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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制图”课程是工科专业的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修读的专业范围广、学生多，开展“工程制图”

课程思政教学，能够更为广泛地教育、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与意义，实现课程思政的教

学目标。针对“工程制图”课程内容与课程思政的相关性，寻找合适的切入点，确立“工程制图”课程

思政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实现途径和方法，在课程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教育和引导学生，最大限度地

发挥“工程制图”课程思政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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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Engineering Drawing”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basic course for engineering ma-
jors. It has a wide range of majors and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To carry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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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Drawing” course can educate and gui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chieve the teaching goal of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iming at the rela-
tivity between the content of “Engineering Drawing” course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of the course, we should find a suitable starting point, establish the teaching goal,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way and method to realiz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Drawing” course, educate and guide the students imperceptibly in the course teaching,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Draw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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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制图”课程以画法几何的投影理论为基础，以直尺、圆规、图板为工具，以黑板、木模、挂

图为媒介，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多媒体的发展，“工程制图”课程的教

学手段和途径更为丰富，AutoCAD、SolidWorks 等商用软件已成为绘制工程图的主要工具[1] [2]。“工

程制图”是体现工科特点的入门课程，也是工科学生必须学习的技术基础课程，承担着图形表达、空间

思维、图样绘制和计算机绘图技术等方面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培养学生作为创造性思维基础的空间

想象力及构思能力和掌握现代工程技术、方法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工程图是生产中必不可

少的技术文件，是在世界范围通用的“工程技术的语言”。正确规范的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是一名工程技

术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 
作为大学阶段的第一门技术基础课，“工程制图”课程的重要性不可小视，在工科专业后续课程的

学习中，都不同程度地需要“工程制图”的基础。“工程制图”课程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基础性、图形

性和工程性，与其它基础课程不同，“工程制图”课程内容抽象，需要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来理解课程

内容。“工程制图”课程是工科院校的技术基础课，修读的专业范围广、学生多，开展“工程制图”课

程思政教学，能够更为广泛地教育、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与意义，实现课程思政的教学

目标[4] [5]。 
大学前两年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合理引导、帮助其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对个人和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更为容易实现。经过“工程制图”课程思政的教学，

使学生在掌握相关的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认识、理解并践行爱国主义、遵纪守法、工匠精神、

敬业奉献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6]。 

2. “工程制图”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针对“工程制图”课程的自身价值和特点，结合课程思政的相关内容，确立“工程制图”课程思政

教学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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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养工程意识，使学生了解工程制图国家标准及制图的操作技能和工程规范，并贯彻、执行这些

规范。培养学生的工程素质：包括工程概念的形成、工程思想方法的建立、工程人员基本识图、绘图能

力及严谨工作作风的培养和训练。引导学生树立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意识，贯彻和执行国家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 
2) 培养学生空间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使用投影的方法用二维平面图形表达三维空间形体的能力。

引导学生学会多方面、多角度地看待、理解社会中的现象，正确合理地表达个人意见，维护社会秩序。 
3) 培养学生创造性构型设计能力。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目标：在以后的学习及工作中，设计出具有创

造性的结构、零件、产品，满足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促进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发展。 
4) 培养学生运用绘图工具，及初步使用 AutoCAD 绘图软件设置绘图环境、绘制二维图形和物体三视

图的能力。应用绘图软件，设计、绘制出更多新颖、精巧的图案、零件、产品，丰富国家多方面的需求。 

3. 课程思政与“工程制图”教学内容的融合 

针对“工程制图”课程传统教学的内容和特点，结合课程思政的方针和精神，将课程思政的内容合

理融合到“工程制图”课程的不同章节，力争做到自然合一，合理衔接过渡，避免生涩、突兀地引入相

关内容。对于课程不同部分的教学内容，可引入相关的课程思政内容如下： 

3.1. 绪论 

课程内容：“工程制图”课程的研究对象、性质、内容体系、学习方法和学习要求。 
课程思政融合内容：介绍我国图学的发展历程，唤起学生的爱国思想，树立对国家文化传承的信念。 

