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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属 院（系）           机械工程学院 

      课 程 名 称              机械原理 

      课程类型  □ 理论课（不含实践）■理论课（含实践）□实验(践)课          

所属一级学科名称         工学                    

      所属二级学科名称          机械类 

      课 程 负 责 人       周传喜 

      申 报 日 期         2012-2-20 

 

 

 

长江大学教务处制 

二○一二年三月 

 

 



填 写 要 求 
 

一、 以 word 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二、 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次

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三、 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请在

说明栏中注明。 

四、 除课程负责人外，根据课程实际情况，填写 1～4 名主讲教师

的详细信息。 

五、 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1． 课程负责人情况 

姓  名 周传喜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5.03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手  机 13207277186 

学  位 硕士 职  务  E_mail zcx123tt@163.com

1-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机构学与机械传动 

1-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承担的

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

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

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时间）；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

署名次序、时间） 

 

1.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 机械原理            专业基础课    周学时 4   届数 3      学生总人数 440 名 

(2) 机械原理（双语）    专业基础课    周学时 6   届数 3      学生总人数 240 名 

(3) 机械设计            专业基础课    周学时 4   届数 3      学生总人数 240 名 

(4) 精密仪表零件及机构  专业基础课    周学时 4   届数 5      学生总人数 350 名 

(5) C 语言程序设计       专业基础课    周学时 4   届数 5      学生总人数 440 名 

 

2. 近五年来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设计，本科，五届，41 名学生。 

(2) 专业生产实习，本科，三届（12 周），126 名学生。 

3.近五年来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 机械设计类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环节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校级重点, 2010-- ,课题负责人。

(2) 机械原理双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校级，2007—2009， 课题负责人。 

(3) 机械原理形象教学手段的研究，校级，2002—2005，课题负责人。 

(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品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湖北省教育厅，

2006—2008，第五负责人。 

(5) 机械设计课程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2009-2011，第三负责人。 

(6) 机械原理多媒体教学课件研制，校级，2004—2006，第二负责人。 



4. 近五年来发表的第一作者教学研究论文 

(1) 浅谈机械原理课程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与使用.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4 期. 

(2)“机械原理”双语教学之浅见. 陕西教育. 2007 年第 3 期. 

(3) 机械原理课程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探讨. 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 

(4)“机械原理”双语教学的效果分析与改善途径. 中国电力教育 2009 年第 3 期.  

(5) 校级精品课程“机械设计”的实践教学改革---以长江大学为例. 中国电力教育 2010

年第 32 期.  

(6) 机械类基础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1 年第 11 期. 

 

5. 近五年来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 机械原理教学内容改革与教学手段的研究与实践，2008 年获长江大学优秀教学成果

一等奖，排名第一。 

(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品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2009 年获湖北省高

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序第五。 

(3) 机电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途径与创新基地建设的研究， 2005 获湖北省高等学校优

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排序第四。 

(4) 第二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长江大学，2006.12。 

(5) 第三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三等奖，长江大学，2008.12。 

(6)《机械原理》课件获首届优秀多媒体课件二等奖，长江大学，2007.07。 

(7) 教学质量优秀奖，长江大学，2007～2008 学年。 

(8) 指导学生获得湖北省高校大学生机械设计创新大赛三等奖 1 项，2006 年。 

(9) 指导学生获得湖北省高校大学生机械设计创新大赛一、二等奖各 1 项，2008 年。 

(10) 指导学生获湖北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二、三等奖各 1 项，2010 年。 

(11) 教学质量优秀奖，长江大学，2010～2011 学年。 

(12) 获国家高等学校骨干教师《机械原理》课程培训优秀学员，2011.11。 

 



1-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作为第一署

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与时间）；获得的学术

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 

1．近五年来主持的学术研究课题 

(1) 激光破岩热影响区岩石物性的变化规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09－2011, 

 署名第三。 

(2) 井下流量测量及地面油砂分离装置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子项目，2008－至今。 

署名第三。 

2．近五年来发表的第一作者学术论文 

(1) 直动推杆式直线减速器齿条齿廓加工装置的一种可行方案. 石油矿场机械. 2005 年第

2 期.  

(2) 基于 AutoCAD VBA 冲模标准件库的开发. 机械工程师. 2006 年第 10 期.  

(3) 用 AutoCAD 的 VBA 开发冲压模架图库. 机械设计与制造. 2008 年第 2 期.  

(4) 海洋修井机井架有限元分析及结构优化. 石油机械. 2008 年第 9 期.  

(5) 基于 Solid Edge 的冲模标准件库系统研究. 模具工业. 2009 年第 2 期.  

(6) 海洋修井机井架稳定性计算研究. 石油机械. 2009 年第 8 期.  

