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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工程图学教学中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杨淑芳 陆启鹏

( 西北农学院农机系 )

提 要

高等教 育的改革和调整面 临的一个新任 务
,

就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

要重视讨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开发培养
。

这是关 系到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关

健 问题
。

本文 阐述 了培养学生能 力的重要意义 以 及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之间的

关 系
夕

韭试 图探讨如何培养学生具 有三个主要方面 的能力
, 这就是空间想

象和思维
、

图示表达
、

以及绘图技能
。

一
、

在画法几何部分着重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

画法几何是以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抽象灼方式研究
“
形

” 的一门科学
,

它把几何性
、

空间性
、

逻辑性
、

度量性紧密地结台 汪 一起
,

因此
,

它在工科院校诸课程中占有一个独

特阴地位
。

在培养学生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方面也起着其它课程所不能代替的

特殊作用
。

想象是最有价值的创造因素
, 它能激励人们勇敢地探索科学领域里的奥秘

, 作出新

的科学发现
。

伟大的科学家爱 因斯坦曾经给想象力以高度的评价
, 他说

: “ 想象力比知

识 更重要 ,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

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 , 推动着进步
,
并且是知识

进化的源泉
,

严格地说
,

想象力是科学研究 中的实在 因素
。 ” 由此可见

, 培养学生的想

象力
,

对学生智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十分重要的
。

所谓空间思维能力
,

就是在观察获得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

对空间问题进行分析
、

综

合
、

抽 象
,
从而取得对事物本质的

、

规律性的认识能力
。

空间思维能力在工程图学研究

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所以培养空间思维能力也是本学科的一项基本要求

。

(一 ) 教学的侧重点要立足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思维

一切真知灼见都是积极思维的结果
,
而勤于思索的习惯

、

善于思索的能力
, 与教育

训练有极大的关系
。

1
.

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

关键 是抓住
:
一个

“ 想 ” 字
。

这就是说
, 在教学的各个环节

中 , 都要围绕教学 目的启发学生开动脑筋多想
。

要启发学生多想
, 首先教师必须多想

,

遵照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
,

想好讲解哪些基本概念
、

提问哪些问题
、

列举哪些典型

例 户
、

习作哪些基木练习
,

才能给学生起到启发诱 导的作用
,

活跃他们的思想 , 使他们

展 开联想
,
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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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知识的取得要通过思维
, 思维活动是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进行的 ,

一个空洞的

头脑是不能进行思维的
。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
,

又是反映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
,

它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共性
、

本质
、

必然性
。

它的内容不仅来自客观
,

而且是对客观存在

的抽象和概括
。

学生掌握了科学的概念
, 提高了知识的水平

,

巴维方能深
,
认识事物才

能准
。

知识越丰富
, 思路越开阔

。

思维才能更灵活
。

所以只有使学生牢固地掌握科学概

念
,

才能为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
、

进行正确的思维打下良好的基础
。

反过来说
, 一个判

断如没有正确概念作为它的基础
,

则只能得到不正确的结论
,

现以图一为例说明
。

阳 C r 尹5 日一 6 D

召 , 但

图 二

图一是苏联国家标准 r O C T 1 58 一 60 表示齿刃刀片齿纹参 数 的 图 例 ( 图二是其中

A一 A剖面的放大图 )
,

它存在一些错误
。

现仅 以其中之一加 以分析
。

图一 中的 A一 A
、

B一 B的作用是为了表示 B一 B剖面上的忐型角

—
构 成 齿沈齿槽

的两相交平面的夹角
。

按画法几何有关空间两相交平面夹角的概念
, B一 B 剖 切符号所

垂直 相交的底棱 D

—
相交两平面的交线 (见图二 )

,

应是表现为实 长的投影
。

但是 ,

A一 A剖切符号垂直于刃 口线
, 而不是与刃 口 线呈

“

p
”
角 ( r O C T 巧 8一 60 规 定 p角 二

5。
。

~ 6。
“

)
,
所以 A一 A剖面上 B一 B剖切符号所垂直的底棱不是实长

。

显 然
,

这作为

一个错误
, 是由于它不符合两相交平面夹角的投影特性

。

3
.

