轮机构的基

本类型

1、按凸轮的形状分类

2、按从动件的形式分

借助视频动画，引导

学生对凸轮机构进行

分类。

1、按凸轮的形状分类

(l)盘形凸轮

(2)移动凸轮

(3)柱体凸轮

学生通过看、听、想，

讲，来分析凸轮机构

的分类。

2、按从动件的形式

分

(l)尖顶从动件

(2)滚子从动件

(3)平底从动件

培养精准、

细心的大国

工匠精神

任务三：凸轮机构的应

用特点

凸轮机构多用于传力

不大的控制机构和调

节机构。

1.提问检查学生自主

学习任务情况，并引

导学生发现凸轮机构

有哪些特点。

学生通过看、听、想，

讲来分析凸轮机构

的特点。

优点是：只要正确地

设计凸轮轮廓曲线，

就可以使从动件实

现任意给定的运动

规律，且结构简单、

紧凑、工作可靠。

缺点是：不易润滑，

容易磨损。

塑造健全人

格，培养全

面 发 展 的

人。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老师巡视并指导，老

师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在实践中养

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

课堂

小结
根据板书，强化重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板书

设计

凸轮机构概述

一、凸轮机构的基本组成 三、凸轮机构的应用特点

二、凸轮机构的基本类型

预习

布置 凸轮机构的工作原理



凸轮机构的工作原理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凸轮机构的工作原理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熟悉凸轮机构的参数；掌握从动件常用运动规

律和运动线图的绘制方法；了解从动件常用运动规律的冲击特性及

产生的场合

2. 思政育人目标：通过绘图和冲击特性的产生原因及场合的学习

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和空间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
从动件常用运动规律运动线图的绘制

冲击特性的产生原因和产生场合

教学难点
从动件常用运动规律运动线图的绘制

冲击特性的产生原因和产生场合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绘图软件展

示绘制凸轮的过程，学

生观看过程中，记下过

程步骤。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培养耐心、

细致的职业

素养，培育

健全人格。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设计凸轮机构时，

首先应根据工作要求

确定从动件的运动规

律，然后按照这一运动

规律设计凸轮廓线。以

尖端移动从动件盘形

凸轮机构为例，说明从

动件的运动规律与凸

轮廓线之间的相互关

系。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培养学生积

极钻研的科

学精神、团

队协作与竞

争意识，为

我国新时代

培养新型技

能型人才。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务一：凸轮机构的工

作过程

凸轮转过一周，从动件

经历推程、远休止、回

程、近休止四个运动阶

段，当凸轮继续回转

时，从动件将继续重复

上述运动过程。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引导学

生观察凸轮的运动过

程有什么规律。

1.课前自主探究，课

上小组代表讲解凸

轮机构的工作过程

并解释相关名词概

念：

1、基圆

2、推程

3、推程运动角

4、回程

5、回程角

6、远停程角

7、近停程角

理论联系实

际，知其然

知 其 所 以

然。



任 务

二：

任 务

三：

课 堂

测 试

任务二：凸轮机构的主

要参数

1、压力角

2、基圆及基圆半径

3、滚子半径

借助绘图软件，引导

学生对凸轮机构的主

要参数进行学习。

学生通过看、听、想，

讲，来理解凸轮机构

的主要参数。

任务三：从动件的常见

运动规律

凸轮机构多用于传力

不大的控制机构和调

节机构。

1.提问检查学生自主

学习任务情况，并引

导学生学习。

图 7-7 等速运动规律

学生通过看、听、想、

讲，来分析凸轮从动

件的常见运动规律。

1、等速运动规律

产生刚性冲击。

适用场合：低速

轻载

2、等加速、等减

速运动规律

特点：产生柔性

冲击。

适用场合：中速轻

载。

培养学生观

察分析能力

和耐心、细

致的职业素

养，培养学

生 健 全 人

格。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师生协作，

认识并完善

自我。

课堂

小结
依照板书小结，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提升空间想

象和空间思

维能力。

板书

设计

凸轮机构的工作原理

一、凸轮机构的工作过程

二、凸轮机构的主要参数

1、压力角

2、基圆及基圆半径

3、滚子半径

三、从动件的常见运动规律

凸轮机构多用于传力不大的控制机构和调节机构。

预习

布置 棘轮机构

图 7—8 等加速等减



棘轮机构的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棘轮机构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掌握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功能和适

用场合。

2.思政育人目标：

（1）通过勇于探索，积极实践，努力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和

专业技能，增强遵守职业道德和提高职业技能的自觉性。

（2）通过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功能的学习弘扬劳模

精神和工匠精神，在以后的工作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教学重点 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功能和适用场合

教学难点 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功能和适用场合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观看视频，要