(7) 游梁抽油机连杆机构尺度综合优选方法. 石油机械. 2010 年第 10 期.  

(8) 含内在缺陷海洋钻修机井架实际承载能力研究. 石油机械. 2011 年第 1 期.  

(9) 往复泵动力端运动机构的优化设计和运动仿真. 石油机械. 2011 年第 10 期.  

(10)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for Rack Tooth Profile Curve of Straight Push-rod Linear 

Reduc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wer Transmissions(EI 检索)，2011 年 10 月. 

3．近五年来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 

(1) 海洋轻型模块式修井机研究，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署名第五，

2010 年。 

(2) 石油井口装置设计技术研究，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应用协会科技进步二等奖，署名

第七，2009年。 

(3) 热、气、固耦合流动在管式干燥系统中的应用及数值模拟，长江大学科技进步二等奖,

署名第二，2009 年。 

(4) W12-1A 平台修井机井架有限元及 TDS 安装可行性分析, 长江大学科技进步二等奖,  

署名第四，2009 年。 

(5) 文昌13-1/2油田修井机井架承载能力评估，长江大学科技进步二等奖, 署名第二，

2009年。 



2．主讲教师情况（1） 

姓 名 徐小兵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2.07 

终学历
博士研究生 

职  称 
教授 

电 话 0716-8062080

学  位 
博士 

职  务 
副院长 

传 真 0716-8060185

所在院系 机电工程系 E-mail xiaobingxu@163.com 

通信地址（邮编） 湖北荆州南环路 1 号长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⑷-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机械设计与制造 

2⑷-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承担的实践性教学；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公

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主编的规划教材 

1.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机械设计：专业核心课，56 学时，5 届，350 人。 

   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专业核心课，48 学时，5 届，350 人。 

2.近五年来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5 届，两个专业，200 人。 

   工程实训：5 届，三个专业，200 人。 

   毕业设计：5 届，50 人。 

3.近五年来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工程训练中心”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鄂教高 [2006]23 号-20060248，2008 年

通过省级鉴定。 

（2）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才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鄂教高

[2003]25 号-2003203，2006 年通过验收鉴定。 

（3）机械类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长大校发[2008]131 号-JY08006，

2010 年通过验收鉴定。 

（4）大学生机电创新活动基地建设和运行管理机制的研究与实践，鄂教高[2010]22

号-2010211，在研。 



4.近五年来发表的第一作者教学研究论文 

（1）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知识结构，理工高教研究，2006 年

第 1 期。 

（2）普通高校创新教育的探索与实践，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 

（3）高校机械工程训练中心建设探讨，科教文汇，2008 年第 8 期。 

（4）高校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方法探讨，科教文汇，2008 年第 12 期。 

（5）毕业设计（论文）组织管理工作精细化研究，管理观察，2009 年第 10 期。 

（6）多层次模块化机械工程实训教学体系的研究，科教文汇，2009 年第 11 期。 

5.近五年来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工程训练中心”建设的研究与实践，2008 年长江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排

序第一。 

（2）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才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2008 年长江

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序第二。 

（3）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品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2008 年长江

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2009 年湖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序第三。 