讲课是教学环节 的核心
。

教师必须把科学的概念讲清
、

讲透 , 表达出概念的本

质特征 , 而且对概念下明确的厄义
, 并指导学生运用概念于实际

,

使他们掌握得更加牢

固
。

启发式教学是激发学 习兴趣的基本条件
, 它能教给学生思维的方法 , 引导学生质疑

间难 , 促进学生动脑
、

动手
、

动口
夕

积极探索知识
。

学生的知识离不开教师讲授
,
但学

生的真才实学并非完全是靠教师讲 出来的
, 而是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

,
通过独立思考

,

实际学练而发展形成的
。

所以
, 教师讲课一定要精讲

, 讲在要点上
。

在关键的地方一定

要给学生讲清说透 , 要言不繁 夕 就足以 使学生 “ 振动 ” 。

教师 要善于引导学生运用已有

的知识 , 主动想象和思维
,

来解决新问题
。

4
.

举例 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个教师手 中如果没有丰富
、

典 型
、

具有科学

性
、

教育性和趣味性的教学实例
,

就难以取得 良好的教学效果
。

举例对开发学生智力
,

调节课堂气氛有着重要的 l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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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

( 1 ) 对典型的例于
, 要用足够的时间认真加 以剖析

。

学生掌握了典型
,

再经过联

想知识之间的联系和共 同因素
, 就可以产生

“ 迁移 ” ,

达到触类旁通
、

举一反三 的 效

果
。

如图三所示
, 用直角三角形法求直线 A B的实长和对投影面的夹角

。

对 本题一定要

把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含义讲清楚
,

使学生真正掌握在直角三角形中投影
、

座标差
、

实长

及夹角 四个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已知其中两个

, 必然能求其另外两个
。

还要进一步

强调 ,
所求夹角为什么是实长和投影之间所夹的角

。

这些基本概念搞清楚后
,
为他们灵

活运用直角三角形法和给以后 用变面法
、

旋转法求实长
、

夹角打下 良好的基础
。

( 2 ) 多样性 的举例是对典型性的延伸和补充
, 目的是扩大学生的视野

,
开拓他们

的思路
, 激发他们 的想象与思维

。

如图四所示
,

用垂直轴旋转法求起重臂

图 四

A B起 吊货物 C转动的角度
。

该例 题对学生

来说不是很难的
,
解题方法 已明确规定绕垂

直轴旋转
。

但学生普遍 感到 它 具有一定难

度
,

其原因之一是不清楚符合题意的合理位

置
夕

其二这是多次旋转的一例
, 其三是先绕

铅垂轴 ? 还是先绕正垂轴 ? 还 是无论哪一个

都可 以呢 ? 因此
,

这是一个能激发学生积极

思维
,

并能引起学生兴趣的例题
。

( 3 ) 适当布置 一些难度 较大的 练习

题 , 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
开发他们的潜

力 , 提高学 习效率
, 增强能力的培养

。

结合专业实际的
、

较难的习题 内容
,

会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决心
。

对这类习题
, 他们

易于产生新鲜感和好奇心
, 增强大脑的兴 奋

, 产生积极的思维活动
。

同时又因为较难的

一些综合性习题
,

涉及的基本概念多
,

学生必须在深入理解课程内容的基础上
,

综合运

用已学得的基本知识进行认真思考
、

逻辑推理之后才能解答
,

所以有利 于学生思维能力

的锻炼和提 高
。

如图五所示
,

用垂直轴旋转法求刀片仰角 0及刀具倾角 a ,

即为一例
。

该 习 题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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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大
,
这不仅是因为一般学生不懂刨刀刨削 A O C B刃面的工艺过程 , 而 且 难 以分析

得 出这样的结论
:

即只要把 A O C B刀 面上 A O线由侧平线变为正垂线
,

O角即可图 解求

出 , a 角也就迎刀而解 了
。

采用结合专业实际的难题时
,

要注怠符合学生实际
,

不要难度过大
。

(二 ) 认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夕

足提高空间想象
: : 力和空间思维能力必不可

少的一环
。

1
.