求学生记下视频机构

的特点；观看之后，各

个小组展示自己的成

果。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学习弘扬劳

模精神和工

匠精神，在

以后的工作

中养成良好

的 行 为 习

惯。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

运动特点、功能和适用

场合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我国新时代

培养新型技

能型人才必

须具备积极

钻研的科学

精神、团队

协作与竞争

意识。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务一：棘轮机构的组

成及工作原理

1、组成：棘轮机构主

要由棘轮、主动棘爪、

止回棘爪和机架组成。

2、工作原理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引导学

生观察棘轮机构的组

成，总结其工作原理。

1.课前自主探究，课

上小组代表讲解棘

轮机构的组成及工

作原理。

当主动摆杆逆时

针摆动时，摆杆上铰

接的主动棘爪插入

棘轮的齿内，推动棘

轮同向转动一定角

度。当主动摆杆顺时

针摆动时，止回棘爪

阻止棘轮反向转动，

此时主动棘爪在棘

轮的齿背上滑回原

位，棘轮静止不动。

积极探究、

团队精神、

新型技能型

人才必须具

备品格。



任 务

二：

任 务

三：

课 堂

测 试

任务二：棘轮机构的种

类

1）按结构分类

2）按运动形式分类

播放动画，引导学生

对棘轮机构进行分

类。

学生通过看、听、想，

讲，来学习棘轮机构

的分类，并总结概括

各棘轮机构的特点。

1）按结构分类

※齿式棘轮机构

※摩擦式棘轮机构

2）按运动形式分类

※单向间歇转动

※双动式棘轮机构

※双向式棘轮机构

培养学生观

察分析能力

和耐心、细

致的职业素

养。

任务三：棘轮转角的调

节

1）改变棘爪的运动

2）改变棘轮遮板位置

1.提问检查学生自主

学习任务情况，并引

导学生总结归纳棘轮

转角的调节方法。

学生通过看、听、想、

讲，来分析棘轮转角

的调节方法。

1）改变棘爪的运动

调节滑块位置可改

变曲柄长度。

2）改变棘轮遮板位

置

通过细心和

耐心细致的

观察，培养

学生健全人

格。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师生协作也

是和谐人际

关系打造的

过程，为未

来职业生涯

奠定基础。

课堂

小结

依照板书小结，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板书

设计

棘轮机构

一、棘轮机构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三、棘轮转角的调节

1、组成：棘轮、棘爪和机架组成。 1）改变棘爪的运动

2、工作原理 2）改变棘轮遮板位置

二、棘轮机构的种类

1）按结构分类

2）按运动形式分类

预习

布置 槽轮机构



槽轮机构的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槽轮机构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掌握槽轮机构的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功能和适

用场合

2.思政育人目标：

（1）通过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功能的学习，努力掌

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增强遵守职业道德和提高职业

技能的自觉性。

（2）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培养专业技能人才。

教学重点 槽轮机构的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功能和适用场合

教学难点 槽轮机构的工作原理、运动特点、功能和适用场合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绘图软件展示绘

制槽轮的过程，学生观

看过程中，记下过程步

骤。

设置情境，通过问题

的提出引出本次课的

学习任务。

1 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培养学生科

学 的 职 业

观。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槽轮机构的工作原理、

运动特点、功能和适用

场合。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提高职业技

能的自觉性

和团队合作

意识。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 务

二：

任务一：槽轮机构的工

作原理和类型

1、工作原理

2、基本类型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引导学

生观察槽轮机构的工

作过程，分析其工作

原理。

1.课前自主探究，课

上小组代表讲解槽

轮机构的工作原理。

2.通过观看动画，学

生总结槽轮机构的

基本类型。

培育学生的

健全人格,

学会有效学

习。

任务二：槽轮机构的主

要参数和运动系数

1、槽数和槽轮的转角

2、圆销数

3、运动系数及槽轮运

动时间

播放动画，引导学生

对槽轮机构进行分

析。

学生通过看、听、想，

讲，来学习槽轮机构

的主要参数及运动

系数，学会相关参数

的计算。

弘扬工匠精

神，培养新

时代人才。



任 务

三：

课 堂

测 试

任务三：槽轮机构的特

点与应用

1）槽轮机构的特点

2）槽轮机构的应用

1.提问检查学生自主

学习任务情况，并引

导学生总结归纳槽轮

机构的特点。

2.通过实例，教师讲

解槽轮机构的应用实

例。

学生通过看、听、想、

讲，来分析槽轮机构

的特点：能准确控制

转角、工作可靠、机

械效率高，与棘轮机

构相比，工作平稳性

较好，但其槽轮机构

动程不可调节、转角

不可太小，起停有冲

击。比棘轮机构复

杂，加工精度要求较

高，制造成本上升。

培养严谨的

研究精神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完善自我

提升自我

课堂

小结

槽轮机构

一、槽轮机构的工作原

理和类型

二、槽轮机构的主要参

数和运动系数

三、槽轮机构的特点与

应用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板书

设计

槽轮机构

一、槽轮机构的工作原理和类型

二、槽轮机构的主要参数和运动系数

三、槽轮机构的特点与应用

预习

布置 摩擦轮传动



摩擦轮传动的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摩擦轮传动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 课程教学目标：熟悉摩擦轮传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场合；掌握