（4）教学质量优秀奖，长江大学，2007—2008 学年。 

（5）教学质量优秀奖，长江大学，2009—2010 学年。 

（6）指导学生获湖北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二等奖各 1 项，2006 年。

（7）指导学生获湖北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二等奖各 1 项，2008 年。

（8）指导学生获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 1 项，湖北省大学生机械创

新设计大赛一等奖、二等奖各 1 项，2010 年。 

（9）指导学生获湖北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一等奖 1 项，2010 年。 

6.近五年编写的教材 

《机械设计》（第二版，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1 月，副主编。 



2⑷-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获得的

学术研究表彰/奖励 

1.近五年来主持的学术研究课题 

（1）绝缘材料电火花加工技术研究，鄂教科[2004]5 号-2004D004，2004.3-2007.12，

已完成。 

（2）弯管机研制，荆州市泰佳制冷器材有限公司委托课题，2008.1-2008.10，已完

成。 

（3）绝缘性陶瓷电火花加工仿真技术研究，长江大学科研发展基金项目，

2009.11-2011.12，在研。 

（4）绝缘性陶瓷电火花加工新技术研究，鄂科技发计[2010]53 号-2010CDB04306，

2010.12-1012.12，在研。 

2.近五年来发表的第一作者学术论文 

（1）送电距离对绝缘性陶瓷电火花加工生成导电膜特性的影响，电加工与模具，

2006 年第 6 期。 

（2）基于 DynaForm 的复杂形件坯料尺寸反向模拟与优化,锻压装备与制造技术，

2007 年第 4期。 

（3）塑件强制脱模量计算，模具工业，2007 年第 11 期。 

（4）绝缘材料电火花加工机理探讨，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2 期。 

（5）基于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的绝缘陶瓷电火花加工电参数优化，机械设计与制

造，2008 第 4 期。 

（6）基于神经网络的绝缘陶瓷电火花加工工艺效果预测模型，机械设计与制造，

2009 年第 12 期。 

（7）一种气动多规格半自动弯管机的设计，液压与气动，2009 年第 12 期。 

（8）绝缘性陶瓷电火花加工中深度对加工速度影响的研究，电加工与模具，电加

工与模具，2009 年第 6 期。 

（9）圆筒拉深过程中压边力的研究，机械，2010 年第 1 期。 

（10）螺纹预紧扭矩系数测量装置研制，长江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11）圆管绕弯壁厚变化的数值模拟研究，锻压技术，2010 年第 6 期。 

3.近五年来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 

（1）API 抽油机三维模块化设计及仿真研究，2006 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单螺杆容积式钻具设计制造的关键技术研究，2011 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主讲教师情况（2） 

姓 名 华剑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7.07 

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13593870931 

学  位 硕士 职  务  传 真  

所在院系 机电工程系 E-mail Huajian5410@126.com 

通信地址（邮编） 湖北荆州南环路 1 号长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⑷-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有限元方法、机械振动测试与分析 

2⑷-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承担的实践性教学；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公

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主编的规划教材 

1.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实践名称 总人数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4 届 126 人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4 届 254 人 

毕业设计 5 届 39 人 

生产实习 5 届 322 人 

3.发表教研论文 

（1）工程类软件在机械原理教学中的应用，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 1 作者，

2008.03， 

（2）机械原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探索，高教论坛，第 1 作者，

2007.06， 

4.教学奖励 

奖励项目 名称 时间 获奖情况 

教学 机械原理 2008.11 院教学质量优秀 

指导学士学位论

文 

CYJY14-4.8-73 随动

平衡抽油机设计 

2008.12 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

二等奖 

指导机械创新设

计大赛 

便携式深井救援装置 2010.5 湖北省大学生机械创

新设计大赛二等奖 

教研研究 机械原理多媒体教学

课件研制 

2007.07 长江大学教学成果二

等奖（排名 3） 

教学研究 机械原理教学内容改

革和教学方法研究 

2008.10 长江大学教学成果二

等奖（排名 4）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周学时 届数 学生总人数 

机械原理 A 专业基础课 4 4 576 

机械原理 B 专业基础课 4 4 282 

机械优化设计 专业课 4 2 121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 专业课 4 4 576 



2⑷-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获得的

学术研究表彰/奖励 

 

1.参与课题 

课题名称 来源 年限 本人所起作用 

石油机械现代设计

技术与方法 

湖北省科技厅 2009.01－2010.12 压裂设备设计

理论研究 

混砂车输砂与搅拌

系统理论研究 

863 子课题 2009.12-2010.12 搅拌试验装置

设计 

基于桩-土耦合模

型的现役平台桩基

承载力评估 

863 子课题 2010.01-2011.08 力学计算模拟 

阶梯式预应力环组

合模具设计机理研

究 

湖北省自然科

学基金创新群

体 

    项目 

2010.01-2011.12 试验研究 

2.发表学术论文 

题目 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 时间 

Modal Test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Sand 

Blender’s Agitator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1 2010.12 

PDC钻头钻进过程的动态仿真， 石油机械 1 2009.09 

L26 转向管柱有限元模态分析

及测试,          

机械设计与制造 1 2010.10 

35MPa 采油井口装置大四通有

限元分析与优化 

石油天然气学报 1 2010.02 

基于 SolidWorks 的行星架有限

元分析及优化设计  

煤矿机械 1 2011.02 

3.学术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项目名称 获奖级别 署名次序 时间 

基于面向对象技术的金

刚石钻头计算机仿真 

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 

3 2005.12 

PDC 钻头设计技术研究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科

技进步二等奖 

3 2006.12 

基于岩性识别的金刚石

钻头设计理论及应用 

中国石油化工协会科

技进步三等奖 

 

2 2010.10 

损伤油管失效判据研究 长江大学科技进步一

等奖 

3 2006．01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2. 主讲教师情况（3） 

姓 名 帅玉妹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3.9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0716-8061080 

学  位 工学硕士 职  务  传 真  

所在院系 机械工程学院 E-mail Shuaiym021@163.com 

通信地址（邮编） 湖北荆州长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434023） 

2⑷-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机械学及材料成型 

2⑷-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承担的实践性教学；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公

