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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浙江省“十一五”重点建设教材，是按照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
标和基本要求，在总结近年来各院校开展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编写的。
本书从职业岗位能力分析入手，确定能力目标、构建课程体系，将专业能力目标、方法能力目标和社
会能力目标融入课程体系，旨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因此，本书力求以应用为导向，在基础理论的学习上坚持“必需、够用”原则，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的
特色。

　　本书的主要内容为构件的静力分析、构件的承载能力分析、机构运动分析与常用机构、机械传动
设计、连接件与轴系零件设计、机械设计的创新。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工科院校机械类各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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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2.2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机械设计既需要较深的理论又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因此，在学习本
课程中要做好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注意把握好如下几点。
　　1）以某一零件的设计过程为主线，系统把握设计理论和方法。
学生刚一接触本课程会产生&ldquo;没有系统性&rdquo;、&ldquo;逻辑性差&rdquo;等错觉，这是由于学
生习惯了基础课的系统性、逻辑性所造成的。
在本课程中，虽然不同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理论基础不同，且相互之间联系不够紧密，但最终的研究目
的只有一个，即设计出能应用的机构、零件等。
本课程的各部分内容都是按照类型、特点、原理、结构、强度计算和使用维护的顺序介绍的，有其自
身的系统性，学习时应了解每种机构或零部件的类型、结构及性能特点和应用范围，掌握对工作情况
的分析和可能的失效形式以及保证该零件工作能力的计算准则及设计方法。
机械设计是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所以要把握好系统性与综合性的关系。
　　2）把注意力放在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机械零件设计要解决的都是实际问题，因此，在掌握课程内容的基础上，要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逐步熟悉工程中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此，须着重注意以下两点。
由于设计的影响因素很多，且它们之间又有相互影响，因此设计时零部件的结构和尺寸，往往不能单
独由理论计算决定。
有些系数和数据是根据一定条件下的实验得到的经验或者半经验数据，因此要注意系数、数据和公式
的应用范围，注意设计中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和协调。
大部分零部件的设计问题往往会有多个解法，即可用多种方案来完成。
因此要学会从多种可能的解答中，通过评价找出最佳解法。
　　3）重视实践，多作练习。
本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不能仅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
要独立去完成练习题和设计作业；要高度重视课程设计；要多练习徒手画结构图或轴测图，以表达自
己的设计构思；要到现场去观察和分析实际机器及零件的型式，以逐步积累实际知识和建立实际概念
。
　　4）注意自学能力的提高。
科技发展很快，新结构、新材料、新方法（设计方法和工艺方法）的不断涌现，以及电子计算机的应
用，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设计的面貌。
因此，建议学生不仅在学习教材时要培养自学能力，而且提倡在教师指导下，多看参考文献，掌握新
的信息。
　　5）注意培养创造性设计的能力。
本课程所阐述的内容、方法和结构在目前是具有典型性的，也是应该掌握的。
同时应该鼓励学生提出新的设想，并且有把创新构思的想象变为图纸和实物的能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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