传动比的概念和摩擦轮传动的特点。

2. 思政育人目标：通过摩擦轮工作原理的学习，培养严谨求实作

风，关联思维的协作意识，激发创新意识。

教学重点
摩擦轮传动的工作原理、应用场合

摩擦轮传动的特点、传动比的概念

教学难点 工作原理、传动的特点、传动比的概念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设置工厂工程师

面临的研发的问题，要

求学生进行讨论，并给

出自己的设计方案。

设置情境，通过问题

的提出引出本次课的

学习任务。

学生结合课前预习，

回答问题。

培养协作意

识，激发创

新能力。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掌握传动比的概念和

摩擦轮传动的特点。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培养理性思

维。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 务

二：

任务一：摩擦轮传动的

原理

摩擦轮传动工作原

理：利用两轮直接接触

所产生的摩擦力来传

递运动和动力的一种

机械传动。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引导学

生观察摩擦轮传动的

工作过程，分析其传

动原理。

1.课前自主探究，课

上小组代表讲解摩

擦轮传动的原理。

2.通过观看动画，学

生学习摩擦轮传动

的打滑现象并找出

相应的解决措施。

提高辩证思

维能力，在

实践中养成

良好职业行

为习惯。

任务二：摩擦轮传动的

类型

1、平行轴摩擦轮传动

2、相交轴摩擦轮传动

播放动画，引导学生

对摩擦轮传动的类型

进行分析。

学生通过看、听、想，

讲，来学习摩擦轮传

动的类型。

坚定通过职

业发展实现

人生出彩的

机会。

任务三：摩擦轮传动的 1.提问检查学生自主 学生通过练习，学会 增强对数字



任 务

三：

课 堂

测 试

传动比

两摩擦轮的转速之比

等于它们直径的反比。

i＝n1/n2＝D2/D1

式中 Dl——主动轮直

径，mm，

D2——从动轮直

径。

学习任务情况，并引

导学生学习摩擦轮传

动的传动比的计算。

2.通过实例，教师讲

解槽轮机构传动比的

计算。

应用传动比公式进

行计算。
中国的社会

责任感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老师巡视并指导，老

师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学会竞争与

合作，提高

适应能力。

课堂

小结

根据板书强调重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板书

设计

摩擦轮传动

一、摩擦轮传动的原理

二、摩擦轮传动的类型

三、摩擦轮传动的传动比

预习

布置 带传动的概述



带传动的概述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带传动的概述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掌握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场合、传动特点

掌握传动比的概念、主要参数计算

2.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细心观察，科学严谨的计算能力。在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教学重点 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场合、传动特点、主要参数计算

教学难点 工作原理、传动特点、主要参数计算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观看视频，要

求学生记下视频传动

的特点；观看之后，各

个小组展示自己的成

果。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培养学生积

极钻研的大

国 工 匠 精

神，为我国

新时代培养

新型技能型

人才。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及

应用场合、传动特点、

主要参数计算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培养学生耐

心、细致的

职业素养，

打造学生健

全人格。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 务

二：

任务一：带传动的类型

及工作原理

1、带传动的类型

2、带传动的工作原理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引导学

生观察带传动的工作

过程，分析其工作原

理。观看动画，分析

其类型。

1.课前自主探究，课

上小组代表讲解带

动的工作原理。

2.通过观看动画，学

生学习带传动的类

型。

培养综合能

力，使新时

代青年学生

成为具有使

命担当的现

代 化 建 设

者，打造全

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

者 和 接 班

人。

任务二：带传动的传动

比

传动比i就是带轮

角速度（或转速）之比。

公 式 表 示 为 ：

i ＝ ω 1/ ω 2 ＝

n1/n2 ………………

教师讲解传动比的相

关计算。

学生通过练习，学会

应用传动比公式进

行计算。

全面发展的

新型技能型

人才，不仅

会动手还要

积极钻研创

新，把自己



任 务

三：

课 堂

测 试

………(6—1)

