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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陶瓷工业的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实践与探索
廖达海　杨健飞　吴南星　余冬玲

（景德镇陶瓷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要：为提高地方特色应用型高等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学生对机械原理在实际工业的应用能力，课程中包括理论知识讲

解，最新产业成果分享，前沿科研论文探究，基础机械建模，基础机械设计，分组完成任务，合理指定评分体系等。通过此次教学改革，

形成了依托面向陶瓷工业，将高校，教师，学生有机结合，形成良性循环。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够使学生初步具备团队合作

和分析项目的能力，课程导向明确，符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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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 4.0 在各产业的迅猛推进，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必

将引领新一轮的工业转型，工业尖端人才是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

原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以及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投

入的不断增加，高等教育的培养设计逐渐完善，地方特色应用本

科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设计必须面向特色应

用能力的培养。

机械原理是机械类专业的一门理论基础课程，更是后续专业

课程的基础，特别实在工业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包括机械设计，

仿真分析。传统的机械原理课程缺乏对学生创新能力以及面向实

际工业生产能力的培养。

作为地方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本校依托深厚的陶瓷背景，

将陶瓷生产特种机械设备引入课堂，鼓励用实战化项目教学来完

成机械原理课程的改革和创新。

一、面向陶瓷工业设计机械原理课程的意义

机械原理课程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基础课程，

是十分重要的入门课程，课程涵盖大量理论知识，以往课程设计

缺乏实际应用，使学生无法深入理解，本校以产学结合，高校建设，

学生培养为目标。提出面向陶瓷工业设计机械原理课程，面向陶

瓷工业设计机械原理课程的意义如图 1 所示：

图 1 面向陶瓷工业设计机械原理课程的意义

（一）面向特色工业教学是特色高校建设的必然途径

在科技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国内企业迫切需要高校输送的

高素质机械设计制造人才，但是许多高校对机械设计制造专业的

建设无法满足企业对学生素质的要求，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高校在

人才的培养上只注重理论的教学，导致产学严重脱钩。因此，本

校这类地方特色本科院校在教学改革上，一定要依托产业特别是

和本校特色的陶瓷工业。一定要加强校企联合，企业联合高校培

养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才。

（二）面向特色工业教学是产业与教学结合的重要方法

面向陶瓷工业教学机械原理课程只是产学结合课程改革下的

缩影，其最终目的推进课程改革，摆脱教学过程中只有理论教学

的现状，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无法帮助学生理解理论，而且打击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将机械原理课程与陶瓷工业所使用机械设

备的基础机械设计结合。通过分享最新产业成果，领域关键问题，

科研最新动态，来帮助学生建立理论与实际的桥梁，最终促进产

学结合。

（三）面向特色工业教学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方式

通过分析领域的具体项目，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项目分析

能力。面向具体领域的前沿信息能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能够保

证学生未来发展的持续动力，通过机械设计的历练，让学生树立

真正的创新意识。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二、机械原理课程与陶瓷工业结合具体方案

机械原理课程主要涉及大量理论知识，怎样设计生动形象的课

程一直是课程改革的难点之一，结合多年教学经验和本校深厚陶瓷

背景设计了一套具体的培养方案，具体的改革方案如图 2 所示：

图 2 面向陶瓷工业教学改革具体流程

（一）演示动画动力和运动学模型

通过建立人机互动演示机械模型，更加形象直观。机械模型

如图 3 所示：

图 3 陶瓷工业简单人机互动演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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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工业必然是数字化，信息化工业，计算机处理分析能力

是不可或缺的，计算机的使用绝对不是单单考考试就可以掌握的，

需要大量的练习来掌握，课程将机构进行参数化建模，将机械原

理知识与计算机基础紧密结合。

（二）结合陶瓷工业背景讲解基础知识运用

课程通过产业最新成果，如道氏的 3D 渗花墨水，一鼎科技

的反置式抛光机。到科研领域的陶瓷半导体，再到陶瓷工业领域

尚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碳中和’要求，陶瓷工业的产业污

染问题。通过这些领域产研现状探讨让学生深入理解领域所做所

需，毅激发学生兴趣为目标，深化改革。

（三）学生自主设计机械结构

首先教师老师对选择的机械结构难度进行可行性分析，过程

中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改进关键构件的运动分析，让学生改进

设计，对设计结果进行分析，并将全班组成一组的团队形式，有

效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团队合作和创新的能力。

（四）优化成绩评定机制

传统的机械原理课程成绩只与出勤，作业，考试挂钩，其中

考试成绩占绝大部分。这十分不利于知识的传输，我们坚决不采

取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要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

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我们使用科学的评定办法，注重过程中

如机械设计作品予以高比重，淡化考试成绩，鼓励创新能力

三、预定课程改革的成效

高校，教师，学生是教学改革的三个对象，我们通过建立三

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如图 4 所示：

图 4 面向陶瓷工业设计教学成效图

通过面向陶瓷工业教学这一方式，使三者有机结合，产生良

性循环，最终完成人才的培养。

（一）学生能力提升

通过机械设计环节的设定，学生在团队中各司其职，在完成

老师分配的任务同时，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得到极大

提高，学习兴趣得到激发，项目分析能力得到加强。在学习过程

中通过团队合作，良性竞争增进了同学之间的感情。

（二）教师产学结合，推动教学创新

教师结合自身深厚的理论知识背景和自身经历，深入浅出的

讲解理论与实际运用的差别，通过解答学生问题，明确教学内容，

突出重点。

（三）学校与企业相互推动进步

学校通过搭建平台，鼓励教师创新教研，还和企业进行密切

合作。共同创建科研项目，联合培养专业人才，人才的培养可以

极大地提高高校在领域的知名度和名誉，面向陶瓷工业使得高校，

教师，学生有机结合，共同促进，协调发展。

四、结语

依托深厚的陶瓷背景，本课程设计从机械原理基础知识出发，

结合陶瓷工业背景设计简易课题，通过简单机械的建模仿真，机

械结构设计等内容。通过课程设计的训练，提高了学生的项目分

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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