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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工制图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本文在该课程教学方式方面进行了改革实践，通过更

新建设化工制图教学理念，优化课程教学内容等措施，在完善课程体系、更新课程理论知识、多元化设

计课堂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一些改革和尝试，取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在课程教学环节不断地尝试改

革与创新，赋予《化工制图》课程长久不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在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新工科建设和

工程教育认证工作中体现出基化工专业核心课程的价值。该课程教学的改革实践对临沂大学化工专业学

生专业素质的强化培养具有一定指导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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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cours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s chemical engineering drawing.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teaching method in this paper. By upd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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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concept and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drawing, some re-
forms and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in perfecting the course system, updating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the course and diversifying the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The practice of the 
reform has achieved good classroom teaching results. The measures and practices for constantly 
trying to reform and innovate in the teaching is giv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power and vi-
tality to the cours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drawing, and reflecting the value of the basic core 
cour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courses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pecialty.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is course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chemi-
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Liny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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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化工制图”是临沂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看懂一

般化工设备图和绘制简单零件图及工艺流程图的能力，为学生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扩展这方面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奠定基础。课程主要教授正投影法理论、仪器绘图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阅读一般化工设备图

和绘制简单零件图及工艺流程图的能力，增强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分析能力[1]。教学时以提高读

图绘图能力为主，兼顾绘制零件图、装配图能力的培养，后续课程有《化工原理》、《化工设备基础》、

《毕业设计》等。基于该门课程的基础性和重要性，笔者结合本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开启校企合作模

式，订单式培养应用型人才探索的背景下，从教学理念、课堂模式、教学手段等方面开展了课程改革和

实践。 

2. 课程教学方式与措施 

2.1. 更新建设化工制图教学理念 

这部分建设内容包含三个方面：① 内容新、方法新。本课程主要关注当下的化工行业现状及相关化

工制图，所以课程内容与时俱进，保持对国标及行业标准的追踪，尽量保持实时更新的速度。积极探讨

新颖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激发学生创新性思考和学习。② 内容涵盖范围广且精简。本课程不拘泥于

教材本身，致力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关注国内外化工行业的最新动态，视野广、内容广。制图设计

内容较广，课程建设要针对化工专业，重点突出化工制图所涉及的内容，要做到内容广、专业精且专。

强化学生空间想象能力的培养。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③ 考核全面合理。采用课程教学

与化工设计大赛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与目标考核相结合、开卷与闭卷相结合、作业与期末

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 

2.2. 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的基础是教学大纲，现行的《化工制图》课程大纲是教学团队人员在借鉴国内外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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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结合机械制图的发展现状、化工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学生的学习就业需求，并咨询相关行业专

家后制定。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又根据教学反馈多次修改，最终才定稿并实施。多年的教学实践

反馈表明，该教学大纲是适合本校课程的。教学大纲根据课程发展需要适时调整，如根据教育部及学校

的教学精神指示，适时融合思政元素进入教学大纲，并贯穿于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激发起学生对《化工

制图》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2]。 
本课程教学计划则是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逐步校验修改完善，又结合具体学期的具体情况安排制定。

《化工制图》课程总体内容照顾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能力的提升，共分八个章节。前五个章节为

工程制图基础部分，讲述制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投影基础、立体投影、组合体和机件的常用表达方法。

后面三个章节为化工图样部分。这部分侧重于制图能力的提升和在专业实践中的应用，是在前面所学内

容在化工行业的表现，主要涉及化工设备图和化工工艺图。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部分课程教学

以分课堂教学的形式开展，分课堂教学内容以两到三堂课堂课作为一个教学专题为宜。在每个专题中都

有针对性的选取所学内容，对实际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多个内容进行融会贯通，找出解题思路，

提出解决方案并应用实施。激发学生发现问题的动力和兴趣，然后有意识的引导他们去运用所学知识技

能去独立思考，而后以小组为单位验证讨论，最后解决问题。教学专题开展的同时还兼顾学生团队协作

意识的培养。 
课堂的教学内容决定了采用何种教学方式，本课程教学改革做到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匹配，而且整

体上多样组合搭配，避免内容过多造成学生的接受疲劳。教学案例选择时注重特性强、适宜专题、适宜

学生接受等特点，目的是借助案例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灵活应用，避免出现那种为考试而学的应试学习

方法。本门课程教学内容中特别加强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教学内容中适时穿插融入大国工匠精神的学

习，教育学生手工绘图正确性和准确性，培养他们绘图的耐心和细心。对比中国工匠手工绘图纸所呈现

出来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专注态度，让学生认识到注重细节、追求完美是工匠精神的基本要素体现，

在传承工匠精神的同时，充分理解工匠精神的实质内涵，把工匠精神和实现中国强国梦紧密联系起来，

培养本专业学生的爱国敬业，敢于创新精神[3]。 

3. 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3.1. 课程体系的完善和课程理论知识更新 

结合工程制图的发展动态，对课程理论体系相应进行更新。如第一版教材的制图国标已有了最新标

准，在相应章节中的内容已按照新颁布标准进行了更新完善。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加入新旧标准的对照，