式中 ω l

——主动轮的角速度，

rad／s

ω 2——从动轮

的角速度，rad／

打造成能文

能武的大国

工匠。

任务三：打滑与弹性滑

动

1、打滑

2、弹性滑动

1.播放动画，引导学

生观看打滑现象，并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提出解决措施。

2.通过实物讲解，教

师讲解弹性滑动产生

的原因。

学生看、听、想，归

纳总结打滑与弹性

滑动的区别。

理论联系实

际，知其然

知 其 所 以

然。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师生协作，

认识并完善

自我。

课堂

小结

依照板书小结，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培养细心观

察，科学严

谨的计算能

力。在实现

中国梦的伟

大实践中创

造自己的精

彩人生。

板书

设计

一、带传动的类型及工作原理

1．带传动的类型

2．带传动的工作原理

二、带传动的传动比

i＝ω1/ω2＝n1/n2 ………………………(1—3)

式中 ωl——主动轮的角速度，rad／s

ω2——从动轮的角速度，rad／
三、打滑与弹性滑动

1.打滑

2.弹性滑动
预习

布置 平带传动



平带传动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平带传动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掌握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场合、传动特点

掌握传动比的概念、主要参数计算

2.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细心观察，科学严谨的计算能力。在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教学重点 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场合、传动特点、主要参数计算

教学难点 工作原理、传动特点、主要参数计算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观看视频，要

求学生记下视频传动

的特点；观看之后，各

个小组展示自己的成

果。

设置情境，通过问题

的提出引出本次课的

学习任务。

学生结合课前预习，

回答问题。

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能力

和小组合作

意识.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平带传动的形式、主要

参数计算、平带的类型

和接头方式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培 养 干 一

行、爱一行、

钻一行的意

识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 务

二：

任务一：平带传动的形

式

1、平带传动的形式

(1)开口传动

开口传动在平带传

动中应用最为广泛。

(2)交叉传动：

(3)半交叉传动：

(4)角度传动：是

带轮两轴线相交的带

传动。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引导学

生观看带传动的形式

并学习。

1.课前自主探究，课

上小组代表讲解平

带传动的形式。

2.通过观看动画，学

生学习带传动的形

式。
塑造健全人

格，培养全

面 发 展 的

人。

任务二：平带传动的主

要参数

（1）包角

（2）带长 L

(3)传动比 i（不考虑弹

性滑动）

教师讲解平带传动的

主要参数。

学生通过练习，学会

平带传动的主要参

数的计算。

小带轮包角αl的计

算方法如下：

开 口 传动 ： α ≈

培养学生细

心观察，科

学严谨的计

算能力。



任 务

三：

课 堂

测 试

180°－（D2－D1）×

60°/a

交 叉 传动 ： α ≈

180°＋（D2＋D1）×

60°/a

半交叉传动：α≈

180°＋D1×60°/a

任务三：平带的类型和

接头方式

（1）平带的类型

（2）平带的接头方式

1.播放动画，引导学

生观看平带的类型及

接头形式。

2.通过实物讲解，教

师讲解平带的类型和

接头方式。

学生看、听、想，归

纳总结平带的类型

和接头方式。

培养学生综

合能力，提

升 职 业 品

质。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老师巡视并指导，老

师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提升自我，

提高职业心

理素质。

课堂

小结 根据板书强调重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板书

设计

平带传动

一、平带传动的形式

二、平带传动的主要参数

三、平带的类型和接头方式

预习

布置 V 带传动



V 带传动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V带传动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掌握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场合、传动特点；

掌握传动比的概念、主要参数计算

2.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能力和耐心、细致的职业素养；

培养学生积极钻研的科学精神、团队协作与竞争意识，为我国新时

代培养新型技能型人才。

教学重点 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场合、传动特点、主要参数计算

教学难点 工作原理、传动特点、主要参数计算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观看PPT动画

演示，要求学生记下视

频机构的特点；观看之

后，各个小组展示自己

的成果。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培养学生观

察分析能力

和耐心、细

致的职业素

养。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带传动的工作原理及

应用场合、传动特点、

主要参数计算。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运用辩证的

思维方法，

分析解决问

题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 务

二：

任务一：V 带的结构和

类型

1、V带的结构

2、V 带的类型及截面

尺寸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引导学

生观看 V 带实物，分

析其结构及类型。

型号：普通 V带分 Y，
Z，A，B，C，D，E
七种。

1.课前自主探究，课

上小组代表讲解 V

带的结构。

2.通过观看实物，学

生学习V带的类型

及截面形式。

培养学生积

极钻研的科

学精神、团

队协作与竞

争意识，为

我国新时代

培养新型技

能型人才。

任务二：V带轮的参数与

结构

（1）V带轮的主要参数

（2）V带轮的结构

教师讲解 V 带轮的主

要参数。

通过实物观察，学生

学习 V带轮的结构。

培养观察分

析能力和耐

心、细致的

职业素养，

打造健全人

格。



任 务

三：

任 务

四：

课 堂

测 试

任务三：V 带的传动比

i ＝ n1/n2 ＝ dp2/

dp1 …………………

……(6—11)

