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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行工程制图课程教学改革，将工程制图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融合，达到本课程所培养的规格要求；合

理运用3D打印技术和网络教学平台等现代辅助教育技术，解决教学难点和重点；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训紧

密结合，提高学生的工程素质；加强教师思政培训，不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形成了集3D打印、混合式教学法、课程思政特色的工程制图教学改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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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engineering drawing course was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meet the specifica-
tion requirements of this course,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engineering drawing is integrated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Due to the reasonable use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net-
work teaching platform and other modern auxiliary education technology, the teaching difficulties 
and key points can be solved; through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raining,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of students can be improved; by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aining for teachers, stude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craftsmanship spirit of striving 
for perfection can be constantly cultivated. It has formed an engineering drawing teaching reform 
system of featuring 3D printing, hybrid teaching metho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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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制图》是一门面向我校化学工程与工艺、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等非机械类专业开设的实践性

很强且必修的工程基础课程。由于工程图样是设计、制造、使用和维修过程中所共同遵守的技术语言，

绘图和读图的任何差错会给生产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故本课程的教育思想和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空

间思维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培养学生自觉遵守国家标准和化

工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培养学生掌握正确表达工程设计思想的方法、阅读和绘制工程图样的能力，提

高学生的工程素质[1] [2] [3] [4] [5]。 
本课程实践性较强，须从“空间到平面、平面到空间”反复思维，引导学生思维的过程也是工匠精

神养成的过程。故笔者参照各高校的经验[6] [7] [8] [9]，采取以下措施，进行了基于 3D 打印、混合式教

学法的工程制图课程思政改革，以培养学生的责任、保密、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和成本等意识和遵纪守

法的习惯，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促进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职业观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 将工程制图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元素融合，以达到本课程所培养的规格要求 

2.1. 工程制图所培养的规格要求及指标点 

工程制图所培养的规格要求及指标点具体明细参见表 1： 
 
Table 1. The specif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target points developed in this course 
表 1. 本课程所培养的规格要求及指标点 

规格 培养规格要求 指标点 权

重 

工程

知识 

能将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化学工程

与工艺、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等方面的复杂工

程问题，了解其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具有化学工程与工艺、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基

础知识及其应用能力，了解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行

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0.1 

使用

现代

工具 

能针对化学工程与工艺、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

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具。 

了解化学工程与工艺、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学科发

展现状，能在工程实践中初步掌握并使用现代工程

技术、方法和工具。 
0.2 

沟通 

能就化学工程与工艺、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生

产过程等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

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

和清晰表达、沟通和交流。 

掌握技术文件写作方法，撰写效果良好的报告和设

计文件。 
0.2 

职业

规范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在化

工工程实践中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

责任。 

在工程问题实践中，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

责任感，能遵守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责任。 
0.1 

终身

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以及不断学

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对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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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程制图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融合点 

Table 2.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engineering drawing 
表 2. 工程制图教学内容和思政元素 

章 教学内容 思政元素 

制图的基本知识

与技能 

通过使用绘图仪器，绘制平面图形和尺寸标

注，不断提高手工绘图的速度和技能，养成自

觉遵守和贯彻执行制图国家标准的良好习惯。 

介绍工程制图发展史，激发爱国情怀，坚定文

化自信；强调制图国家标准的严肃性和科学

性，培养遵纪守法意识；认识作图线型、位置

定位的重要性，弘扬工匠精神。 

投影基本理论 

介绍正投影原理和方法，理解空间形体和投影

图之间、空间元素(点、线、面、体)和投影面

之间的相对位置和投影特征，逐步建立从三维

(空间物体)到二维(平面图样)，再从二维到三维

的空间思维和空间想象能力。 

分析点线面的位置关系、点线面体投影特点与

规律，掌握由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规律，建立多

角度全面认识分析问题的哲学思想。 

基本几何体的三

视图 

观察立体表面交线的形成，讲授形状特点、平

面体和曲面体的投影特点，掌握立体表面的点

和线的投影求解方法，加深对截交线和相贯线

等抽象概念的理解。 

分析基本几何体与组成形体的关系，认识个体

与整体关系、个人与国家关系，树立大局意识。 

组合体 

讲授三视图之间“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三
等规律，理解视图与形体的前后方位对应关