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主编的规划教材 

1. 讲授的主要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周学时 届数 学生总人数 

机械设计 专业基础课 4 5 419 

机械设计基础 专业基础课 4 5 423 

材料成型工艺基础 专业基础课 6 5 334 

2. 实践性教学 

毕业设计 生产实习 课程设计 工程实践 

52 人（5 届） 274 人 （5 届） 360 人（5 届） 194 人（ 4 届） 

3.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课题名称 来源 年限 

材料成型工艺基础课程多媒体教学的研究 长江大学 2004-2006 

4. 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 作者序

“材料成形工艺基础”多媒体教学之初探 科技资讯 2006.11 独撰 

略谈网络教学环境下教师的功能与教学理念 大学时代 2006.11 独撰 

动画在“机械原理”教学中的应用与前景 科技资讯 2006.08 第 1 

利用工程实训中心进行材料成型综合设计实

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探索 
科教文汇 2008.11 第 1 

材料成型工艺基础综合创新实验的研究与探索 科技创新导报 2008.12 第 1 

大学生机械设计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国西部科技 2009.11 独撰 

工业设计专业《机械设计基础》课程教学实践 科技创新导报 2010.11 独撰 

浅谈“锻造工艺学及模具设计”的教学特点和

方法 

科技信息 2010.09 独撰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的改革思考 中国科教创新

导刊 

2011.07 独撰 



5.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时间 获奖名称 级别 

2006 年 指导学生获湖北省高校大学生机械设计创新大赛一

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省级 

2008 年 指导学生获湖北省高校大学生机械设计创新大赛二

等奖2项、湖北省大学生优秀学士论文奖2项 

省级 

2009 年 指导学生获湖北省大学生优秀学士论文一等奖1项 省级 

2010年 指导学生获湖北省大学生优秀学士论文优秀奖1项 省级 

2010 年 指导学生获湖北省高校大学生机械设计创新大赛三

等奖2项 

省级 

 

2⑷-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1. 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时间 本人作用 

复杂型腔钢结硬质合金模具

连接技术的研究 

省教育厅 2006-2008 负责人 

 

压裂柱塞泵关键技术研究 省科技攻关 2006-2009 参与者 

油管试压自动记录、打印装置 长庆油田 2005.3-2005.11 参与者 

塔里木油田油气生产、集输、

储运风险评估技术研究 

塔里木油田 2004.3-2005.12 参与者 

2. 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 作者序 

凹模为钢结硬质合金的冲模设计 模具制造 2009.11 第 1 

以钢结硬质合金为主要工作部分的冲

模设计 
模具工程 2010.03 

第 1 

钢结硬质合金在落料凹模设计改进中

的作用 
国外建材科

技 
2006.05 

第 2 

新型跷跷板健身车的设计 机械工程师 2007.05 第 4 

2. 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 

时间 获奖项目 授予单位 署名次序 

2009 年 压裂柱塞泵关键技术研究（科技进步一

等奖） 

长江大学 第 4 

2006 年 油管试压自动记录、打印装置（科技进

步二等奖） 

长江大学 第 4 

2005 年 塔里木油田油气生产、集输、储运风险

评估技术研究（科技进步二等奖） 

长江大学 第 10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2. 主讲教师情况（4） 

姓 名 袁新梅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9.11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0716-8060739 

学  位 硕士 职  务  传 真  

所在院系 机械工程学院 E-mail yxmdrm@163.com 

通信地址（邮编） 湖北省荆州市南环路 1号长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434023 

2⑷-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⑷-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

及时间）（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规划教材

（不超过五项） 

1.讲授的主要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周学时 届数 学生总人数 

机械设计 专业基础课 5 4 304 

机械原理 B 专业基础课 5 3 200 

机械原理 A 专业基础课 4 1 62 

2.实践性教学 

毕业设计 生产实习 课程设计 工程实践 其它 

人 （5 届） 人（5 届） 人（5 届） 人（1 届）  

20（5） 86（5） 142（5） 20（1）  

3.主持及参与的教学研究项目 

主持参与的教学名称 时间 负责人 

或参与者 

课题来源 

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的研究与实践 
2007.9-2009.11 

周思柱（1） 

袁新梅（5） 
校级 

实践环节质量监控体

系研究与实践 
2009.9 -2012 . 6  

冯进（1） 

袁新梅（4） 
校级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2009. 9 -2012 . 6 

彭三河（1） 

袁新梅（3） 
校级 

4.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 作者序 

简论机械类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 考试周刊 2007-07 1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教学改革探