知识是正确认识的成果
,

正确的思维是达到正确认识必 户可少的手段
,

而逻辑又

是研究正确思维规律的科学
。

逻辑思维在学 习科学知识
、

研究问题中都是不 可缺少的
,

’

已是遵循 思 维 的逻辑规

则
、

有步骤地对事实
、

材料进行分析
,

或根据知识进行推理
,

得出新的判断 , 形成新思

想的认识过程
。

掌握逻辑学知识
,

可以提高思维的自觉性
。

学生的逻辑思维及其 自觉性

主要是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得到培养与提高的
。

列宁说
: “ 任何科学都是应用

逻辑
” 。

因为每一 门科学都要以思维和概念的形式去把握 自己的对象
。

抽象的思维能力是逻辑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
。

没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就不可能对

种种具体对象
、

现象进行必要的抽象
,

而形成一定对 象和现象的概念
。

对画法 几 何 来

说 , 它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在平面上表达空间形体的图示法和解决 空 间几何 间题的图解

法
。

建立空间概念和空间想象力是这两个问题的关键
,

而树立这种概念和想象力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思维过程
。

若没有抽象思维能力就难于形成它的基本概念
, 更谈不上

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概念
。

因之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对提供的典型材 料 进 行分

析
、

综合
、

抽象与概括以形成 明确的概念
,

并引导他们运用概念分析情况
,
应用原理进

行推理
, 以解决新的问题

。

思维的基本规律就是形式逻辑所阐述的—
概念

、

判断和推理
。

如图六所示
, 判别两平面相交后的可见性

, 首先是根据某一对重影
J

叙对应座标的大

小这一概念
,
来分析判断它们的相对位置

, 然后推理出 哪一个为 可见
, 哪一个为不可

见
。

其次即可想象空间
,
谁把谁挡住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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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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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图七所示 , 判别两直线在空间是否为直角
。