引导学生加深对知识更新的认识和掌握。课程授课方式更新。根据理论体系的更新，对课程中所涉的案

例进行更新。个别案例，如机械零件装配图的学习，涉及零件较多，学生反映不好想象，整体难以把握。

教学过程中，我们把这部分的课时进行了微调，先把零件分开学习，最后整合，同时适当增加这部分的

课时，强化学生对该部分内容的认识掌握。 

3.2. 课堂教学方法的多元设计 

案例 + 讨论 + 专题研讨 + 讲授等法结合的教学方法，以专题研讨、案例分析、讨论为主，讲授补

充为辅，借助多媒体教学。在此基础上，借鉴其他常见手段强化学生的学习过程，如教学过程中有同学

反映，别人能够想象得到的空间立体构型，自己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做作业的时候怎么也不会做。虽然

很着急，却没解决办法，很是苦恼。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辅以橡皮泥手工做机件，让学生直观的观察到截

交线、相贯线等线条的存在。 
针对学生空间想象力不够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联系生产厂家，补充部分可拆解的实物模型及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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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学院经费的支持。另一方面，受去年来校讲座的启发，我们联系了济南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他们

可以开发一套基于本课程的教学软件，对课程中所有的知识内容在计算机上直观的展示出来，并且可以

强化学生对本课程的理解和学习。只是委托他们开发费用较高，需要学校的专项支持。 

3.3. 注重辅线教学 

本课程学时不足的问题，需要学校在后续培养方案的修订过程中加以考虑，特别是针对于我们工科

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重点加强这方面的学分比例。现行条件下我们注重辅线教学方式的展开，辅线主

要是学生的自学与互学。学习内容为学生自选，要求在每次课堂之前有上次内容的回顾与总结，课后有

本堂课的收获与体会。全员参与，人人有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学生课前课后对本课程的学习掌握。通

过思考题、作业题、复杂组合体的形式，让学生对课上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思考。相贯线部分的学习，

任课教师在课前布置任务，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动手做一个两圆相贯的实体，下节课带到课堂，多个

小组的实体模型对照展示[4]。这样的展示有足浴加深学生对立体表面相贯的理解掌握，课堂上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作业和考试的结果表明，教学班级此部分考核得分率为 95%。 

4. 课程改革实践的成果 

4.1. 学生对《化工制图》课程兴趣提升 

改革之后最大的变化是学生对《化工制图》课程兴趣的提升。改革前的做法是教师一人主导课堂，

采取讲授加学生讨论的方式。学生习惯于被动的接受，缺乏学习的兴趣核动力[5]。改革之后，学生有更

多的机会参与课堂与课程建设，由被动的学习变成自主自发的学习，所以学生表现出了较大的学习兴趣，

积极性大大提高。 
学生自己动手做机件，亲身直观的感受到机件与机件之间结合产生的线条、隐藏的线条，让学生有

成就感的同时，加深了对机件空间结构的认识和把握，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师在提出问题

时比较容易得到学生的回应，课堂互动效果好，学习气氛活跃。 

4.2. 学生动手、主动探索等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结合学生进行的金工实习，同时借助部分网络资源，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特

别是部分缺乏空间构型想象力的同学，我们将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和内容以灵活直观的形式展现出来，培

养锻炼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激发了学生对未知内容体系求知的欲望，教学效果得到了极大改观。 
通过和学生的课上课下交流，笔者发现通过尝试并落实《化工制图》教学模式改革，学生对本课程

的学习认知程度明显改观，以往那种不重视本课程，只重视考研所涉及到课程的现象有了转变。学生出

现了愿意学、认真学的表现，感觉本课程不再那么枯燥，反而比较有兴趣。 
与同行与教授委员会交流反馈得知，本课程教改实践总体效果好，课程内容和本专业结合较好，课

件制作精良、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较好。不足之处是限于课时有限，课堂案例教学中的内容还需要

展开。 

5.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问题对应的解决方案及技术不断出现，《化工制图》课程也面临着多方面的问

题，这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做出调整应对挑战。临沂大学《化工制图》课程根据多年的积累和应对，

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和实践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对本课程的调查反馈对比

发现，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后效果明显，表现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了、学习效率提升、作业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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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量化的客观指标表现为学习成绩整体提高了 16.7%，优良率提高了 19.2%。成绩取得的同时也应该

注意到改革实践的不足，主要在于一方面是学分制的实施，限制了本课程的课时，有限的课时较难保证

学生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在于缺少充足的教学资源，特别是实物展览室和电子资源库，若能解决这两

方面的问题，《化工制图》课程改革和实践的短板将被补齐，教学效果必将会有进一步的提升。随着社

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本课程将在今后的教学环节不断地尝试改革与创新，赋予《化工制图》课

程长久不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在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新工科建设和工程教育认证工作中体现出基础

核心课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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