系，掌握形体分析法和线面分析法；通过叠加

和挖切等方式构型，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

和空间想象能力。 

分析组合体与组成形体的关系，认识整体与个

体关系、国家与个人关系，树立爱国意识；通

过组合体形体分析法和线面分析法，建立科学

方法论和世界观。 

机件的表达方法 

在规范前提下，强调各种表达方法的灵活性、

多样性、必要性和适用性。根据机件的对称性，

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的复杂性，选择合理的表

达方案，培养学生多样化、多元化的思维能力。 

认识物体表达方法的多样性，使学生学会换位

思考和感恩，培养学生的规范意识、多样化及

多元化的思维能力。 

标准件 
常用件 
机械图 
轴测图 

掌握国家标准关于标准件和常用件的规定画

法、分类和标注，学会查阅相关国家标准，培

养学生规范作图的能力。通过分组讨论和泛讲

等形式，合理选择零部件表达方案；分析和比

较装配图的规定画法和简化画法，将其应用在

相关领域。 

认识标准件及常用件，从产品质量与成本方面

培养学生标准化和节约意识；掌握标准件常用

件的规定画法，自觉遵守制图标准与行业规

范；了解机械图的绘制过程，尤其效果，培养

工匠精神。 

化工制图 

查阅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掌握阅读或绘

制化工设备图和工艺流程图等方法，通过三维

实体造型制作实体模型并 3D 打印，了解化工

制图及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行业的前沿发展

现状和趋势。 

认识按化工规范画图的重要性，培养守法意

识；了解泄露图纸的严重性，树立保密意识，

强化责任担当；介绍并比较国内外化工设备性

能，激发学生爱国情怀，培养学生责任担当和

严谨细致的作风。 

计算机绘图基础 

在化工工程实践中初步掌握并使用现代工程

技术、方法和工具，培养学生多样化及多元化

的思维能力、作图技巧、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能力。 

了解计算机绘图的重要性，注重绘图细节和图

面要求，细节决定成败，突出工匠精神。 

 

本课程教学环节包括讲授、课堂讨论、实训、作业、自学及辅导等方式，将工程制图教学内容与课

程思政融合(表 2)，培养学生的绘图能力、正确表达机件形体、正确标注尺寸、正确阅读工程图样的能力

和空间想象能力，以达到本课程所培养的规格要求，提高学生的工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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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合理运用 3D 打印技术和网络教学平台等现代辅助教育技术，解决教学难点和重点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采用启发式等教学方法，由易而难，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进行讲授，突出教学

重点和难点。理论课教学的重点为正投影的基本原理、形体分析和表达方法、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

专业工程图样上技术要求等。通过线下课堂讲授和线上预习相结合，课外自学和作业相结合，理论教学

与实训紧密结合，合理运用 3D 打印技术、多媒体课件，绘图软件、录屏和网络教学平台等现代辅助教

育技术与手段。 
目前，网络教学平台五花八门，笔者在疫情期间，浏览和探究了近十余种教学平台，每种平台都有

自己的特点。因此教师在选择教学平台的时候，应根据课程的特点和需要去选择合适的教学平台，发布

课件、视屏、作业和批改作业。 
利用网路教学平台发布公告和课件，使学生预先了解每次课讲解的主要内容、以及要储备的知识；

对于教学难点，通过发布录屏资料，建立组合体的形成过程和三维立体印象。 
在教学平台上发布每课之星，通过线上课堂推介行业内的科学家；通过线下课堂教学，适时引入每

课金句，不断融入思政元素，努力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科学素养和严

谨的治学作风。 
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各类教学模型，既能节约教学经费，又能根据教学难点，适时打印所需要的