正确的思维方法是应用直角投影原

理这一基本概念
,

判断
、

推理得出它们 主空问一定互相垂直
。

所 以画法几何本身就是一

门遵循逻辑思维规律
夕

且十分严谨的一 门空间概念的科学
,

它对人们建立空间概念
、

发

展空间想象力起着特殊的作用
。

2
一题 多 (种 ) 解 (法 ) 有助于培养和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

一题多解既能促进学生综合运用画法几何的基本理论
、

作图方法和作图技巧
,
又能

启发学生积极思考
、

扩展他们的空间想象和思维能力
,
使他们采取灵活多样 的 解 题方

法 , 以培养学生具有多种方案的设计思想
, 在比较 中选取最优方 案

。

对有 些典型的例

题 ,
采取互相讨论共同研究的方式

, 还能鼓励学生 自由发表见解
, 活跃思想

, 激发他们

的创造性思维
。

如图八所示例题
: 已知直线 A B上 C D

,

求 C D 的水平投影
。

对这一问题
,

教师提出要

求
,

让学生思考
、

讨论
, 以选 出最佳方案并论述其理由

。

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
, 引导他

们对各种多样的解法来分析
、

比较
、

综合
、

归类 , 对比各种解法的差别
, 再揭示出各种

解法之间的联系
。

所 以
, 一题多解能使学生在作比较

、

辨

异同
、

找联系
、

清脉络当中激起逻辑思维的

火花
。

它不仅使学生学到了科学知识
, 而且

也学会 了一些思维 的规则与方法
,
逐渐形成

了逻辑思维 的能力
,

从而促进了空间想象和

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
。

(三 ) 应用轨迹法解题能增强学生的空

间想象和空间思维能力

轨迹法是画法几何解题过程中最基本
、

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

轨迹是无数点的集合
, 图 八

它的概念来自数学
, 学生有这方面的基础

,

易于想象
。

常用的轨迹有四种
: ①直线 轨

迹 ; ②平面轨迹 , ③圆柱轨迹 ; ④ 圆锥轨迹
。

用轨迹法解题的 过程可看作是要在空间确

定同时满足几个几何条件的作图
。

满足一个条件可画出一条轨迹
, 若 要同时满足几个条

件
,
可同时作出几个轨迹

, 由这些轨迹的结合所得几何元素
, 即为所求的解

。

1
.

如图九所示
, 在已知平面上求一点距 H面 15 毫米

,

距 V面 20 毫米
。

此题一引出轨

迹 的概念
, 在学生头脑 中就会很快地自然形成

:

在平面上距 H面 15 毫米 的一条水平线和

距 V 面 2 0毫米 的一条正平线
,

各满足了给题的 一个条件
。

两条线的交点就会同时满足题

设条件
。

对此题
,

还可从平面轨迹着手
,

所求点即为三面共点
。

问题延伸
,

想象与思维

也会跟着深 化
。

2
.

又如 图十所示
, 已知直线 E F 和 G H , 试求作一直线 M N , 与其两平行线 各距 20 毫

米
,

其长度为 30 毫米
。

此题即用到圆柱轨迹的概念
。

总之
,

应用了轨迹的概念
,

在分析与综合的过程 中
,
反复验证

, 空间想象能力和空

间思维能力就会逐渐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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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九 图 十

二
、

基本制图部分不仅要为训练学生具有绘图技能打好基础
,

还要注意培养几何作图的分析能力

平面图形的作图练习能促进学生熟练地使用制图工具和仪器
.

并养成严谨细致的工

作作风
。

这是毋庸置疑 的
。

更应注意的是通过平面图形的线段和尺寸分析
,

可以大大地

激励学生学 习的兴趣
,

改变对基本制图的错误看法
,

即认为基本制图不过是死背标准的

手工劳动
。

如图十一所示
,

往 能正确
、

准确地画出该平面图形前
, 必须对它组成中的 多

个封闭图形进行分析
夕

以判断其作图先后的顺序
; 对多个线段

、

多种连接组成的某个 图

形 , 按各个线段的连接方式和所注尺寸 也要进行分析
、

判断各个线段的性质
,
才能决断

哪些线段可先画出
,

哪些线段则不能
。

这就生动而有力地说明
, 要掌握正确

、

迅速的几

何作图方法步骤
,

也需要学生掌握相应的思维分析能力
。

三
、

在投影制图阶段重点培养学生的图示表达能力
,

使空间

想象能力和空 间思维能力进一步提高

投影制图是工程图学的基础
,

它侧重于空间形体的图示表达
,

即怎样把实际物体用

投影图的形式表达 出来
,

或根据 已知的投影图想象出物体的结构形状及标注出完整
、

倩

晰的尺寸
。

所以这一部分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图示表达能力
。

图示表达能力可分为对形体的图示表达和尺寸标注两大部分
。

(一 ) 对形体图示表达能力的培养
,

是使学生学会用形体分析法观察 与分析物体的

几何组成
,

灵活恰当地应用视图
、

剖视
、

剖面
,

力争做到用最少的视图数量
,

完整
、

清

晰地表达出物体的内外结构形状
。

为此
,

应要求学生 自始至终地把按照投影规律作图和

空间想象力结台起来
。

也只有这样
,

才能顺利地掌握图示原理与方法
,

建立和发展空间

想象力
。

空间想象力是制图课程 中必须往意培养的基本能力
。

因为想象来源于实践
, 通过感

觉获得印象
夕 再利用印象进行想象

。

所 以要充分使用教学 中的实践性教学环节
, 为想象

积累必要的感性材 料
。

想象要借助于思维
, 思维能动地指导更准确地想象

。 它们之间有

着辩证的关系
。



浅谈在工程图学教学中对学生能力的培才

1
.

