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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程分析研究了我国机械工程学科的发展现状和机械工程教育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个适应我国
机械工程学科本科教学要求的参考计划。
本教程以机械工程知识体系为核心，将知识要素汇集为结构合理且易于实现的学习单元，便于教学方
法和资源的共享，并为课程建设提供一个基本框架。
　　本教程共分8章，包括绪论、机械工程学科与机械工程专业、学生、专业教育条件、机械工程教
育知识体系、课程体系与教学计划、专业实践、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附录中介绍了一些国外知名大学机械工程学科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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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机械工程学科与机械工程专业　　1.1　机械工程发展简史　　人类文明的历史与机械工
程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机械工程学科的形成得益于机械制造技术的诞生和进步，机械制造技术的进
步促进了制造业的兴起和发展。
　　制造是人类科学理念物化的过程。
工具是机械的前身，人类最早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是石器。
在距今20～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华祖先们就能制作粗糙的石器工具。
　　在金属加工方面，商周时期的冶铸技术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冷锻工艺作为我国锻造技术的
杰出成就，在商代就已经使用，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金箔就是经过冷锻并经退火处理而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纹饰技术继续提高，并出现了金属范和失蜡铸造、叠铸等新技术。
　　秦汉时期的机械已趋成憝，其工艺技术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各国。
这一时期以动力（弹力、畜力、风力、水力等）利用和机械结构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宋元时期中国的机械技术仍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
　　古代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学术研究，明代相继出现了不少工程技术方面的巨著。
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被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在中国乃至世界科
技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
　　但中国古代机械及其工程技术的发展，与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往来非常少，处于本土生长
、时起时落的封闭状态，采用的也是师徒制的技艺传授方式。
并且中国古代人大都不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一般所谓士大夫都把实际工作看作是卑贱的事。
由于中国古代机械科学家、发明家只注重研究结果，加之受“士大夫不屑与手艺人为伍”和视机械为
“奇技淫巧”之物或雕虫小技等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得中国古代的许多机械创造发明只有实物而无文
字记述或理论解释，造成了后来许多发明的失传和再发明的走弯路现象，也形成了中国古代机械工程
技术虽然成就辉煌却无系统的机械科学与工程理论体系产生的独特现象。
尽管如此，中国古代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对近现代机械科技体系的形成还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15～16世纪以前，世界机械工程发展缓慢。
但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和技术，成为后来机械工程发展的重要基础。
　　17世纪以后，在欧洲，许多高才艺的机械匠师和有生产理念的知识人才致力于改进各产业所需的
工作机械和研制新的动力机械——蒸汽机。
18世纪以前的机械匠师全凭经验、直觉和手艺进行机械制作，与科学几乎不发生联系。
　　18世纪后期，瓦特改进蒸汽机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近代工业化生产方式，蒸汽机的应
用从采矿业推广到纺织、冶金等行业，制作机械的材料由木材转为金属，逐步形成了制造企业的雏形
——工场式生产，逐步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作。
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促进下，机械制造业开始形成，开创了以机器为主导地位的制造业的新纪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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