3.2. 制图基本知识 

课程内容：国家标准《技术制图》和《机械制图》中的若干基本规定(图线、尺寸标注、图纸幅面与

格式、标题栏、比例、字体等)。 
课程思政融合内容：强调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肃性，提升学生遵守法律的意

识；强调作图的准确性、细节的重要性，列举工程案例，强化学生严谨、认真的学习和工作态度。 

3.3. 二维图形的构形与设计 

课程内容：基本几何图形的作图方法、二维图形的构形方法、平面图形构形设计(圆弧连接，利用

AutoCAD 绘制平面图形)。 
课程思政融合内容：强调图形构形的规律性和技巧性，鼓励图形创新，绘制爱国图案(如党旗、国旗、

国徽等)，加深学生的爱国思想。 

3.4. 点、直线、平面的投影 

课程内容： 
1) 投影法、点的投影(点在三面投影体系中的投影、点的投影与直角坐标的关系、点的投影规律、两

点的相对位置及重影点的可见性判别)。 
2) 直线的投影(直线的投影特性、各种位置直线的投影、点与直线的相对位置、两直线相对位置关系)。 
3) 平面的投影(平面的表示方法、平面的投影特性、各种位置平面的投影、平面上取点和直线的作图

方法)。 
4) 直线与平面、平面与平面的相对位置关系(平行、相交等相对位置的判断)。 
课程思政融合内容：分析点、直线、平面的位置关系和从属关系，引入个人与国家的从属关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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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思想；引入事物的认知规律——由简单到复杂，讲授点、直线、

平面、立体的投影特性与规律；严格要求学生按照投影规律绘制投影图，培养严谨、认真的学习和工作

态度。 

3.5. 基本几何体的投影 

课程内容：基本几何体概述、几何体的构形方法；平面立体、曲面立体的投影及表面取点。 
课程思政融合内容：分析基本几何体投影的简洁性和明晰性，以及摆放位置的合理性(摆放位置对投

影的影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坦诚作人，坦率处事，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作好国家的

“螺丝钉”。 

3.6. 截切几何体和相贯几何体的构型及其投影 

课程内容： 
1) 平面几何体的截切(棱柱、棱锥的截切构形其及投影)。 
2) 曲面几何体的截切(圆柱、圆锥、球、组合回转体的截切构形及其投影)。 
3) 相贯几何体的构型及其投影(积聚性法、辅助平面法求棱柱、棱锥、圆柱、圆锥、球体相贯线的作

图方法)。 
课程思政融合内容：分析截切及相贯形体的形体特点及投影特性，讲解根据零件形状的需求进行合

理截切和相贯，引导学生认识自身价值的实现形式，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树立大局观，合理地“舍小

家保大家”，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根据产品的功能需求，合理地进行加工(截切、相贯)，设计出具有

创造性的结构、零件和产品，满足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促进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发展。 

3.7. 组合体的构形及表达 

课程内容：组合体的构形；组合体投影图的绘制、读图及尺寸标注。 
课程思政融合内容：分析组合体整体与组成其整体的基本体之间的关系，引入个体与整体、个人与

国家之间的从属关系，提升学生爱国意识；讲解形体分析法和线面分析法，引入科学的方法论；规范组

合体投影的绘图和尺寸标注的过程，做到不重不漏，树立节俭意识，反对铺张浪费。 

3.8. 轴测图 

课程内容：轴测图的基本知识、正等轴测图、斜二轴测图。 
课程思政融合内容：讲解轴测图的特点和作图方法，指出轴测图的优点(图形直观，容易想象)和缺点

(度量性差，不能真实反映形体形状及大小)，帮助学生建立全方位认识事物的思维和方法，理解并支持国

家的法规和政策，反对片面的认知事物，不受蛊惑，维护社会稳定。 

3.9. 机件的表达方法 

课程内容：视图、剖视图、断面图。 
课程思政融合内容：认识表达事物方法的多样性，提出换位思考，帮助学生学会理解和包容，正确

合理地表达个人意见，维护社会秩序；严格遵守国家标准中规定的形体表达方法绘图，提高学生遵纪守

法的意识。 

3.10. 标准件和常用件 

课程内容：螺纹的基本知识、螺纹紧固件的画法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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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合内容：讲解标准件和常用件的种类、规格和技术要求，综合考虑产品的质量和维修成

