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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在多年中职机械制图教学观察中发现，相贯线的投影作图在学生学习机械制图的后期绘图中，很容

易出错，是机械制图中的难点和重点。以此内容为例，本文着重阐述学生在大单元教学背景下如何学习，

以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展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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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many years of teaching and observation of mechanical draw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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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projection drawing of intersecting line is easy to make mistakes 
in the later drawing of mechanical drawing, which is the difficulty and key point in mechanical 
drawing. Taking this conten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students learn and how 
teachers carry out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large uni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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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要认识大单元，首先应界定清楚大单元的概念。关于大单元，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大都

认同崔允漷教授的说法，即大单元是指向素养的、相对独立的、体现完整教学过程的课程细胞。大单元

之“大”，表现在以大概念为统领，整合课程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学习事件

[1]。大单元之大，不是单纯“量”的意义上的大，而是整体性、系统性、生长性课程思维的形象化表现。

大单元具有大概念统领、结构化关联、大局观统筹的大格局、大学习观的典型特征[2]。 
大单元教学，避免了盲人摸象的悲剧，从单元整体认识出发，把碎片化的知识用单元目标串联在一

起，完成大的单元任务，加强了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以真实项目为引贯穿整个单元。历届的中职生在

机械制图的学习过程中，大部分学生认为相贯线的投影作图最难，绘制有难度，但是相贯线投影作图又

是机械制图中的重点，那么怎么设置教学，采取哪些教学手段突破，能够使学生记忆深刻，就成为了“破

局”的关键。 

2. 大单元教学背景 

新课标明确提出了大单元教学，但在现实课堂中，一线教师对大单元的认识以及大单元教学的具体

实践等仍颇感困惑，如何让大单元教学真正落地成为关键问题[2]。 
 

 
Figure 1. Simplified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intersecting line of automobile engine 
图 1. 汽车发动机简化相贯线立体模型 

 

此单元为立体表面交线的投影作图，从大的单元角度出发，将汽车发动机缸体引入课堂，以此为线，

分析绘制缸体表面交线，重构单元知识点，从缸体结构中，简化出立体相贯的模型，展开教学，最后又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104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康显钢，肖艳双 
 

 

DOI: 10.12677/ve.2024.131043 264 职业教育 
 

回归发动机缸体表面交线，其中两圆柱正交相贯线的投影绘制是本单元教学重点和难点，宜重点讲解，

在发动机缸体中找到对应相贯线交线位置，简化出带有相贯线的立体模型，如图 1 所示。 

3. 教学对象分析 

中职一年级的学生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在课程的前期学习中，初步掌握了立体表面求点，对于截

交线和相贯线画法应该能理解。身心特点方面，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分析能力，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够养成

良好的绘图习惯。生活经验方面，学生能自觉学习本章内容的学习方法，及时找出绘图规律，个别学生

的畏难情绪，需要帮助及时克服，对于相贯线的投影作图这样的内容，如何化解它的难度，转化为学生

的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3]。 

4. 思政融入和课程导入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突飞猛进，国家已由制造业大国跨步进入制造业强国行列，但是具有敬业精神

的大国工匠却成为了短板，中职校的定位是为祖国培养高素质的技能人才，工匠精神的培养尤为重要。

在课程导入环节中，通过将汽车发动机缸体模型带入课堂，并展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带有相贯线的物品

如图 2 所示，把相贯线实物带进课堂呈现在学生的眼前，使抽象的问题形象化，再由带有相贯线的物品

提到产品制造，要求学生树立成为大国工匠的目标，以后为祖国做出贡献，播放 1~2 分钟大国工匠视频

片段并引入工匠精神，要求学生从现在开始要有精益求精、努力拼搏的精神，通过多次课程引入大国工

匠精神，使学生认识由量变达到质变，慢慢体会到技术人员需要具有这种精神，使学生把成为大国工匠

作为奋斗目标，学习的动力。 
 

 
Figure 2. An object with intersecting lines 
图 2. 带有相贯线的物品 

5. 线上 + 线下 + 线上形成学习闭环 

课前线上学习：课前提前 2 天，利用超星平台发布预习作业，要求学生预习相贯线的投影作图并在

平台上完成简单的答题检验预习效果，并要求学生收集日常生活中相贯线的物品图片，将收集到的图片

上传超星平台完成任务，使学生通过这一环节对相贯线的应用建立深刻影响。 
线下课堂学习：相贯线的投影作图内容中，教学难点是正交的两圆柱相贯线的找点画法，有的老师

喜欢采用播放视频动画的方式来突破教学难点，笔者认为这样做会出现学生学习印象不深刻，浮于表面，

绘图细节影响不深刻的现象；如果采用动画 + 老师板图的方式突破难点，播放视频动画的同时，老师在

黑板上使用圆规和三角板带着学生用找点方法绘制一遍相贯线，老师在黑板上绘制的同时，学生在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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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同步绘制，并穿插讲解，多次强调学生绘图的步骤，通过投影的积聚性，先找前后左右特殊位置点，