节圆直径dp：轮槽

节宽处的带轮直径叫

节径。

1.教师讲解相关计

算。

V 带传动的传动比 i

≤7。

学生通过练习，掌握

相关公式及计算。

认真仔细的

职业素养。

任务四：V 带传动主要

参数的选择

通过实例，教师讲解

V 带传动主要参数的

选择依据。

学生聆听、记录，学

习V带传动主要参

数的选择依据。

自主学习能

力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师生协作，

认识并完善

自我。

课堂

小结
依照板书小结，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能文能武职

业素养从现

在 开 始 培

养。

板书

设计

V 带传动

一、V 带的结构和类型

2、V带的结构

2、V 带的类型及截面尺寸

二、V带轮的参数与结构

（1）V带轮的主要参数

（2）V带轮的结构

三、V 带的传动比

i＝n1/n2＝dp2/ dp1 ………………………(1—11)

节圆直径dp：轮槽节宽处的带轮直径叫节径。

四、V 带传动主要参数的选择

预习

布置 带传动的布置与张紧



带传动的布置与张紧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带传动的布置与张紧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掌握带传动的布置与张紧方式；通过练习来巩固

本章知识。

2.思政育人目标：开展安全生产教育，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强化责

任落实，提高责任意识。

教学重点 分析带传动的张紧方式

教学难点 带传动的张紧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教学

资源

准备

教学资料 教材，习题册

信息资源 网络，资料

仪器设备 计算机、多媒体、黑板

耗 材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观看PPT动画

演示，要求学生记下视

频带传动的问题。

设置情境，通过问题

的提出引出本次课的

学习任务。

学生结合课前预习，

回答问题。

提升自学能

力，培养职

业兴趣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带传动的张紧方式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培养辩

证思维能力

和小组合作

意识。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 务

二：

任务一：带传动的布置

方式

3、水平布置带传动

4、倾斜布置带传动

5、垂直布置带传动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引导学

生观看带传动动画，

分析带传动的布置方

式。

1.课前自主探究，课

上小组代表讲解 V

带的结构。

2.通过观看动画，学

生学习带传动的布

置方式。

培养精准的

大国工匠精

神。

任务二：带传动的张紧

（1）调整中心距

（2）使用张紧轮

通过动画演示，教师

讲解带传动的张紧。

1、调整中心距：定期

张紧、自动张紧。

2、使用张紧轮

通过观察、学习动画

内容，学生学习带传

动的张紧方式。
开展安全生

产教育，牢

固树立安全

意识和责任

意识。



课 堂

测 试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提升自我，

提高职业心

理素质。

课堂

小结
根据板书设计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板书

设计

带传动的布置与张紧

一、带传动的布置方式

二、带传动的张紧

预习

布置 螺纹的种类与应用



螺纹的种类及应用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螺纹的种类及应用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了解常用螺纹的种类及其应用场合。

2.思政育人目标：通过螺纹的种类及其应用场合的学习，提高学生

辨别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学会在不同场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能力和耐心、细致的职业素养，培养健全

人格。

教学重点 螺纹的种类及其应用场合

教学难点 螺纹的种类及其应用场合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生活中，我们遇到

新装自来水漏水的现

象，人们在检查过后总

是难以解决，请大家想

一下，是哪里出现了问

题？应该如何的解决

的？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创新思维与

意识的培养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螺纹的种类及其应用

场合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运用辩证的

思维方法，

分析解决问

题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 务

二：

课 堂

测 试

任务一：螺纹的形成和

种类

1、螺纹的形成

2、螺纹的种类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引导学

生观看螺纹的形成的

动画，分析螺纹的形

成过程。

1.课前自主探究，通

过观看动画、实物，

课上小组代表讲解

螺纹的种类。

（1）按螺纹所在表

面的位置分类

（2）按螺纹的旋向

分类

（3）按螺纹的线数

分类

（4）按螺纹牙型分

类

培养学生观

察分析能力

和耐心、细

致的职业素

养，培养健

全人格。

任务二：螺纹的应用

1、联接螺纹

2、传动螺纹

通过动画演示及实物

展示，教师引导学生

分析螺纹的应用。

通过观看动画、研究

实物，学生学习并讲

解螺纹的应用。

连接螺纹

按用途

传动螺纹

理论联系实

际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师生协作，

认识并完善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及时解决。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自我

