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制造工程训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机械制造工程训练>>

13位ISBN编号：9787811056709

10位ISBN编号：7811056704

出版时间：2003-5

出版时间：中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欧阳中，俞敏辉　主编

页数：214

字数：34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制造工程训练>>

前言

　　湖南省高等教育学会金工教学委员会在总结本地区多年课程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吸取与
借鉴国内兄弟院校的教学改革成果，组织一批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几历艰辛，成功编写了8本一套
《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的系列教材。
该套教材囊括了课堂教学、工程实践教学和教学指导三部分必备的内容，注重扩充制造领域的新材料
、新技术和新工艺，重视零件设计的结构工艺性：使之既符合目前金工系列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又
体现了湖南地区高校课程改革的基本特色。
　　金工系列课程虽然属于工艺性技术基础课程的范畴，但它在大学实现其整体教育目标中所起的作
用，并不亚于任何一门其他重要课程。
这是因为：　　1.它包含讲课、实习和实验三部分完整内涵，是工艺理论与工艺实践高度结合的课程
，尤其是“实践”这一必须经历的重要过程，正是我国高校学生所普遍缺乏的。
　　2.工程训练中心所提供的大工程背景和严格按照教学规划所实施的全面训练，使其不只是为后续
课程打基础的一般性业务课程，而是全面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的综合性课程。
　　3.工艺课程体现出很强的综合性。
任何一个小的工艺问题，都必然涉及一系列相关的边界问题。
因此，工艺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总是可以转化为类似于对一个多元方程求优化解，在解决问题的思维
方法上可以给学生以启迪。
　　4.设计创新与工艺创新是相互关联和密切联系的。
事实上，工艺创新愈深入。
设计创新就愈活跃。
真正懂得工艺的人，才能更好地实施设计创新。
在这里，零件的结构工艺性只是体现其中的一个方面，工艺方法本身的不停顿创新则显得更为重要。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目前对此问题的看法已经基本趋于一致。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械制造工程训练>>

内容概要

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和造就适应生产、建设等方面第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不断改革，本书就是依据教育部制定的高
职、高专“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精神，结合当前高职教育的实际情况而编写的。
 本书内容力求简明、实用，体现专业技术基础课与实用性的统一，在教学内容的安排和取舍上，删去
了一些不必要的理论推导，既减小了篇幅，又使教材内容更具实用性，更便于教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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