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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表

课程名称 机械原理 学 时 1学时/45分钟

课程类别 专业技术基础课

教学内容

教材分析：本次课主要阐述常用机构中的四杆机构的传力特性。它是设计

四杆机构的基础，对于生产实践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教学重点：1、平面四杆机构的压力角与传动角的概念；

2、死点位置的物理含义。

3、机构通过死点位置的措施和死点位置的利用。

教学难点：1、机构最小传动角出现的位置及大小。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学生能描述压力角与传动角。

2、学生能描述死点位置。

能力目标：1、学生能分析机构最小传动角的位置及意义。

2、学生能正确认出机构的死点位置。

3、学生能归纳机构通过死点位置的方法。

4、学生能收集整理利用死点位置工作的工程案例。

育人目标：1、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

2、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在工程实践中合理应用的创新意识。

3、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课程思

政”教育

内容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

2、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教学方法

与举措

1、问题教学法

通过问题引出压力角与传动角的概念，并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分析实物

模型，确定最小传动角的位置，再通过曲柄摇杆机构、曲柄滑块机构、导

杆机构案例分析比较最小传动角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提出、分

析、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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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观教学法

学生由曲柄摇杆机构实物模型，分析曲柄为主动件和摇杆为主动件时，

机构的运动情况不同点，引出死点位置，分析其产生原因。培养学生探索

创新精神，在实践中体验成功的乐趣。

3、启发式教学法

机构出现死点位置时，是不能动的。在某些场合，要进行避免。但是

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有两面性，如何来利用这个不能动的死点位置也是研

究的重点。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方式，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自己学习生活中

的一些挫折。

4、案例教学法

通过列举死点位置的克服和利用工程实例，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在

工程实践中合理应用的创新意识。

通过死点位置利用的典型案例飞机起落架，讲到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

大型民用客机飞上了蓝天，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专业认同感、科技报

国的家国情怀。而又由几例飞机起落架事故引发的飞机事故，培养学生精

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和使命担当。

教学实施

过程

一、课程导入（时间：2 分钟）

以颚式破碎机和空气压缩机为例说明（见图 1和图 2），机构不仅要实

现预期的运动，而且要传递动力，完成有用功。我们希望机构运转灵活、

效率高，也就是要求机构具有良好的传力性能，怎样衡量一个机构传力性

能的好坏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通过问题引起同学们的思考，

激发同学们继续学习的兴趣。

图 1 颚式破机 图 2 空气压缩机

二、教学主要内容核心要点、教学组织实施及其蕴含的思政元素（时

间：38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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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力角和传动角的定义（时间：4 分钟）

1）教学主要内容核心要点：以曲柄摇杆机构为例，曲柄为原动件，摇

杆为从动件，对从动摇杆 C 点作受力分析，得出压力角、传动角的定义。

（见图 3）分析其对传力性能的影响，得出结论：传动角越大，机构的传力

性能越好，常用传动角来衡量机构的传力性能。因此，为了保证机构的传

力性能，设计时机构就有最小传动角的限制。

图 3 压力角与传动角的定义 图 4 最小传动角出现的位置分析

2）教学组织实施：教师讲解受力分析，学生听讲、理解压力角和传动

角的定义。

2、最小传动角出现的位置（时间：18 分钟）

1）教学主要内容核心要点：曲柄摇杆机构最小传动角可能发生在曲柄

与机架二次共线的位置之一处。偏置曲柄滑块机构最小传动角出现在曲柄

垂直于滑块移动导路而且远离导路处。导杆机构传动角是 90度。（见图 4）

2）教学组织实施：同学们观察曲柄摇杆机构模型，曲柄为原动件，在

其运动过程中，传动角的大小是不断变化的，小组讨论探究最小传动可能

发生的位置，并通过作图和解析法求解其大小。对于偏置曲柄滑块机构，

曲柄为主动件，同学们通过作图比较曲柄处于不同位置时，得出最小传动

角出现的位置。对于导杆机构，在老师的引导下，分析曲柄为原动件时，

最小传动角的大小。强调小组合作学习，阐明结果和原因。

3）蕴含的思政元素：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

强化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3、死点位置（时间：6 分钟）

1）教学主要内容核心要点：曲柄摇杆机构以摇杆为原动件，出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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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现象”，死点位置产生的原因。（见图 5）曲柄滑块机构、导杆机构的死点

