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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基础》根据教育部新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基础教学大纲》编写而成，主要介绍机械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机械基础》共11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杆件的静力分析、工程材料、机构、传
动、支承零部件、连接、机械的节能环保与安全防护、机械零件的精度、气压传动与液压传动以及机
械基础综合实训。《机械基础》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机械类及工程技术类相关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
供相关从业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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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综合实践模块结合专业对典型机械进行拆装、调试和分析。3.选学模块（1）机械零
件的精度。主要介绍极限与配合的术语和相关标准，配合制、公差等级及配合种类的选用；形状和位
置公差的基本概念及选用；常用测量量具的使用。（2）气压传动与液压传动基本知识。主要介绍气
压传动与液压传动的工作原理及基本参数；气压传动与液压元件的结构和工作特点；气压与液压基本
回路的组成、特点及应用。1.1.2课程的性质和任务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机械类及工程技术类相关专
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其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必备的机械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懂得机械工作原理，了
解机械材料性能，准确表达机械技术要求，正确操作和维护机械设备；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使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备继续学习专业技术的能力；对学生进行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
教育，使其形成严谨、敬业的工作作风，为今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基础。1.1.3
课程的基本要求（1）通过对构件受力分析学习，会判断直杆的基本变形。（2）通过对工程常用材料
的学习，会正确选用材料。（3）通过对常用机构的学习，初步掌握其选用机构的方法。（4）通过对
机械零件几何精度的学习，会识读极限与配合、形状和位置公差标注的含义。（5）通过对气压传动
和液压传动的学习，会正确使用常用气压和液压元件，并会搭建简单常用回路。（6）能够分析和处
理一般机械运行中发生的问题，会对简单机械进行维修和改进。（7）通过对机械在安全、环保、节
能等方面基本知识的学习，具备改善润滑、降低能耗、减小噪声等方面的基本能力。（8）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具备获取、处理和表达技术信息，执行国家标准，使用技术资料的能力。（9）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情感，提高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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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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