本，选择合适的零件，树立标准化意识；详细讲解标准件和常用件的国家标准规定画法，强调遵守国家

法规和行业标准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 

3.11. 装配图 

课程内容：装配图概述(装配图的作用、装配图的内容、装配图的表达方法)、常见机械结构装配画法。 
课程思政融合内容：讲解装配图国家标准的规定画法，强调遵守标准和规范的重要性，提高学生遵

纪守法的意识；讲解配合精度对设备性能的影响，对比国内外相同设备的性能差别，提升学生的爱国思

想，提高责任和主人翁的意识；强调细节的重要性，培养工匠精神；分组进行小型设备的拆装和测绘，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能力。 

4. 教学手段和方法 

教师需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责任感，从高度上认识“工程制图”课程思政的内涵与意义，

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深度上认真推进“工程制图”课程思政的教学，实现思想政

治与人才培养同时达成；从广度上努力推广“工程制图”课程思政，实现全体师生共同参与课程的教学

与改革。将多种教学手段融入“工程制图”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将课程思政贯

穿于整个课程的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教育学生。 
课堂授课中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实物模型、视频、网络课程等教学工具，自然地

引入课程思政的内容，以大国工匠和全国劳动模范的典型人物、事迹为切入点，通过图片、视频等形式

将爱国主义、敬业奉献、工匠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理融入“工程制图”课程的教学中，最大限

度地发挥“工程制图”课程思政的引导作用。 
例如，在“绘制平面图形”部分，将国旗作为绘图内容，如图 1(a)；在“圆弧连接”部分，将党徽

作为绘图内容，如图 1(b)，(绘图方法见附录)；在学习“AutoCAD 三维建模”部分，练习创建党徽的三

维模型，如图 2 (学生作业)。使学生在提高绘图能力的同时，加深对所抄画图案的内涵、意义的认识和理

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将课程思政内容引入到“工程制图”课程教学中的方法，既能提高学生的

绘图能力，又能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同时增强了课程的引导力。 
 

 
Figure 1. Drawing plane figure and arc connection. (a) National flag; (b) Emblem of party 
图 1. 绘制平面图形和圆弧连接。(a) 国旗；(b) 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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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ree dimensional drawing of Party emblem with AutoCAD 
图 2. AutoCAD 绘制党徽三维立体图形 
 

授课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应用多种灵活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以正确的政治思想、高

尚的道德观念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充分利用投影、CAI 课件等先进的教学媒介，设立模型陈列室、复习参考橱窗，“工程制图”网络在线

课程。在网络在线课程中，向学生提供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学参考书、计算机三维实体模型、

习题解答、按教学知识点编制的教学课件，在线答疑、计算机微课视频、实体课堂教学视频等资料，以

利于学生自主学习。 

5. 结束语 

近年来，天津理工大学工程图学教研室在“工程制图”课程教学内容和手段的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工

作，本文着眼于“工程制图”课程的特点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课程思政的思想为指导，开展课程思政

教学，对“工程制图”课程进行改革与实践，使学生在掌握相关的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认识、

理解并践行爱国主义、遵纪守法、工匠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国家的发展

贡献力量。 

基金项目 

天津理工大学教学基金项目(KG19-27)；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2017KJ262)。 

参考文献 
[1] 穆浩志, 李克旺, 牛兴华, 王晓菲, 薛立军, 毕大森.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机械基础系列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J]. 

