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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工程制图》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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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工程制图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其教学改革是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工程

制图课程中存在的教学方法单一、思政融入不足、实践与规范意识薄弱等问题，提出任务牵引教学、大课堂教学模

式、强化国标意识与课程思政三项改革措施。实践表明，通过任务驱动的项目化教学、分阶段递进式课堂设计以及思

政元素的深度融入，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与职业价值观，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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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engineering drawing is the 

key to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single teaching method,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weak awareness of 

practice and norms in the current engineering drawing course, and proposes three reform measures: 

task-driven teaching, larg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national 

standards, and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Practice shows that through task-driven project-

based teaching, phased progressive classroom design, and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vocational values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a practical path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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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程制图课程是职业教育中机械及机械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识图和绘图技能，并培养空间想象力及工程规范意

识。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传统教学模式逐渐暴露出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思政教育缺失、学生主动性与规范性不足等问题 [1-4]。

如何在职业教育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成为当前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5-8]。本文结合教学实践，从问题分

析、改革路径及实践成效三方面展开探讨，以期为同类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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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工程制图课程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方法单一，学生参与度低

传统教学多采用“教师讲授 — 学生模仿”的线性模式，课

堂互动性不足。例如，教师在讲解投影理论时，学生被动接受

知识，缺乏主动思考和实践操作的机会，导致技能掌握浮于表

面 [9]。部分学生反映，课堂内容与工程实际需求脱节，难以激发

学习兴趣。

（二）思政教育边缘化，职业价值观培养不足

工程制图课程长期侧重技术训练，思政元素融入形式化现象

突出 [10-12]。例如，在图纸规范教学中，教师仅强调国标要求，却

未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工匠精神或家国情怀，导致学生仅将规范视

为“机械遵守”，而非职业责任感的体现。部分教师在课程设计

中虽尝试引入思政案例，但多以“贴标签”方式呈现，如简单提

及“团队合作”或“严谨态度”，未与具体技术知识点深度融合，

这种碎片化的思政教育难以引发学生共鸣。

（三）实践环节薄弱，国标意识欠缺

课程在授课过程中，实训环节多停留在简单绘图练习，缺乏

真实工程场景的模拟 [13-15]。学生虽能完成基础图纸绘制，但对

国标细节理解不深，缺乏工程意识，实践中常出现规范错误。更

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实践教学未形成闭环。例如，学生完成图纸

后，缺乏后续的机械加工验证环节，难以直观感受设计误差对实

际产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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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制图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一）任务牵引教学：以项目驱动技能与思维融合

任务牵引教学以“完成零件图纸绘制”为课堂核心任务，例

如，在“轴类零件绘图”章节中，以一个修理案例引入，首先

展示一个实际损伤零件实物或3D模型，明确需要绘制该零件图

纸的任务，以便按图进行零件机械加工，完成损伤零件制备加工

修理。这样就以一个制图任务来牵引课堂学习，随后分解任务为

“视图选择→尺寸标注→技术要求”三个阶段，学生需结合课堂讲

解逐步完成绘图，并在小组讨论中优化方案。

具体实施中，任务设计需遵循“由简到繁、由单一到综合”

的原则。初级阶段可安排简单零件的测绘任务，重点训练基本视

图表达；中级阶段引入装配体拆解与零件图绘制，强化尺寸链计

算与公差配合知识；高级阶段结合工程实际案例零件测绘任务，

要求学生完成工程图纸并撰写技术说明。通过阶梯式任务链，学

生不仅能掌握绘图技能，还能培养工程设计的系统性思维。

（二）大课堂教学模式：分阶段递进提升学习效能

构建“课前预习—课中精讲—课后实践”的闭环教学体系。

课前，学生通过在线平台预习理论知识并提交预习作业，教师根

据作业反馈调整授课重点；课中采用“教师精讲 +学生跟画 +共

同订正”方式，例如在讲解“螺纹的画法”时，教师通过逐步带

领学生绘制螺纹结构，学生跟画学习。进一步地，同步开展自主

绘制练习，并实时订正错误，以此巩固提高；课后设置3D打印环

节或机械加工实训，学生将图纸转化为实体模型或零件，深化对

设计—制造全流程的理解。

（三）强化国标意识与课程思政：规范与价值观双轨并行

加强国标意识培养，在教学中增设“国标解析”模块。例

如，在尺寸标注环节，通过对比中外标准差异（如第一角投影法

与第三角投影法），引导学生理解国标制定的科学性与必要性，

并通过案例错误分析强化规范意识。可引入工程图纸的改错任

务，如一张图纸因标注错误导致零件批量报废的案例，让学生认

识到规范的重要性。

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将思政元素融入技术知识点。例如，在

讲解“图纸精度”时，引入航天器零件制造案例，强调“失之毫

厘，谬以千里”的工匠精神；在“组合体绘图”任务中，结合国

家重大工程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与职业使命感。此外，可邀请行

业劳模开设讲座，分享其坚守国标、精益求精的职业故事，使思

政教育具象化、情感化。

三、改革实践成效

在2024-2025学年实施上述改革措施后，教学成效有效提

升。学生技能水平提高，任务牵引教学使复杂知识点（如相贯线

绘制）掌握率提升30%，图纸错误率下降至5%以下。学习主动性

增强，大课堂教学模式下，课前预习完成率达90%，课后实践参

与率超过70%。学生逐步从“被动模仿”转向“主动探究”，例

如在“零件测绘”项目中，多个小组自主查阅国标手册解决争议

问题，并形成《常见标注误区手册》供后续班级参考。

四、结束语

工程制图课程的教学改革需以学生为中心，将技术训练与价

值观塑造深度融合。任务牵引教学通过项目制图任务激发学习动

力，大课堂教学模式以分阶段设计提升教学效能，而国标意识与

课程思政的强化则为学生职业发展奠定规范与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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