读图能力的培养

在投影制 图 部分 ,
所 谓读

图
,

就是 由多面视图想象出所表

示的组合体的空间形体组成
,

它

是画图的逆过程
。

读 图能力是空

间想象力具体的体现
,

实际上它

是一种综合地运用画法几何和制

图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 使两维的

正投影重现为三维空间 形 象 的

思维能力
。

( 1 ) 组合视图

绘出一组三视图
,

它们分画

戍三个单张图 (如图十二 ) , 给

题时
,

要求按它们之间内在的投

影对应规律
,

正确地选 出主视图

和正确配置好俯
、

左视图 ( 习惯

上我们 把它称为
“ 拼图 ”

)
。

乃乃 {{{

图 十 一

甲甲甲

尸尸一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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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

门门门门门
111

..... -习习 !!!

1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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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十 二

要正确地达到
“
拼图

”
要求

,

学生必须通过
:

假设 , 判断、 再假设~ 再判断… …等

想象
、

思维过程
。

为了提高难度
,

可以一次给出分散
、

搅乱的八组三视 图

— 24 张正方

形
,
要求学生正确选出

、

配置好八组三视图
。

.

( 2 ) 从二求三和补全漏线

如 图十三和十四 所示

( 3 ) 剖视读图的训

,

这是传统的
、

公认为行之有效的空间想象训练方法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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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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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十 四 图 十 五

从给出的两视图求作 剖视
,

或是按给出的剖视求作外形视图
,

这是两种难度较大的

读图能力训练方式
。

特别是求作半剖视的练 习
, 更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

2
.

空间构思能力的培养

如图十五
,

给出两个视 图求第三视图
, 它与前述的

“
从二求三

” 的区别是后者的答

案是唯一的 ,
而前者可有多种答案

。

如 图十六
, 则由给出的一个视图

,

自行构思设计其

图 十 六

它对应的两视图
。

它们都属于 “ 不定形
”
构

思训练方法
。

通过 “ 不定形 ”
构思设计

,
能促使学生

广开思路
, 积极主动地思考分析

。

3
.

各类图示表达方法及其应用

这是图示表达能力的 一个重要 组成 部

分
,

具体的教学要求 是培养学生具有正确
、

恰

当地应用视图
、

剖视
、

剖面表达出物体 内外结构形状 的能力
。

首先要求学生掌握 G 1B 2 8
-

汉机械制图国家标准中有关
“
视图

、

剖视与剖面 ”
等内容

。

然后要求在应用方面能达到
“ 少而精

” 的水平

—
即按组合体的结构组成特点

,

选用适当的图示方式
, 在完整

、

清



浅 i与乍工程日学教学
「}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晰地表达组合体内外形状
、

结构的前提下
,

力求作图简便
。

( 二 ) 尺寸标注是图形表达能力的 一 个重要方面
,

它也是我们投影制图教学 中的一

个难点
。

根据对我院农机设计制造专业八二届毕业设计图纸质量的调查分析
,

尺寸标注

方面的图示表达错误竟 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二四
。

问题在于我们教师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各类组合体正投影图在尺寸标注达到几何完整

方面的规律
。

今后我们必须狠下功夫解决
“ 几何完整

” 问题
。

学生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少尺寸

” 或 “ 漏注尺寸
” 。

其产生原因多数是不

认真和粗心
。

为此 ,
在培养学生尺寸标注能力的同时

,

必须注意培养学生具有 认 真 负

责
、

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

在投影制图教学中
, 让学生多做一些读图后标注尺寸的练习 以及在测验或考查中把

它作为重点 内容
,

还是起作用的 (如图十七 )
。

象这种练习既是基本制图中基本尺寸注

法
、

平面图形尺寸分析 与标往的继续
,
又是以后零件图部分尺寸标注的基础

, 今后应精
·

合设计此类练 习
。

在培养学生具有 图示表达能力的教学过程中
,

都要始终贯穿 “
形体分析法 , , “ 线

面分析法
” 以及 “ 线段与尺寸分析

” 等基本方法
。

此过程实际上也是分析与综合
、

比较

与归类
、

抽象和具体
、

推理与判断的逻辑思维过程
。

只有多次经过这样的过程
,

学生 的

图示表达能力才能迅速提高
。

一
1 11111

::: !!!