中国轻工教育, 2015(5): 66-70. 

[2] 穆浩志, 薛立军, 牛兴华.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工程制图课程大纲的改革与实践[J]. 图学学报, 2016, 37(5):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6159


薛立军 等 
 

 

DOI: 10.12677/ces.2020.86159 982 创新教育研究 
 

711-717. 
[3] 薛立军, 穆浩志, 王晓菲, 徐艳. 基于目标导向的联想教学法在工程制图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与研究[J]. 中国轻工

教育, 2018(1): 81-85. 

[4] 赵仕宇, 郭丽霞, 陈小梅. “机械制图与 CAD”课程思政育人教学效果评价标准探究[J]. 机电技术, 2019(2): 
103-120. 

[5] 陈丹, 陈菁, 王薇薇. 面向工程教育认证和课程思政的中国水利史课程教学设计探讨[J]. 创新教育研究, 2020, 
8(3): 361-366. 

[6] 陈燕. “工程制图”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探索[J]. 现代交际, 2019(18): 186-187. 

 
 
 
 
 
 
 

附  录 

1) 国旗绘图方法(图 1(a))： 
a) 先将旗面(长宽比为 3:2)分为四个大小完全相同的长方形，再将左上方长方形上下划为十等分，左

右划为十五等分。将分格线条编号：横向自左至右为 1~16，竖向自上而下为 1’~11’。 
b) 大五角星的中心点，在点 A(6, 6’)处。其画法为：以此点为圆心，以三等分为半径作圆；做出该

圆的内接正五边形，五边形的一个顶点须位于圆心的正上方；然后将五边形的五个顶点中各相隔的两点

连接，各成一条直线。该五条直线所构成的外轮廓，即为大五角星。五角星的一个角朝向正上方。 
c) 四颗小五角星的中心点，第一点在点 B(11, 3’)处，第二点在点 C(13, 5’)处，第三点在点 D(13, 8’)

处，第四点在点 E(11, 10’)处。其画法为：分别以 B、C、D、E 四个点为圆心，以一等分为半径作四个圆；

做出每个圆的内接正五边形，其中均须有一个顶点位于大五角星中心点与以上四个圆心的连线上；然后

用构成大五角星的方法，构成小五角星。此四颗小五角星均各有一个角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2) 党徽绘图方法(图 1(b))： 
a) 将一正方形分为 32 等分，将分格线条编号：横向自左至右为 1~33，竖向自上而下为 1’~33’。连

接对角线 A(1, 1’)C(33, 33’)、B(1, 33’)D(33, 1’)。 
b) 锤头的画法：连接 E(29, 33’)、F(33, 29’)，并从 E、F 两点作 AC 的平行线，构成锤把。从 G 点(8.5, 

18.5’)作 BD 的平行线至 H(19.5, 7.5’)，从 G、H 两点分别作 AC 的平行线至 I(4, 14’)、J(17, 5’)，从 I 点作

BD 的平行线，以 K 点(13.5, 1’)为圆心、KJ 为半径画弧交于 L 点，构成锤头。 
c) 镰刀的画法：以 M(17, 17’)点为圆心、MN(17, 1’)为半径画弧 NO(17, 33’)；以 P(17, 15’)点为圆心、

PO 为半径画弧，与 HG 的延长线交于 Q 点；以 R(11, 16.5’)点为圆心、RN 为半径画弧，与通过 R 点的水

平线交于 S 点；以 T(16.5, 16.5’)点为圆心、TS 为半径画弧，与通过 T 点的垂直线交于 U 点；以 V(16.5, 11’)
点为圆心、VU 为半径画弧，与 HG 的延长线交于 W，构成镰刀。以 X(3.5, 30.5’)点为圆心作圆与 AB、
BC 线相切，从 Y(6, 30’)、Z(4, 28’)点分别作直线平行于 BD，构成镰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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