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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学生在工程制图课程学习中的常见错误，提出应当有效避免错误的发生；在解析学生常见

错误的过程中，指出了工程制图的实质是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最终应用于实践的过程；只要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其主动学习，就可以找到导致错误的原因，并从源头上杜绝错误的出现。
关键词：工程制图；错误解析；主动学习

中图分类号：ＴＥ０６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５８Ｘ（２０１５）１２－００９４－０４

工程图样在工业生产中起着表达和交流技术思想的作用，它被认为是工程界的“技术语言” ［１］。 在现代

工业生产中，不论是机械制造还是土木建筑，都离不开工程图样。 工程图样是用来表达设计思想的主要工

具，也是进行生产制造或施工的重要技术文件。 因此，每个工程技术人员都必须能够熟练地绘制和阅读工

程图样。 工程制图是工科院校中普遍开设的一门技术基础课程［２］。 作为传统的工科课程，工程制图在培养

学生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基本能力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 它内容多，难度随着课程的展

开逐步增加。 这对于课程学时不多的学生而言，接受起来难度就加倍了。 具体表现为有些学生完成作业困

难；有些学生作业虽然完成了，但正确率较低；甚至有些学生干脆不做作业了。 为了让学生能够顺利地学好

工程制图，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如何有效地发现并避免一些学习中的常见错误是一项重要而有

意义的工作。

１　 常见错误举例

学生在制图学习中一些常见错误，如在组合体部分常多画线（如图 １ 中虚线）、在两个相交的立体表面

不处理表面交线（如图 ２）、一些结构常漏线（如图 ３中沉孔）、有时会人为增加一些附加条件（如图 ４）等。 在

教学过程中，针对这些“屡禁不止”的问题反思后发现：
图 １中的错误根源是学生在对组合体的提法上（组合体：是由基本几何形体组合而成。 形体分析法是

假想把组合体分解为若干个基本几何形体，并确定各形体间的组合形式和形体邻接表面间的相互位置的方

法。［３］） 没有理解透，把组合体简单地理解为是由基本立体以“搭积木”的方式“搭”起来的。 从字面来看“由
基本几何形体组合而成”的组合体，在组成它的基本形体之间是应该有表面的，那表面之间就应该有轮廓

线，即图 １中的虚线。 这个解释看起来是成立的，但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在形体分析法中很

明确地提出来了，即形成组合体的若干个“基本几何形体”是用“假想”的方法得到的。 组合体是一个整体，



它不是“积木”搭起来的，图 １ 中的虚线是不应该存在的。 从多年的教学效果来看，图 １ 中的错误是一类常

见的错误，其根源正如前面的分析，学生在对组合体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 在教学过程中讲解组合体的同

时，一定要提到形体分析法，这样就可以避免把组合体当成是搭积木而造成的类似图 １中多画线的情况。
图 ２中的错误一方面与 １中相同，另一方面是对相交的两个立体表面的交线认识不够。 即相交的两个

立体在其公共区域表面进行了“融合”或理解为“整合”，从而形成新的公共表面（即相贯线）。 这要分成两

步：第一，形成组合体的任何相交的两个基本几何形体的表面一定存在交线；第二，交线的形状与两个基本

几何形体的形状及其相交的相对位置有关。 这部分内容在相贯线部分已经讲过了，但在组合体部分学生仍

然经常会犯图 ２的错误，主要原因是学生不能把知识融会贯通。 针对这种情况，不仅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

多看、多分析，还应当要求学生课后多看、多练手。
图 ３中的漏线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把视图与断面混淆了，二是对共面与不共面没有真正弄清楚。 在读

组合体部分给学生分析过，如果两个面是共面的，那么，其相邻部分没有轮廓线；否则，则有轮廓线。 图 ３ 表

示的是圆柱状沉孔，不共面，两个孔之间有轮廓线。 这种错误在学生绘制的图样中很普遍。 从根本上讲，是
空间想象力不强。 对学生应加强在这方面的训练。

图 ４中没有分析清楚相交的两个立体的空间形状，却人为地增加了一个水平面，使图形的表达与实际不

符。 类似这种错误，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比较多见。 在教学中应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应随意增加附

加条件。 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注意培养耐心细致的态度［４］是很有必要的。

图 １　 常见错误一

　 　 　 　 　 　 　 　

图 ２　 常见错误二

图 ３　 常见错误三

　 　 　 　 　 　 　 　

图 ４　 常见错误四

２　 从教学的角度分析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

在制图课传统教学中，为了逐步培养学生画图、读图的能力，把整个教学内容分为点、线、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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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组合体———表达方法———零件图———装配图。 这是一种阶梯式的教学模式，在零件图之前进行画法