再找一般点，最后顺次光滑连接各点，最后得出一条非圆曲线，即为找点法绘制的相贯线，在绘制相贯

线的同时培养学生规范性的养成，即必须使用圆规和三角板绘图工具绘制，不绘制草图，老师在讲台上

使用圆规和三角板绘图，给学生做出了示范，如果老师为了节省上课时间没有使用圆规和三角板，绘制

的是草图，要求学生在作业本上规范绘图，就不会起到示范的作用，学生对规范绘图没有足够的认识，

所以，教师课堂上规范作图很有必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绘图习惯。虽然教学难点正交的两圆柱相贯线

的找点画法对于中职生的要求较低，但是在大专院校正交的两圆柱相贯线的找点画法对学生要求较高，

需要学生掌握，通过职业高考，大部分学生都会升入大专院校甚至本科院校继续深造，正交的两圆柱相

贯线的找点画法就尤为重要，是学生升入大专后的知识基础，所以加深学生对教学难点的理解很有必要。 
国家标准规定，允许采用简化画法做出相贯线的投影，即以圆弧代替非圆曲线，此节教学重点即为

正交的两圆柱相贯线的简化画法，教学重点在课程讲授时，旨在使学生理解掌握绘制相贯线圆弧的半径

为正交两圆柱中大圆柱的半径，圆弧的圆心在小圆柱轴线上，圆弧的弯向为大圆柱轴线的方向，先播放

简化画法绘制相贯线的动画视频给学生一个初步印象，然后教师在黑板上使用圆规和三角板规范绘制相

贯线，边绘制边讲解绘制步骤，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印象，强调相贯线的绘制应在正交两圆柱投影为方形

的视图中，其他两个视图中的相贯线具有积聚性，积聚投影为圆的一部分。课堂练习作为检测学生课堂

知识的掌握情况，时间设定为 15 分钟左右，后 5 分钟作为学生小组讨论，通过投影仪作业展示交流的时

间，教师把具有典型的课堂练习投影出来，让其他同学学习交流，表扬绘制认真的同学。课堂最后 5 分

钟为总结，请各组总结简化画法作相贯线的步骤，并派代表发言，老师强调使用简化画法作相贯线的投

影中，绘制相贯线圆弧的半径为正交两圆柱中大圆柱的半径，圆弧的圆心在小圆柱轴线上，圆弧的弯向

为大圆柱轴线的方向。 
课后线上学习：各组推荐组内一名课堂练习完成良好的同学，将课堂练习拍照上传学习通，班内其

他同学利用学习通评选出优秀作业，在评选过程中，课堂作业再次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 

6. 易错点分析 

相贯线弯向问题，很多学生容易混淆，做题绘图时很容易出错，在课堂上，把此问题单独列出来，

利用通俗易懂的拟人举例方便学生记忆，把相贯线投影比喻成小圆柱把大圆柱咬了一口，如图 3 所示。

并把相贯线的简化画法整理为“大半径、小轴线、小吃大”，读起来，朗朗上口，方便学生记忆。 
 

 
Figure 3. The intersecting line bends toward the axis of a large cylinder 
图 3. 相贯线弯向大圆柱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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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圆柱直径的变化对相贯线的影响，较抽象，课堂通过视频、图片将两正交圆柱的相贯线随着小圆

柱直径的变化清晰的演示出来，使两圆柱直径的变化对相贯线的影响形象化，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The intersecting line bends toward the axis of a large cylinder 
图 4. 相贯线弯向大圆柱轴线 

7. 教学反思 

以大单元教学为纲开展教学研究，能够有效整合单元内容，以“真实情境”来确定大单元主题，从

学生亲身参与完成大任务、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具体规划系列子任务或子问题，将子任务或问题放到单

元内部的课时内容中，从而系统有机地规划设计单元教学。从大单元的视角来创新性地设计教学活动，

有利于减少以往学习过程中过多的“坐而论道”，而真正带领学生从生活、生产实际当中去思考、解决

实际问题，这样有利于学生在建构学习过程中高效而充分地理解知识、知识间的联系及知识的应用，有

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与培养[4]。 

8. 结束语 

回顾课堂的全过程，寻找漏洞点，通过学生作业间接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对于接受能力较差

的同学，单独辅导或者重点关注。大单元教学从大单元目标、大单元分析、大单元重难点方面着手，从

整个单元角度出发，把单元知识系统化，变得更加合理，使学生不仅知道要学什么，而且知道为什么要

学，怎么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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