课堂

小结

依照板书小结，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辨别能力和

创新思维能

力解决实际

问题；培养

耐心、细致

的职业素养

和 健 全 人

格。

板书

设计

螺纹的种类及应用

一、螺纹的形成和种类

1．螺纹的形成

2．螺纹的种类

二、螺纹的应用

3.联接螺纹

4.传动螺纹

预习

布置 螺纹的主要参数及标记



螺纹的主要参数及标记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课题名称 螺纹的主要参数和标记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熟悉普通螺纹的主要参数以及普通螺纹、梯形螺

纹、管螺纹的标记识别

2.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养成自

信、敬业的职业道德品质；培养学生认真钻研的科学精神，打造新

时代技能型人才。

教学重点 螺纹的主要参数以及普通螺纹、梯形螺纹、管螺纹的标记识别

教学难点 螺纹的主要参数以及普通螺纹、梯形螺纹、管螺纹的标记识别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生活中，我们遇到

新装自来水漏水的现

象，人们在检查过后总

是难以解决，请大家想

一下，是哪里出现了问

题？应该如何的解决

的？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培养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螺纹的主要参数以及

普通螺纹、梯形螺纹、

管螺纹的标记识别。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思考探究，

团队协作与

竞争意识的

培养。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 务

二：

课 堂

测 试

任务一：普通螺纹的主

要参数

主要参数：大径、小径、

中径、螺距、导程、牙

型角和螺纹升角等 7
个。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引导学

生学习普通螺纹的主

要参数。

课前自主探究，通过

观看动画、实物，课

上小组代表讲解螺

纹的种类。

（1）大径(D，d)

（2）小径(Dl，d1)

（3）中径(D2，d2)

（4）螺距(P)

（5）导程(Ph)
（6）牙型角(α)及
牙侧角

仔细观察，

耐心细致的

职业素养培

养和自主学

习能力的培

养。

任务二：螺纹的标记

1、普通螺纹的标记

2、管螺纹的标记

3、梯形螺纹的标记

教师分析螺纹的标记

格式，引导学生学习

螺纹标记的方法。

通过观看、

聆听、记录，学生学

习螺纹标记的方法，

并通过练习巩固所

学知识点。

认真钻研的

科学精神，

打造新时代

技 能 型 人

才。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任务驱动，

慎独，省察

克治。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课堂

小结

依照板书小结，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培养学生自

学能力，提

高专业技术

水平，养成

自信、敬业

的职业道德

品质

板书

设计

螺纹的主要参数和标记

一：普通螺纹的主要参数

主要参数：大径、小径、中径、螺距、导程、牙型角和螺纹升角等 7个。

二：螺纹的标记

2、普通螺纹的标记

2、管螺纹的标记

3、梯形螺纹的标记

预习

布置 螺纹联接及其预紧与防松



螺纹联接及其预紧与防松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螺纹联接及其预紧与防松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了解螺纹联接件的种类、预紧和防松方法；

掌握螺纹联接的类型及应用。

2.思政育人目标：通过螺纹联接，培养学生产品质量标准化意识和

诚信意识；过螺纹联接的预紧与防松问题的学习，开展安全生产教

育，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强化法律法规意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

学生动手能力，做到知行合一，在知行统一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教学重点
1、螺纹联接的类型及应用

2、螺纹联接的防松方法

教学难点 螺纹联接的防松方法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实际生活中的实

际案例的导入，让学生

带有目的性地学习，这

样能让学习具有高效

性。

设置情境，通过问题

的提出引出本次课的

学习任务。

学生结合课前预习，

回答问题。

提高效率意

识，掌握高

效 学 习 方

法。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常见螺纹联接件、

螺纹连接的类型、预紧

与防松。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增强集体意

识和团队意

识。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 务

二：

任务一：常见螺纹联接

件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通过图

片展示，引导学生回

答。

课前自主探究，通过

观看图片，课上小组

代表讲解常见螺纹

连接件。

学生产品质

量标准化意

识。

任务二：螺纹联接的类

型

通过四种不同螺

纹联接件联接的动画

演示，学生动手操作，

让学生充分掌握教学

重点：螺纹联接类型

及应用，并学以致用，

能够分析不同场所应

用的联接类型。

分组讨论

思考并粘贴答案 培养学生动

手能力，做

到 知 行 合

一，在知行

统一中体验

成 功 的 快

乐。



任 务

三：

课 堂

测 试

任务三：螺纹联接的预

紧与防松

1、学生利用工具将联

接件进行拧紧，增强学

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培

养学生职业素养。

2、请学生在实验袋子

中找取防松的联接件

进行装配，展示

通过实际动手操作，

教师分析、讲解螺纹

联接的预紧与防松

。

让学生在做中学，教

师在做中教。

开展安全生

产教育，牢

固树立责任

意识，强化

法律法规意

识。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学会竞争与

合作，提高

适应能力。

课堂

小结

根据板书设计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板书

设计

螺纹联接及其预紧与防松

一、常见螺纹联接件

二、螺纹联接的类型

三、螺纹联接的预紧与防松

预习

布置 普通螺旋传动



普通螺旋传动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普通螺旋传动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掌握普通螺旋传动的应用形式和传动时转速与位