}}}
:::

……{{{

……
111

图 十 七

四
、

机械制图部分应培养学生进一步掌握图示表达能力和绘图技巧能力

机械制 图部分

—
零件

、

部件测绘及零件图
、

装配图读图 , 涉 及的 知识 面 比较宽

广
,
它具有零

、

部件特有的图示表达方法
、

测绘方法
、

尺寸标 注 ,
零

、

部件的工艺结

构
,
标准件

、

通用件的查表以及加工
、

装配方面的技术条件等等
,
如果不分主次

, 不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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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点 ,
要求学生全部掌握这么多的知识

, 的确是难以做到的
。

关键还是要明确在这个

教学单元
, 培养学生具有哪些能力 ? 我们认为

:

第一
,

读图能力

—
零件图

、

装配图的

读图能力 ; 第二
,

绘图技巧能力

—
仪器图与草图技巧

、

测绘能力 , 第三 , 图示表达能

力

—
零件图

、

装配图特有的图示表达方法
、

优选视图方案
、

形体分析与抽象能力和尺

寸标 注能力
。

限于篇幅
,

现选重点简述如 l
一

。

(一 ) 绘图技巧能 力

绘 图技巧能力 (实际操作能力 ) 是发展智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是能力发展的一

个重要 因素
。

手的动作和思维活动是直接联系的
,

对发展思维起着积极的参与作用
` 人

常说
: “ 手是脑的老师

” , “ 眼过千遍 , 不如手做一遍 ” ,

即是说双手的动作对发展智

力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

能力的获得
,

离不开训练
。

对学生的绘图技巧能力 (仪器工具的

使用
、

仪器 图和草图的作图技能
、

基本规格
、

图面质量等 ) 的培养要贯彻在本门课程的

始终
。

所以
,

我们从画几开始
, 就指导学生要熟练地使用三角板和绘图仪器

,
对画几练

习也要求做到线型分明
、

字体工整
、

图面整洁
,

为制 图课的学习打下 良好的基础
。

从投影制图开始
, 对作业进行评分 ,

从严要求
。

对优秀作业及时表扬 ,
树立样板

,

使学生学有目标
, 赶有对象

。

在严格要求的同时
, 给予耐心细致的辅导

。

对作业较差的

学生
,

肯定成绩 , 指出不足
,

使他们树立起学好制图课 的信心和练好基本功的决心
。

按照我们学院四届学生的统计 , 在零件图
、

装 配图单元
, 学生完成 的仪器图工作量

占全 部课程应完成的百分之六十八点九八
, 因此

,

我们 比较重视在本阶段对学生绘图技

巧能力 的培养
。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
,

我们基本上克服了图面质量差的弊病
。

例如
,
据八二届毕业

设计图纸调查
,

在图面质量方面的错误仅 占3
.

