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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需要，满足我国高校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重
大转移阶段中社会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类要求，探索和建立我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教研中心”）在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
——“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全国100余所以培养
应用型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进行其子项目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
新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在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标志
性成果，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配合下，推出了一批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立体化教材，
冠以“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2002年11月，教研中心在南京工程学院组织召开了“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
创新与实践”课题立项研讨会。
会议确定由教研中心组织国家级课题立项，为参加立项研究的高等院校搭建高起点的研究平台，整体
设计立项研究计划，明确目标。
课题立项采用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滚动立项的方式，分期分批启动立项研究计划。
为了确保课题立项目标的实现，组建了“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
题领导小组（亦为高校应用型人才立体化教材建设领导小组）。
会后，教研中心组织了首批课题立项申报，有63所高校申报了近450项课题。
2003年1月，在黑龙江工程学院进行了项目评审，经过课题领导小组严格的把关，确定了首批9项子课
题的牵头学校、主持学校和参加学校。
2003年3月至4月，各子课题相继召开了工作会议，交流了各校教学改革的情况和面临的具体问题，确
定了项目分工，并全面开始研究工作。
计划先集中力量，用两年时间形成一批有关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等理论研
究成果报告和在研究报告基础上同步组织建设的反映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立体化系列教材。
　　与过去立项研究不同的是，“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课题研究
在审视、选择、消化与吸收多年来已有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成果基础上，紧密结合经济全球化
时代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的实际需要，努力实践，大胆创新，采取边研究、边探索、边实践的方
式，推进高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工作，突出重点目标，并不断取得标志性的阶段成果。
　　教材建设作为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支柱和基础，作为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
，在当前培养应用型人才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探索、建设适应新世纪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需要的教材体系已成为当前我国高校教学改革和
教材建设工作面临的十分重要的任务。
因此，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各课题组充分吸收已有的优秀教学改革成果，并和教学实际结合起来，认
真讨论和研究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组织一批学术水平较高、教学经验较丰富、实践能力较强
的教师，编写出一批以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术基础课为主的有特色、适用性强的教材及相应的教学
辅导书、电子教案，以满足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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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制图（附光盘）》是国家“十五”重点立项课题中子课题“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应用型人
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项目的研究成果。
《机械制图（附光盘）》是参照教育部新修订的“高等学校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结合现代技术的发展，参考国内外相关教材，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具体情况，在坚持继承性的前
提下，适度创新而编写的。
　　《机械制图（附光盘）》内容包括绪论、制图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几何元素的投影、基本立体及
其表面的交线、轴测投影图、组合体的视图、图样画法、标准件与齿轮、零件、装配图、展开图和焊
接图、计算机绘图技术。
　　《机械制图（附光盘）》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应用型本科机械类各专业工程制图课程的教材，亦
可供其他类型学校相关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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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又如图5-14所示，只根据主、左两视图也不能确定物体的形状，必须联系俯视图分析，才能确定
物体的形状。
由于俯视图最明显反映物体的形状特征，根据主、俯或左、俯两视图却可以确定物体形状，此组视图
的特征视图为俯视图。
　　注意组成物体的各个形体的形状特征，并非总是集中在一个视图上，而是可能每个视图上都有一
些，如图5-15a所示的支架由底板和竖板两部分组成，主视图反映整体特征，俯视图反映底板的特征，
左视图反映竖板的特征，由三视图想像物体的过程如图5-15所示。
先由整体特征视图——主视图拉伸出“L”形体（图5-15b），再由底板的特征视图——俯视图确定底
板的形状（图5-15c），最后由竖板的特征视图——左视图确定竖板的形状（图5-15d）。
　　3．要注意视图中反映形体间联系的图线形体之间表面连接关系的变化，会使视图中的图线也产
生相应的变化。
图5-16a中三角形肋与底板及侧板的连接线是实线，说明它们的前面不平齐，因此，三角形肋在中间。
而图b中的连接线是虚线，说明它们的前面平齐。
结合俯视图，可以肯定三角形肋有两块，一块在前，一块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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