位置分析。（见图 6）

图 5 曲柄摇杆机构死点位置 图 6 曲柄滑块机构、导杆机构死点位置

2）教学组织实施：同学们观察曲柄摇杆机构模型，以摇杆为原动件，

会出现什么现象，进而分析受力情况，传动角大小。在老师的引导下分析

曲柄滑块机构、导杆机构的死点位置。

3）蕴含的思政元素：通过实践，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在实践中体验成

功的乐趣。

4、死点位置的克服与利用（时间：10 分钟）

1）教学主要内容核心要点：死点位置对于传动机构是不利的，应该采

取措施使机构能顺利通过死点位置。在工程实际中，可以利用死点位置来

实现一定的工作要求。

2）教学组织实施：首先让同学们思考，机构在运动过程中应该如何顺

利地通过死点位置。播放缝纫机、内燃机、蒸汽机车车轮联动机构动画，

同学归纳越过死点位置的方法。引出辩证法，将死点位置应用在工程实际

中。举例夹紧装置、折叠桌椅、飞机起落架，并拓展与飞机相关的几个主

题，融入思政元素。强调小组讨论，鼓励同学发言举例。

3）蕴含的思政元素：由死点位置的利与弊，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方式，

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自己学习生活中的一些挫折。由死点位置的应用，树立

运用专业知识在工程实践中合理应用的创新意识。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

架大型民用客机飞上了蓝天，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专业认同感、科技

报国的家国情怀。展示由飞机起落架事故引发的飞机事故，培养学生精益

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和使命担当。（见图 7和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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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自主研制国产大飞机首飞成功 图 8 飞机起落架事故

三、课堂小结（时间：2 分钟）

1、压力角与传动角的概念。

2、平面四杆机构最小传动角的位置。

3、死点位置的概念。

4、死点位置的克服与利用。

5、课后作业：（1）在学习通上完成讨论：平面四杆机构的死点位置就

是它的极限位置这种说法对吗；请说说机构的死点位置与自锁有什么区

别？（2）请利用死点位置设计一折叠桌，画出机构运动简图。

四、学习通课堂测试（时间：3 分钟）

1、曲柄摇杆机构中，曲柄为主动件，则传动角是（ ）

 A、摇杆两个极限位置之间的夹角

B、连杆与摇杆之间所夹的锐角

C、连杆与曲柄之间所夹锐角

D、摇杆与机架之间所夹锐角

2、在曲柄摇杆机构中，为了提高机构的传力性能，应该（ ）。

A、减小传动角 B、减小极位夹角 C、增大压力角 D、增大传动角

3、当传动角为（ ）时，将导致机构的死点位置。

A、 B、 C、

4、判断题：机构是否存在死点位置与机构取哪个构件为原动件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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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1、本次教学活动，适合学生特点，其教学目标准确明晰，教学过程中

启发式、案例式贯穿始终，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通过课件演

示、模型体验，案例分析、点评总结等教学方法，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较好地实现了教学目标。

2、开展小组合作学习，以问题为导向，激发学生学习讨论的兴趣，课

堂讨论和课堂作业测试结果可以以小组为单位得到反馈，有助于培养团队

意识，增加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3、教学中融入了课程思政内容，学生能辩证地看待事物的两面性，正

确地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专业认同

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培养了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和使命担

当。

 4、课后作业的创新，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文献检索能力，激发学

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

 5、小组合作讨论学习时，小组座位排放受到教室的限制，组内讨论激

烈，但小组之间的交流较少，今后，应合理安排小组座位，科学分组，充

分发挥小组长作用。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1、自主学习平台：学习通线上资源

2、曲柄摇杆机构模型

3、多媒体课件

4、教材

5、绘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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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师讲述本节课的安排

图 2 教师布置讨论问题

图 3 小组开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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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教师与学生交流

图 5 学生展示讨论结果

图 6 升华融入思政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