50 4%
。

花绘图技巧能力的训练中
, 还能使学生逐渐地形成 良好的心理品质

,

而这些心理品

质又可迁移到学习上去
。

使他们逐渐养成严谨认真
、

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
,

为 以后的学

习和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

(二 ) 图示表达能 力

l
;

优选视图方案的能力

以尽可能少的视图
、

剖视
、

剖面来完整
、

清晰地表达机件的形体结构
、

工艺要求和

技术要求
,

这是本课程的基本教学要求之一
。

在完成本要求的教学过程 中
,
还可充分发

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 以 锻炼

、

提高学生对比 分析
、

选优综合的巴维

能力
。

我们具体的教学措施是
:

( 1) 零件测绘 中
, 对轴杆类

、

轴承类零件采取分题制
,

审图时按 同 类 分 题进行

“ 评比优秀或较好的视图方案 ” 的小组讨论
。

( 2 ) 支架类零件
;

对每两个学生发给六种不同方案附零件图 (图示表达画法和标

注上有错
,

方案不够理想 )
。

在给予一 定时间的自学基础上 , 组织讨论分析评比每个方

幸的存在问题与优缺点
。

要求学生施展 自己的读图能力
,

下能参看实物
。

讨论后并不要

卞得出统 一的或唯一的方案
,

而要求学生按 自己的观点重新设计视 图方案
, 其后才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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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图学教学巾对学生 能力的培了

支架类零件
,
以测绘所得尺寸绘制仪器 图

。

( 3 ) 发给学生一张表达完整但视图方案不好
,

不利 于读图的壳体零件图
,

要求学

生读懂
,

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后
, 重新设计视图方案

,

井绘制仪器图
。

2
.

形体分析 的 毛何抽象能力

在零件测绘 中
,

学生要表达出带有各种工艺结构 而形体下太明显的零件时
, 必项经

过几何抽象才能进行形体分析
, 这是零件和木模的一个根本区别

。

只有经 过丁几 何 抽

象
,
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 进行分析与综合
。

在思维中
, 抽象仅只抓住 对 象 的本质特

性
夕

而将其余非本质的
、

不重要的特性抽离出还
。

概括是在思维中将同一种类的对象的

共同本质属性集中起来结合为一般的类的属性
。

有了正确的抽象与慨括
,
才能正确认识

事物的本质
。

在零件测绘中
,
要确切地表达出零件的结构形状

,

就要进行合理的形体分

析
, 此时正确的抽象与概括就显得更为重要

。

如图十八所示
,

对桌虎钳支架的形体分析

即为一例
。

图 十 八

实际上实物比起图十八的立体图
, 其形体结构 的几何特征更为模糊

。

我们列出了八

种不同的分析方案供学生对比分析和选优
,

本文仅例举三种
,

如图十九①
、

②
、

③
。

以桌虎钳支架为典型
,

对学生进行零件 的几何形体分析的训练
夕

使学生掌握设想多

种方案
,

加 以对比分析
,

最后确定最优方案的思维方法
。

过去在进行零部件测 绘 教 学

中
,

学生普遍感到难以掌握桌虎钳的形体与分析方法
, 而教师的辅导任务 当然加重了

。

但当教师发给学生上述资料后
,
实践证明一般的学生都能不依赖教师解决问题

。

这说明

它既是训练几何抽象的有效方法
, 又能培养学生具有 自学能力

。 `

3
.

简化抽象的能力

在部件测绘 中
,

学生感到最困难时是装配简图
,

多数学生分不清视图 和 简 图的区

别
,

常把装配简图画成剖视图那样
。

查其原因
,

最主 要的是不会把实物经形体分析抽 象

简化为基本的几何线条
。

实际上这是缺乏空间几何抽象能力的表现
。

针对这种情况
,

在

讲装配简图的画法中
,

我们不仅讲清了规定和常用图形符号的含义和用法
,
而且把重点

放在那些还没有图形符号表达的物体上
,
以实例说明其简化抽象的方法

,

并把它同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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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甩
一

