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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程技术教育的不断进步，工程制图课程作为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基石，在提升学生空间想象力、

图形表达能力和工程思维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在电子信息工程等非机械专业领域内，学

生普遍面临着课程难度较高、授课时间不足以及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学生对工程

制图学习兴趣的普遍缺乏，从而影响了教学的整体成效。针对这一现状，本文深入分析了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学生对工程制图课程的具体需求，并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教学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显著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他们的实践操作能力，进而有效提高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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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ducation, engineering drawing courses, 
as the cornerstone of cultivat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talents, play a vital role in impr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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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spatial imagination, graphic expression ability and engineering thinking. However, in 
non-mechanical professional fields such a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tudents generally 
face problems such as high difficulty of courses, insufficient teaching time, and single teaching 
methods. These factors together lead to a general lack of interest among students in learning en-
gineering drawing, thus affecting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In response to this current 
situation,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specific needs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tudents for engineering drawing courses,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innovative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based on this. These measures are designed to significantly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strengthen their practical capabilities, and thereby effectively improve teaching effec-
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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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工程技术教育领域，工程制图课程作为基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学生空间想象

能力、图形表达能力及工程思维的关键使命。尽管其在机械及相关工程专业中的地位历来被重视，但对

于电子信息工程等非机械类专业的学生来说，工程制图的学习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1]。随着科技的

快速发展和行业需求的不断变化，非机械类专业学生对图形理解和表达的需求日益增长，工程制图的学

习不仅关系到专业知识的掌握，更影响到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设计的能力。 

2. 非机械专业工程制图的教学现状 

工程制图作为非机械类工科专业的基础课，是许多非机械类工科专业获取制图知识的唯一来源。对

非机械类工科专业来说，工程制图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至关重要的作用[2]。工程制图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培

养学生严谨的做事态度、基本的读图和绘图能力、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和创新设计能力，还能培养学生

在工程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 
《工程制图》是我校电子信息工程等非机械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其中工程制图理论课学时 32 学时，

计算机辅助绘图(AutoCAD)部分 16 学时。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尽管工程制图课程在专业培养方案

中属于主干课程，对人才培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通过对本校电子信息工程等非机械专业学生该课程

的学习情况进行调研，并将相关资料进行数据对比分析，得出以下三个导致该课程学习出现问题的主要

原因： 

2.1. 课程难度偏大，学时量偏少 

工程制图涉及到对三维空间的理解和表达，这对于一些非机械类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反映了难以想象物体的空间形状，尤其是在截交线、相贯线、补全组合体的视图等内

容的学习中常常感到无从下手[4]。要知道完整的工程制图课程主要包括画法几何、组合体绘制、机械制

图和计算机辅助绘图四个部分的内容。而非机械专业工程制图课时量仅为机械类专业的一半，等到学生

逐渐找到学习该课程的感觉时，工程制图的学习已经进入尾声，导致学生对于该课程的重难点把握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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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机械专业学生对于工程制图课程兴趣程度不高 

非机械类学生可能更倾向于关注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课程，而将工程制图视为一门无关紧要的课程。

因此，他们可能忽视了这些课程的重要性，认为它们在自己的专业发展中没有太大作用。当前许多非机

械类工科专业的“工程制图”课程仍然采用机械类的教学模式，缺乏对各专业特色的考量，这使得学生

难以正确地理解该课程的定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动力。此外，该课程的学习对象为大一新生，他

们缺乏对于机械概念的了解，从而对于机械结构的画法可能只能通过死记硬背，导致作业以及考试的正

确率下降，进而降低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效率。  

2.3. 教学手段和方式单一 

教学方式及教学手段的单一性是另一个挑战。工程制图的学习内容相对抽象，需要学生具备丰富的

空间想象能力。然而，许多课程仍然依赖传统的 PPT 和板书教学，虽然这些基于二维的教学表达，无法

很好的表达组合体和结构件的三维构造[5]。而且尽管多媒体教学可以提高授课效率，并清晰地展示复杂

的图像，但演示过程往往简略，导致学生仍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缺乏学习的积极性[6]。 