几何（即投影理论）的教学，之后才是机械制图的教学［５］。 其好处是循序渐进，符合思维的发展规律，但这种

教学模式在画法几何部分的研究和实际应用无关联，其所研究的对象是一种没有实际功用、不讲加工制造、
静止孤立的模型，实际是一种理想化的、不带任何属性的抽象形体。 而这部分的教学及训练占了课程将近

一半的时间，这使得学生对图形的理解重细节，轻结构。 表现在画图时关注的是该画哪条线了，而不是在画

哪个结构，其结果就是多画线或漏画线，甚至人为地附加条件。 在进入零件图部分后，虽然在不断强调零件

是在上述抽象形体的基础上增加了诸如使用功能、加工制造等属性的综合体，但学生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关

的专业知识、缺乏实际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在画法几何部分学习中的一些潜在认识上的误区，使得学生在校

正错误方面或避免新的不该有的错误方面，效果不明显。
由于采用多媒体教学，很多模型不再以实物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而是通过多媒体教学软件展现［６］。

这样的好处是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看到更多的图象，不利之处也很明显，即很多东西有可能“一闪而过”，细
节没被观察到。

在教学过程中，作为主体［７］的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是内因，它决定了学生学习及掌握知识的可能

和限度。 工程制图是一门实践性高的学科，具体来说，课后学生必须完成一定量的习题才能掌握相应的知

识。 前面所列四种错误只是学生常见错误的一部分，只有把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地发现并排除掉在

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才能有效地避免常见错误的发生。

３　 改进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３．１　 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不仅要求给学生传授知识，同时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制图中的知识主要包括

基本理论及方法，制图的国家标准及规定，还有一些常用画法等。 针对不同的部分侧重点应不一样，在基本

理论及方法部分应重在讲解及分析，同时要结合相关部分的工程背景，并把一些与加工等有关的信息尽早

地、逐步地渗透给学生。 这样，在进入零件图部分时，学生自然就养成了先进行结构分析，弄清零件各部分

的功用及理想形状之后再画图的好习惯。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要注重对国家标准的贯彻与执行，也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画出符合要求的机械图样来。
在教学中，为了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可采用形象化的教学方法。 如讲述表达方法中局部剖视

图中表示剖切范围的波浪线时，可解释为剖切时去掉部分与留下部分之间的裂纹，所以波浪线只能画在实

体部分。 在讲解螺纹的规定画法时，学生对内、外螺纹中大、小径哪个用粗实线哪个用细实线经常搞混，为
了帮助学生记忆，可解释为手直接摸得到的哪个圆柱面所对应的直径画粗实线，反之则画细实线。 这样，学
生在形象、生动的教学过程中，很容易地就记住了相应的知识点。

３．２　 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包括很多方面，如在空间想象力方面，从点的投影部分就开始引导了：要求学生每

天花 １ ｍｉｎ的时间在脑子里反复想象点展开前在三投影面体系的位置与展开后在一个平面内的投影图。 这

样，由点、线、面到立体的三视图的时候空间想象力就水到渠成逐步培养起来了。 另外，在加强学生对知识

的综合理解与应用的能力方面要解决好“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让学生既掌握好基本理论与方法，又能具

体问题具体对待。 这主要表现在例题的选取与讲解上，例题选的有代表性，既能解释相关知识点的应用又

能说明知识点如何应用。

３．３　 分阶段测验———督促学生主动、自觉完成作业的方法

就目前检验教学效果的方法来看，考试仍然是最主要的手段。 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具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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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作业量大，难度系数较高。 所以学生做作业“苦”，教师改作业也“苦”。 每次收上来的作业就几个版本，
应付的成分很大，教师针对这几个版本批改时重复的工作量也很大。 为了避免这种“应付”，本学年在这方

面作了一项改革：布置作业后，在一定时间内把答案发给大家，然后分阶段对每部分进行一次测验（内容为

原题），在测验前把作业收上来。 这样，既督促了学生完成作业的数量与质量，又提高了其学习的主动性和

独立性。 就目前来看，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提问题的积极性都比较高，效果比较好。

４　 结　 语

随着国家对工程技术人员要求的提高，工程制图课程的教学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传授制图知识，而是

应将工程设计思想融入教学当中［８］；图学教育应培养学生创新设计的能力。 在解析学生常见错误的过程

中，总结出以下几点：在教学中教师不光要教图学知识，还要积极引导学生纵向、横向思维的发展，注重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同时应当明确工程图学不只是一种方法、工具，也是一种思维方式［９］。 工程制图实

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最终应用于实践的过程；它既强调与实际结合，又不能离开抽象的思维。 合理

使用多媒体教学工具，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其主动学习。
错误的存在是一种现象，透过现象找到导致错误的原因并从源头上杜绝错误的出现才是解析错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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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ｉ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ｍｉｓｔａｋ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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