索与实践 
长江大学学报 2008-10 1 



关于《机械设计》精品课程建设的

几点思考 
长江大学学报 2008-10 1 

高校青年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刍议 
科技信息 2011.03 2 

《机械优化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

探索 
长江大学学报 2011.09 2 

5.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包括教学质量优秀、指导学生获奖等） 

时间 获奖名称 级别 

2008-11-10 教学质量优秀奖 院级 

2009 年 1 月 青年教师教学质量认证——优秀 校级 

2010 年 5 月 机械设计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 2 项 省级 

2010年10月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 1 项 院级 

2011 年 1 月 2010 年度考核优秀 校级 

教

学

获

奖 

2011 年 9 月 教学质量优秀 院级 

2007 年 3 月 优秀学士学位论文一等奖 1 项 省级 

2010 年 5 月 机械设计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 2 项 省级 

2011 年 5 月 科技论文竞赛一等奖 1 项 院级 

2011 年 5 月 科技论文竞赛二等奖 1 项 院级 

指

导

学

生 
2011 年 7 月 指导学生发表 ICFMD 2011 国际会议论文 1 篇   

2 ⑷

-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1.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课题名称 项目来源 时间 
负责人 

或参与者 

液动冲击器流道

结构优化设计 

长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青年教师科研资助项目
2006～2008 主持 

基于CFD的液动

冲击器流道结构

优化设计 

长江大学青年教师科研

启动资金资助项目 
2006～2008 主持 

石油安全评价系

统开发与应用 
河南油田 2005～2009

负责“危险源

辨识与预防” 

压裂柱塞泵关键

技术研究 

江汉石油管理局第四石

油机械厂 
2003～2008

负责关键零部

件有限元分析 

井口装置设计方

法研究及专用

CAD 系统的开

发与应用 

江汉石油管理局第四石

油机械厂 
2004～2008

负责井口装置

中节流阀设计

与有限元分析 

2. 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 作者序 

基于 ANSYS 的斜端面

组合凹模 CAE 分析 
锻压装备与制造技术 2006-06-23 1 



旋冲钻井技术及装备的

发展现状和展望 
石油矿场机械 2007-03-10 1 

液动冲击器缸体的结构

优化设计 
石油机械 2009-12-16 1 

The Fatigue Life 

Analysis of the 

Crosshead Based on 

ANSYS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ICFMD 2011 1 

Analyst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general support pipeline 

with DQ method based 

on matlab programming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ICFMD 2011 2 

3.申请的专利 

专利名称 申请时间 公开号 

斜端面冷挤压组合凹模 2005-11-23 CN2741686 

一种逃生避难防盗网 2010-11-17 CN201635628U 

实用新型专利 

阶梯式预应力环合成金刚石模具 
2010-08-11 CN201543415U 

国家发明专利 

阶梯式预应力环合成金刚石模具 
2011-05-04 CN102039101A 

4.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包括科研项目、学术论文等） 

时间 获奖名称 级别（国家、省、校、院级） 署名次序 

2011-09 

重点石化生产工

程安全理论与评

价系统开发 

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7 

2010-08-13 
石油安全评价系统

开发与应用 

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行业

科学技术二等奖（省部级）
6 

2009-12-18 
压裂柱塞泵关键技

术研究 

长江大学科技进步一等奖

（校级） 
6 

2009-10-13 
固控系统相关设备

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协会科技

进步一等奖（省部级） 
12 

2009-06-16 

井口装置设计方法

研究及专用 CAD

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石油和化工自动化行业科技

进步二等奖（省部级） 
9 

2009-02-10 

含缺陷油管剩余极

限强度分析及安全

评价 

长江大学科技进步一等奖

（校级） 
3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3. 教学队伍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学科专业 在教学中承担的工作 

周传喜 女 1975.03 副教授 机械设计及理论 课堂教学及课程建设 

徐小兵 男 1962.07 教 授 机械设计与制造 课堂、实践教学及课程建设

黄清世 男 1946.02 教 授 机械设计及理论 课堂、实践教学及课程建设

华  剑 男 1977.07 副教授 机械设计及理论 课堂、实践教学及课程建设

帅玉妹 女 1963.09 副教授 机械学 课堂、实践教学及课程建设

袁新梅 女 1979.11 讲 师 机械设计及理论 课堂、实践教学及课程建设

3-1 

人员构 

成（含 

外聘教 

师） 

明  艳 女 1956.10 高级实验师 机械设计与制造 实验教学及课程建设 

3-2 

教学队 

伍整体 

结  构 

教学队伍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师资配置情况（含辅导教师或实验教师与

学生的比例） 

师资配置：本课程组在职教师 6 人，实验员 1 人。任课教师除主讲《机械原理》课程

外，还担任了 “机械设计基础课程”（含机械原理课程内容的）和《机械设计》课程的

教学，是一支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 

《机械原理》课程教师队伍的职称、学历、年龄、学缘结构如以下两表所示： 

教师队伍职称、学历、年龄结构表 

职称结构 学历结构 年龄结构 

结构 
教授 副高 中级

初

级
博士 硕士 学士

≥50

岁 
40~49 30~39 

<30

岁 

人数 2 4 1 0 3 3 1 2 2 3 0 

比例 28.6% 57.1% 14.3% 0 42.9% 42.9% 14.2% 28.6% 28.6% 42.8% 0 

注：学历中博士一栏含 2 名在读博士，学士一栏含 1 名大普生。 

教师队伍学缘结构表 

教师姓名 本科毕业院校 硕士毕业院校 博士毕业院校 

周传喜 江汉石油学院 江汉石油学院  

徐小兵 浙江大学 西南石油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 

黄清世 武汉水电学院 华中理工大学  

华剑 江汉石油学院 江汉石油学院 石油大学（在读） 

帅玉妹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  

袁新梅 江汉石油学院 长江大学 长江大学（在读） 

 