移速度的关系。

2.思政育人目标：根据学生实际和社会实践的要求，培养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能文能武新时代技能型人才，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教学重点 螺旋传动的应用形式、螺旋传动转速与位移速度的关系

教学难点 标记识别、螺旋传动转速与位移速度的关系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绘图软件展

示绘制螺纹的过程，学

生观看过程中，记下过

程步骤。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学习能力的

培养，促进

学生全面发

展。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螺纹的主要参数以及

普通螺纹、梯形螺纹、

管螺纹的标记识别。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培养学

生积极钻研

的 科 学 精

神、团队协

作与竞争意

识。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务一：普通螺旋传动

的类型

1、螺母固定不动螺杆

回转并作直线运动

2、螺杆固定不动螺母

回转并作直线运动

3、螺杆回转螺母作直

线运动

4、螺母回转螺杆作直

线运动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引导学

生学习普通螺旋传动

的类型。

课前自主探究，通过

观看动画、实物，课

上小组代表讲解普

通螺旋传动的类型。

理论联

系实际培养

探索精神、

团队协作与

竞争意识，

培养新型技

能型人才。



任 务

二：

任 务

三：

任 务

四：

课 堂

测 试

任务二：普通螺旋传动

的特点
教师分析、总结归纳

普通螺旋传动的特点

。

通过观看、聆听、记

录，学生学习普通螺

旋传动的特点，并通

过练习巩固所学知

识点。

辩证的思维

方法，分析

解决问题。

任务三：普通螺旋传动

直线运动方向的判定

通过实物演示、播放

动画，教师讲解普通

螺旋传动直线运动方

向的判定。

学生观察、聆听并动

手练习普通螺旋传

动直线运动方向的

判定的方法。

理论联系实

际，培养动

手 实 践 能

力。

任务三：普通螺旋传动

移动距离和移动速度

的计算

通过具体的实例讲

解，教师讲解普通螺

旋传动移动距离和移

动速度的计算。

学生观察、聆听并动

手练习普通螺旋传

动移动距离和移动

速度的计算。

培养能文能

武新时代技

能型人才。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师生协作

认识自我

完善自我

课堂

小结
依照板书小结，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能文能武新

时代技能型

人才，需现

在开始有意

识培养自己

职业素养。



板书

设计

普通螺旋传动

一、普通螺旋传动的类型

1．螺母固定不动螺杆回转并作直线运动

2．螺杆固定不动螺母回转并作直线运动

3．螺杆回转螺母作直线运动

4．螺母回转螺杆作直线运动

二、普通螺旋传动的特点

三、普通螺旋传动移动距离和移动速度的计算

预习

布置 差动螺旋传动



差动螺旋传动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差动螺旋传动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掌握差动螺旋传动的原理和计算。

2.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严谨求实作风，提高动手能力；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教学重点 差动螺旋传动方向的判别和速度计算

教学难点 差动螺旋传动方向的判别和速度计算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任务驱动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观看PPT动画