3. 工程制图教学内容探索 

3.1. 调整课程结构和内容 

3.1.1. 课程学习模块化 
我们可以将工程制图课程内容划分为若干模块，比方说，通过建立模块一：“基础绘图技能”，这

个模块涵盖最基本的线条、形状绘制与识别，进而建立另外一个模块：“高级绘图技巧”，这个模块是

更复杂的视图转换与组合体描绘，“专业应用”模块则侧重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相关的制图内容，如电

路板布局图绘制、电子组件的三维模型制作等。这样的分模块教学不仅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也能

让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学习进度，选择重点学习模块。 

3.1.2. 安排学生自主练习 
通过安排更多的实验室练习时间，如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操作中，让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

学生亲自绘制电路板布局图和电子组件的三维模型，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对课堂理论知识的理解。此外，

还可以使用 3D 打印技术来实现学生设计的电子组件模型，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 

3.2. 提高工程制图课程的相关性 

对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而言，课程可以特别强调电路设计和系统布局的制图知识。例如，设计课程

内容时，引入智能手机电路板的设计制图、无人机的飞控系统布局等实例，让学生理解这些制图技能在

电子产品设计中的实际应用。这种专业化更高的学习内容，更贴近学生的未来职业方向，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可以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增强课程互动性，在工程制图课程中设立小组合作学习环节，让

学生在小组内共同讨论、设计并完成特定的制图任务。这种合作模式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知识交流和技

能共享，进一步提高对于工程制图课程的学习兴趣。 

3.3. 引入现代教育技术 

3.3.1. 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 
CAD 软件如 AutoCAD 和 SolidWorks 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制图教学中应用广泛。通过引入这些软

件，学生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学习和掌握制图技巧，这不仅可以提高教学效率，更清楚的表达出视觉效果，

还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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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使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 
在工程制图教学中引入 VR 和 AR 技术，可以提供一个沉浸式学习环境，使学生能够以三维形式直

观地理解复杂的设计和构造。学生可以“走进”自己设计的电子信息系统内部，直观地观察和分析各个

组件的布局和连接方式。 

3.3.3.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 
结合线上和线下教学资源，开发丰富的学习材料和活动。例如，线上课程可以提供灵活的学习时间

和自主学习的空间，而线下教学则侧重于实践操作、小组讨论和师生互动。通过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

学生可以在灵活学习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课堂时间进行深入交流和实践操作。 

3.4. 利用在线资源和平台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平台和在线资源已成为现代教学的重要辅助工具。对于电子信息工

程等非机械专业的工程制图课程而言，充分利用这些在线资源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还能提高学习的

灵活性和效率。网上提供了丰富的工程制图相关的在线课程。这些课程通常覆盖从基础制图知识到高级

应用技能等多个层面，且形式多样，包含视频讲座、互动练习、在线测验等。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自主选择和学习这些课程，以此来补充和扩展课堂学习。此外，Bilibili 等视

频平台上也有着大量的工程制图教学视频和教程，包括各种绘图软件的操作技巧、设计思路分享等内容。

学生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找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制图案例，进行自主学习。 

3.5. 增加实地考察和现场学习 

3.5.1. 组织学生进行企业参观 
实地考察和学习是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对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

力尤为重要。组织学生定期参观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内的企业或制造工厂，如智能手机生产线、电子组件

制造企业等。通过实地考察，学生可以直观地看到工程制图在产品设计和生产中的应用，并且亲身体验

到工程师日常的工作流程和环境。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工程制图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他们将所学知识应用

于实践的信心和动力。 

3.5.2. 举办技术讲座和研讨会 
邀请业内专家和资深工程师来校举办技术讲座和研讨会。这些活动不仅提供了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还能让学生了解最前沿的设计理念和技术趋势，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创新思维。 

4. 结束语 

在面对电子信息工程等非机械专业学生在工程制图学习中遇到的一系列挑战时，本文提出的综合解

决策略旨在从课程内容调整、教学方法创新、以及学生参与度提升等多个维度入手，旨在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增强其实践操作能力，并最终实现教学效果的显著提升。通过分模块教学、引入现代教育技术、

实地考察学习等方法，不仅能有效解决学时不足、课程难度大以及教学手段单一等问题，还能激发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为他们将来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

通过对工程制图课程进行精心设计和不断创新，完全有可能将其建设成为非机械专业学生喜爱的、充满

活力的课程，使之成为学生技能培养和知识拓展的重要平台。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能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推动工程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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