《机械原理》课程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合理。近五年课程教师主讲了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四届）、材料成形与控制工程专业（五届）、过程装备及控制工程专业

（五届）三个专业的《机械原理》课程，并且承担了工业设计专业的《机械设计基础课

程》（五届）。并且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09 级全体学生，已经成功完成了《机

械原理（双语）》课程的教学实践。 

目前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形与控制工程、过程装备及控制工程等专业

学习该课程的学生每年大约 450，师生比为 1：64.3。 

3-3 

教学改 

革与研 

究 

近五年来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 

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品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湖北省教育厅项

目，2007 年完成。2004 年，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被确定为湖北省品牌建设

专业之后，通过进一步调整专业建设目标和办学思路，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深化教学改

革，加大专业建设投入等一系列措施，加快了该专业建设和发展的步伐，取得了显著的

成绩。首先确定了人才培养定位：工程技术型，服务方向：石油石化行业和地方经济建

设，业务范围：机械产品设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销售等，

专业特色：石油机械。其次我们还制定了“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有特色”

的十五字人才培养方针。通过采取不断创新育人模式、增强学生适应性、加强实践环节

教学等措施，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一、二年级强调数学、物理、英语、计算机基础的

培养，三年级开始分专业方向培养，保持我们的专业特色。2008 年项目通过湖北省专家

验收，被授予湖北省本科品牌专业。 

2.“机械原理双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校级教改项目，2009 年完成，通过该教研项目的

研究探索出了适合《机械原理》课程特色的双语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完成了《机械原

理》课程双语教学的一整套教学资料（包括课件、教案、专业词汇表，教学大纲、教学

进度表、习题集，试题库等）；将创新实践与双语教学相结合，让学生参与将机械原理

教学中的一些重难点机构尤其是国外创新机构以及本校学生和教师的发明制作成三维动

画，加强了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对创新的兴趣，培养了学生创新和工程实践动手能力；

3.“机械原理形象教学手段的研究”， 校级教改项目，2005年完成，通过该教研项目的

研究，我们在创新实践活动中,以石油行业中 常用的抽油机为突破口，引导学生积极开

展创新活动，大胆构思、大胆实践，完成了多种新型抽油机结构方案的创新设计；针对

常用的传动装置，引导学生对其性能进行分析，结合创新技法，提出改进方案。经过近

几年的实践，已形成了具有石油行业特色的机械创新设计和三维动画制作的创新实践活

动的特点，再将学生的创新成果应用于教学课堂，增强了广大学生的兴趣和自信心，同



时也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4.“机械原理多媒体教学课件研制”，校级教改项目，2006 年完成，通过该项目的研究，

我们制作出了求形式多样，教学内容丰富的多媒体课件，同时结合专业特点，加入了大

量的和专业相关的实物模型演示部分的内容，另外还采用分步动画绘图，运动仿真等方

式来辅助授课，同时通过课堂上不断设疑的方式帮助授课，活跃了课堂气氛； 后我们

将自编的动画软件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尤其是那些可调节参数的动画，学生亲自动手操

作，能将抽象的知识，转化成他们能“看得见”、“摸的着”、容易理解的知识，那么

教学效果就显而易见了。本项目的直接研究成果---《机械原理》多媒体课件在 2007 获

长江大学首届优秀多媒体课件二等奖。 

5.“机械设计类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环节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校级重点, 2010 年立项，已

经研究了近两年的时间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本着“循序渐进、全面提高、兼顾特色”

的原则，在原来传统的实践体系的基础上对实践环节的实践内容进行了分类别、分层次、

分模块的创新改革，提出了“三模块，多层次”的新实践教学体系；并且根据所提出的

实践教学体系，提出了相应的实践教学改革实施方案。利用各门课程知识的交叉和融合，

借助第二课堂平台与开发设计性、创新性的实验项目，再通过学校实验室、实习工厂去

加工完成，参加省级及国家级比赛。近两年已有诸多项目获奖。 

近五年来承担的教学改革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研究年

限 

主要研究者 

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品牌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