演示，要求学生记下视

频机构的特点；观看之

后，各个小组展示自己

的成果。

1.设置情境，通过问

题的提出引出本次课

的学习任务。

1.学生结合课前预

习，回答问题。

专注、认真

学习能力的

培养，提高

职业素养。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差动螺旋传动方向的

判别和速度计算。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任务驱动，

团队协作与

竞争意识的

培养。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 务

二：

任务一：差动螺旋传动

的原理

1、差动螺旋传动的概

念：由两个螺旋副组成

的使活动的螺母与螺

杆产生差动(即不一

致)的螺旋传动。

2、差动螺旋传动的原

理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通过动

画，引导学生学习差

动螺旋传动的原理。
课前自主探究，通过

观看动画，课上小组

代表讲解差动螺旋

传动的原理。

理论联系实

际，科学探

索精神的培

养。

任务二：差动螺旋传动

的移动距离和方向的

确定。

1、螺杆上两螺纹旋向

相同时。

2、螺杆上两螺纹旋向

相反时。

教师分析、推断差动

螺旋传动的移动距离

和方向的确定。

通过观看、聆听、记

录，学生学习差动螺

旋传动的特点，并通

过练习巩固所学知

识点。

培养严谨求

实的学习和

工作态度。



任 务

三：

课 堂

测 试

任务三：差动螺旋传动

的应用

差动螺旋传动机

构常用于测微器、计算

机、分多精密切削机

床、仪器和工具中。

原因：差动螺旋传动机

构可以产生极小的位

移，而其螺纹的导程并

不需要很小，加工较容

易。

通过实物演示、播放

动画，教师列举差动

螺旋传动的应用实

例。

学生观察、聆听并学

习差动螺旋传动的

应用实例。

理论联系实

际，培养学

生实际操作

和 动 手 能

力。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1.老师巡视并指导，

老师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师生协作

认识自我

完善自我

课堂

小结

依照板书小结，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严谨求实作

风，提高动

手能力；培

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板书

设计

差动螺旋传动

一、差动螺旋传动的原理

1．差动螺旋传动的概念：由两个螺旋副组成的使活动的螺母与螺杆产生差动(即

不一致)的螺旋传动。

2．差动螺旋传动的原理

二、差动螺旋传动的移动距离和方向的确定。

1．螺杆上两螺纹旋向相同时。

2．螺杆上两螺纹旋向相反时。

三、差动螺旋传动的应用

预习

布置 链传动



链传动教学设计

课时编号 授课时间 授课地点 19 机电

课题名称 链传动 课时数

教学目标

1.课程教学目标：了解链传动的常用类型和应用特点。

2.思政育人目标：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构建更高水平的

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学重点
1、链传动的常用类型、应用特点

2、链传动的传动比、滚子链、齿形链的标记

教学难点 1、链传动的应用特点、奇偶链节数的选用

教材处理

教学

方法

教法设计 讲授、讨论

学法设计 练习、讨论

作业布置 机械基础练习册

教学反思



教学

环节

教 学 活 动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育人目标

创设

情境

导入

新课

通过观看 PPT 动画演

示，要求学生总结链传

动的显著特点，并且说

明自己的分析的依据。

设置情境，通过问题

的提出引出本次课的

学习任务。

学生结合课前预习，

回答问题。

坚持以学生

为中心,立

德树人。

分析

问题

形成

任务

链传动的组成和传动

比、常用类型、布置与

张紧。

教师问题引导，组织

学生讨论、协作探究，

逐步引出学习任务。

采用由易到难，循序

渐进的步骤来确定学

习任务。

根据教师的引导、思

考、小组讨论，明确

学习任务。

理解团队合

作对于职业

发展的重要

性。

任 务

实施

任务

一：

任 务

二：

任务一：链传动的组成

和传动比

1、链传动

由链条和具有特

殊齿形的链轮组成的

传递运动和(或)动力

的传动。

链传动是一种具

有中间挠性件(链条)

的啮合传动。

1、差动螺旋传动的

2、

3、

4、

2、链传动的传动比

提问检查学生自主学

习任务情况，通过动

画、视频，引导学生

学习链传动的组成。

课前自主探究，通过

观看动画，课上小组

代表讲解链传动的

组成和传动比的计

算,通过练习巩固。

i=z1n1=z2n2

或

n1/n2=z2/z1

培育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

神。

任务二：链传动的常用

类型

按用途链可分为：

1、传动链

教师展示图片和实

物，分析各类链的结

构、特点。

通过观看、聆听、记

录，学生学习链传动

的常用，并了解各类

链传动的应用特点。

培养学生严

谨求实的工

作作风，构

建更高水平



任 务

三：

任 务

四：

课 堂

测 试

2、输送链

3、曳引起重链(曳引

链)

的人才培养

体系，促进

人的全面发

展。

任务三：链传动的应用

特点及应用场合

链传动用于两轴

平行、中心距较远、传

递功率较大且平均传

动比要求准确、不宜采

用带传动或齿轮传动

的场合。

在轻工、农业、石

油化工、运输起重机械

及机床、摩托车和自行

车等的机械传动中广

泛应用。

教师分析、讲解链传

动的应用特点和应用

场合。

学生观察、聆听并学

习链传动的应用特

点和应用场合。

理论联系实

践，在实践

中养成良好

的职业行为

习惯。

任务四：链传动的布置

与张紧

1、链传动的布置

2、链传动的张紧

3、链传动的润滑

通过播放视频，教师

引导学生分析链传动

的布置方式与张紧方

法；通过实物展示，

教师引导学生学习链

传动的润滑。

学生观察、聆听并学

习链传动的应用特

点和应用场合。

课堂练习与比赛相结

合

登录平台，利用交互软

件进行课堂测试，小组

间进行 PK。进一步巩固

学习零件与构件的概

念与区别。

老师巡视并指导，老

师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

1.学生利用交互软

件，完成课堂测试。

2.提交并查看结果。

作为过程性评价的

依据。

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课堂

小结
根据板书设计强调重

难点。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

巩固所学内容。
学生共同归纳。

板书

设计

链传动

一、 链传动的组成和传动比

二、链传动的常用类型

三、链传动的应用特点及应用场合

四、链传动的布置与张紧

预习

布置 齿轮传动的分类与应用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