气

润

分析作对比
, 找出其共性

, 分析其差异
。

形

体分析是将复杂的单个零件抽象为许多个基

本几何体
,

而画装配简图是将装配体中许多

零件用 由简单线条组成的图形符号形象地表

达出来
,

即将形体进一步简化为线条
, 它是

几何抽象能力的抽象与提高
。

另外
,

要求学生反复拆装部件
,
熟悉其

组成
,

搞清各个零件的名称
、

功能及它们之

间的连接关系
, 进一步明确工作原理

。

通过上述训练方法
, 目前一般学生都能

顺利地画出如图二十那样的装配简图
。

这样

不仅使学生学会了一种表达方法
, 更重要地

是培养了他们的简化抽象能力
。

五
、

结 束 语

对在工程图学
一

教学中怎样培养学生能力

的问题
夕

我们的体会很粗浅
,

至于 自觉地
、

系统地和有计划地安排实施更做的不够
,

尤

其是在进行有 目的的教学法实验后
, 如何定

性
、

定量地检查教学效果
,

还有待于今后进

一步摸索和探讨
。

口
。

理
。

勺于勺别

图 二 十

1
.

}到
:

2
;

陆启鹏
:

图 十 九

参 考 文 献

《 逻辑与数学教学 》 , 科学出版社
, 1 9 7 9

齿刃动刀片齿纹参数的图解方法及计算
, “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教学与



浅谈在工程图学教学中对学生 能力的培养

科研交流资料
” , 1 9 7 9

、

第一期
。

3
.

童 国华
:

收割机齿刃动刀片双刃面 (齿纹 ) 加工专机参数的图解计算—
图解法

应用 , “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教学与科研交流资料
” , 19 7 9

、

第一期
。

4
.

吴永健
: 制定 《 工程制图 》 (非机类 ) 教学质量规范的几点看法

, 《 工程图学丛

刊 》 , 1 9 8 2
、

第一期
。

5
.

部克农
、

冯世瑶
:

关于培养大学生制图能力的探讨
,
华中工 学院

, 1 9 8 2 (油印

本 )
。

6
.

杨淑芳
、

陆启鹏
: 对农业机械设计制造专业毕业设计图纸质量的调查分析

—
教

学质量研究之一
,

西北农学院 , 1 9 8 2 (油印本 )
。

7
.

彭美 良
:
部件测绘教学体会

—
培养学生能力

夕 西北农学院 , 1 9 8 2 ( 油印本 )
。

8
.

孙享林
: 画几及制图培养学生哪些能力

,
武汉工学院

, 19 8 2 (油印本 )
。

9
.

北京工学院制图教研室
:

机械制图构型设计 (第一集 )
,

铅 印本
。



西北农学院学报 1 9 5 3年第 4 期

A n E l e m e n t a r y I n t r o d u e t i o n T o

T r a i n i n g S t u d e n t s ’
A b i l i t y In T e a e h i n g O f

E n g i n e e r i n g G r a p h i e s

Y a n g S h u F a n g L u Q i P e n g

( N o r t h w e s t e r n C o l l e g e o f A g r i e u l t u r e
)

A b s t r a C t

A n e w t a s k o o n e e r n i n g r e f o r m a n d a d j u s t m e n t i n h i g h e r e d u e a t i o n

15 t h a t a t t e n t i o n m u s t b e p a i d t o d e v e l o p i n g s t u d e n t s 产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a n d

a b i l i t y w h e n
k n o w l e d g e 15 t a u g h t

.

T h i s 15 t h e k e y P r o
b l e m r e l a t e d t o

t h e r a i s i n g o f t e a e h i n g q u a l i t y
,

T h i S p a p e r d e a l s w i t h im p o r t a n e e o f d e v e
l
o p i n g s t u d e n t s , a b i l i t y

a n d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e a e h i n g k u o w l e d g e a n d f o s t e r i n g a
b i l i t y

, a n
d

a 15 0 a i m s a t d i s e u s s i n g h o w t o
f
o s t e r s t u d e n t s w i t h t h r e e m a i n a b i l i t i e s

s u e h a s s p a t i a l v i s u a l i z a t i o n a n d t h i n k i n g 一 g r a P h i e a l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o n -

a n d d r a
f t i

n g s k i l l
.

S o m e v i r t u a l a n d t y P i e a l e x a m P l e s a r e g i v e n i n

t h i s P a P e r , t o 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