践(2009 年湖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湖北省教

育厅 

2006- 

2008 

徐小兵、周传喜、

黄清世等 

2 机械原理教学内容改革与教学

手段的研究与实践（2008 年长大

教学成果一等奖） 

长江大学 2002－

2007 

周传喜、黄清世、

华剑等 

3 机械原理双语教学的研究与实

践 

长江大学 2009- 

2010 

周传喜、徐小兵、

华剑等 

4 机械设计类基础课程实践教学

环节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长江大学

(重点) 

2010- 

 

周传喜、徐小兵等

5 CAE 技术应用于机械类大学生实

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实践 

长江大学 2007- 

2009 

周传喜、帅玉妹等

6 “工程训练中心”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2008 年长大教学成果一等奖）

湖北省教

育厅 

2007- 

2008 

徐小兵等 

7 机械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 长江大学 2006- 徐小兵、袁新梅等



究与实践 2009 

8 《机械设计》课程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研究与实践 

长江大学 2009- 

2011 

徐小兵、周传喜、

袁新梅等 

9 大学生机电创新活动基地建设

和运行管理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湖北省教

育厅 

2010- 徐小兵等 

10 机械类专业工程实训内容的改

革与实践 

湖北省教

育厅 

2009- 徐小兵等 

11 机械类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的研究与实践 

长江大学 2008- 

2010 

徐小兵等 

教学研究成果获奖 

表彰与奖励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名称、等级  时间  获奖者  

1 长江大学第二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 2006 周传喜 

2 长江大学第三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三等奖 2008 周传喜 

3 长江大学首届优秀多媒体课件二等奖  2007 周传喜  

4 长江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  2007 周传喜 

5 长江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  2010 周传喜 

6 长江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  2007 徐小兵 

7 长江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  2009 徐小兵 

8 
获国家高等学校骨干教师《机械原理》课程培训

优秀学员 
2011 周传喜 

 

时  间 项目名称 奖励名称、等级 获奖者

2008.10 
机械原理形象教学手段的研究

（主持，校教研项目） 
长江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周传喜、

黄清世 

2005.10 
机电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途径

与创新基地建设研究 
（排序 4，湖北省重点教研项目）

湖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黄清世、

周传喜 

2009.1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品牌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实践

（排序 5，湖北省教研项目） 

湖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长江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 

徐小兵、

周传喜 

2005.1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培养方

案的研究与实践 
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徐小兵

 

2008.1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才知

识结构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 
长江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徐小兵

 



近五年来主参编教材一览表 

序号 主参编人 教材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周传喜（参编） 机械原理（第三版）
石油工业出

版社 
待出版 

2 

徐小兵（副主编）

帅玉妹、周传喜 

（参编） 

机械设计基础 
石油工业出

版社 
待出版 

3 徐小兵（副主编）

机械设计 

（“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8.12 

4 帅玉妹（副主编）
塑料成型工艺及模

具设计 

哈尔滨工业

大学出版社 
2008.10 

课程组主讲教师十分注重教学改革的实践效果，延伸《机械原理》课程教学至第二

课堂，结合教学内容进行创新实践，指导大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指导大学生获得国家专利 3 项，发表学术论文 3 篇。指导大学生参加了三届湖北省高校

大学生机械设计创新大赛，共获得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9 项、三等奖 6 项。 

3-4 

青年教 

师培养 

近五年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与成效 

1．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 

(1) 实行青年教师导师制，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 

为使青年教师站稳讲台、站好讲台，建设小组对教学团队中的两名青年教师华剑和

袁新梅，分别指派两名教学经验丰富、治学严谨、教学效果好、学术造诣深的教授担任

导师。负责指导青年教师熟悉各个教学环节、掌握教学规律；指导他们熟悉教学的特点

和要求，帮助他们进行备课，这些举措，在一年左右时间内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两名青

年在学校组织的青年教师教学水平论证活动中，均获得了优秀的好成绩。 

(2) 抓紧英语培训，提高青年教师的双语教学能力，不断充实双语教学团队 

双语团队中的周传喜老师参加长江大学首届双语教学师资培训班，以优异成绩通过

了培训考试。开设了机械学院首门专业基础课程的双语教学，并已顺利完成了《机械原

理》课程的四轮双语教学实践，受到学校督导专家和学生的一致好评。2011-2012 学年

第 1 学期，由周传喜与华剑两位老师成功完成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09 级全体

本科生的《机械原理》（双语）课程的教学实践，从学生们的期末考试情况来看，其教



学效果是肯定的，各班级课程平均分均高于往年该课程的汉语教学水平，从而也证明了

对于全体学生的《机械原理》这门专业基础课程采用双语教学是可行的。 

(3) 积极支持青年教师参加对外教学交流活动，促进青年教师保持教学的先进性 

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到外面去进行教学交流，三名青年教师先后参加了全国机械原

理课程教学经验交流会、国家机械原理精品课程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和中南地区机械原