紧缺模型。如：3D 打印内外螺纹模型，可帮助学生了解内外螺纹的旋合过程；3D 打印组合体相贯和截

切等模型，可帮助学生了解两个直径不等的圆柱体相贯的变化规律，解决长期以来学生难以掌握相贯线

的教学瓶颈问题；通过 3D 打印换热器及折流板等模型，可帮助学生认识换热器及其零部件的构造，并

解决化工工程领域的拆装等工程实践难点问题。总而言之，根据课程的难点，构建并 3D 打印相关的模

型，通过三维录屏和 3D 实体模型，能很好地建立学生的空间想象。 

2.4. 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训紧密结合，改变考核方式，提高学生的工程素质 

本课程可根据《工程制图》实训教学大纲，选定且满足规定的内容。开设了六个实训项目，如投影

基本理论、基本几何体的三视图、组合体、机件的表达方法、机械图和化工制图。通过严谨的训练，培

养学生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以及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利用教学平台发布作业题目，对作业要求进行书面解释；对难点作业，提出一定的解题思路。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应严格要求学生按规定完成作业，不符合要求的作业要重做、老师要重批等，使学生养成

遵守国家规章制度和化工行业规范的意识和遵纪守法的习惯。 
为了正确掌握绘图原理和提高绘图速度，每个实训环节应完成《工程制图习题集(英汉双语)》上相应

的习题，同时完成少量图纸作业。根据学习态度、练习的准确度和速度、提问或学生平时作业，进行实

训考核。考核学生对投影的基本原理、正确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标注尺寸、对有关国家标准的正确理

解、形体的表达方法分析和空间想象等能力。根据完成本项目所规定的内容等情况进行百分制评分。 
期末采用闭卷考试方式，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期末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60%。可利用网路教

学平台的强大功能，将学生平时上课考勤、预习、听课、作业、实训和测试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成绩汇总，

减轻教师繁重的成绩统计工作。 

2.5. 加强教师思政培训，不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为了加强课程思政，近年来，笔者及课程组成员参加了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组织的全国“深化课

程思政建设，提升高校立德树人成效”专题网络培训、全国物理化学教学研讨会相关的研讨会和全国高

校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融合协同育人专题研修等等。通过培训，不断提升教学团队的思政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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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出台“设计终身负责制”，取消甲级院施工图审查，说明设计师将承担更多的责任，既要

追究设计师的设计责任，还需追究领导和公司施工图的审查责任；也说明设计公司对设计师提交的施工

图应进行审查和技术答辩，尽可能地把问题解决在内部，或化解在前期，而不应等到后期才发现问题，

造成覆水难收的局面。因此，这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和严谨细致的绘图作风。 
教师在传授知识点的同时，应不断培养学生敬业、精益求精、专注、创新的大国工匠精神和爱国爱

家的情怀。如：介绍我国科学家的先进事迹，如“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曾任我国 500 米口径球面射

电望远镜(简称 FAST)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是“中国天眼”项目的发起者和奠基人，他心系祖

国，从选址、立项、建设到落成启用，扎根贵州深山 22 年，以矢志不渝、锐意创新的精神给我国天文事

业留下瑰宝。大国工匠——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研磨师叶辉，依靠两块铁板和少许研磨砂，将精度提高到

0.05 微米(即 50 纳米)，手工研磨精度超过头发丝 1/700，比智能机器精准 10 倍(最先进的机器加工精度只

能到 0.5 微米)。通过这些，不断激发学生矢志不渝、锐意创新、不畏失败的精神和和敢于献身的高尚品

格，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意识。 

3. 结束语 

总之，加强教师思政培训，将工程制图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融合，将理论教学与实训紧密结合，合

理运用 3D 打印技术和网络教学平台等现代辅助教育技术，不断提高学生的工程素质，不断培养学生的

责任意识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通过上述措施，逐渐形成了集 3D 打印、混合式教学法、课程思政特

色的工程制图教学改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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