理经验交流会等教学经验交流会议，使他们能始终站在机械原理课程教学的前沿，将先

进的教学思想和理念融入到日常教学中，使广大学生受益。 

2.培养青年教师的成效 

(1) 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明显提高 

周传喜老师 2007 年在教育部对我校教评期间因讲课受到听课专家好评，在近五年内

有两次获得校级教学质量优秀奖，在长江大学连续三届的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中，分别获

得了二、三等奖。袁新梅老师获得长江大学首届青年教师教学水平认证优秀，2007-2008

学年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2010 年获学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2010-2011 学年学

院教学质量优秀奖；华剑老师获得长江大学新教师岗前培训考核优秀，2007-2008 学年

学院教学质量优秀奖。 

(2) 双语教学能力不断增强 

周传喜老师已经顺利完成了 4 届《机械原理》双语教学实践，多次受到学校督导员

们的一次好评；华剑老师于 2011 年已独立开出双语课，主讲了机械 09 级 3 个班级学生

的《机械原理》双语课。 

(3) 教研和科研能力得到了提高 

三位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学生创新设计的指导，他们指导的学生多次获得湖北省大学

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的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奖。 

学缘结构：即学缘构成，这里指本教学队伍中，从不同学校或科研单位取得相同（或相近）学历 

（或学位）的人的比例。 



4．课程描述 

4-1 本课程校内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 

《机械原理》是机械类各专业中研究机械共性问题的一门主干技术基础课程，它在机械类学

生培养的全局中，特别在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任务是使学生

掌握机构学和机器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学会常用机构的分析与综合方法，

并具有进行机械系统运动方案设计的初步能力。经过我校机械原理教师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良

好的教育教学研究传统，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课程为原江汉石油学院首批优质课程。自 1979 年，长江大学（原江汉石油学院）招收第一

届石油矿场机械专业本科生以来，该课程就面向该专业开设；后来，该课程面向机械设计及制造

专业（原石油矿场机械专业）和机械与电子工程专业开设；2000 年以来，随着机械类各专业的陆

续增加，目前，该课程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过程装备与

控制工程专业开设。此外，还先后为钻井、采油、农机、自动化、仪器仪表、化学工程、工业设

计等专业开设机械设计基础课程。 

自课程开设以来，任课教师致力于课程建设和课程改革。1982 年开始，任课教师将有关石油

机械的内容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既符合学校特色又丰富了课堂内容；1995 年以来，将课程的学时

由 74 学时减少到 64 学时再到现在的 56 学时，引发了教学内容的精选和教学手段的改进；1999

年以来，机械系成立了以本课程主讲教师为主体的课题组，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为主线，在省教育厅和学校立项进行了机械原理系列课程改革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实践研究，本

课程主讲教师为负责人承担的省教育厅重点教学研究项目《机电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途径与创

新基地建设研究》以及校级教学研究项目《机械原理形象教学手段的研究》、《机械原理多媒体

教学课件研制》、《机械原理双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均通过专家评审验收，研究成果先后获得

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长江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长江大学优秀多

媒体课件二等奖 1 项。以上教学研究促进了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加快了教学手段的现代

化，不断提高了教学水平、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本课程一直把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作为本课程的重要教学目的，主讲教师除了在教学内容上突出创新以外，还在课外积

极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实践，并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成果，获得包括全国大学生“挑战杯”一等奖

在内省级以上课外科技奖励 20 余项。 

自课程开设以来，该课程主要使用西北工业大学孙桓、陈作模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全国优秀教材《机械原理》。在选用优秀教材的同时，任课教师积极参与教材建设，曾参加过西安

石油学院傅则绍主编的获“石油高校第三届优秀教材”一等奖的“九五”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级重点教材《机械原理》，西安石油学院陈柏新主编的《机械设计基础》等相关教材的编写，并

编写了《机械原理习题集》、《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等相关学习辅助教材。1998 年以来，课程全面

实现了多媒体辅助教学，主要课件是国防科技大学潘存云教授的机械原理多媒体课件和自制的机

械原理多媒体课件。 

该课程教师，早期主要是原华中工学院等高校调入和分配至我校的教师和江汉油田调入我校

的高级技术人员，他们严谨的教风和丰富的实际经验为课程教学形成了丰厚的底蕴和优良的传统，

涌现出了以“石油高校优秀教师”黄清世教授为代表一批骨干教师。2000 年以来，本课程组先后

引进了一批学历层次较高、有石油教育背景的青年教师，为课程教学增添了活力和改革动力，对

课程体系的形成并融入石油特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她）们目前已成为课程的骨干和中

坚。目前，担任机械原理课程的主要教师有 5 人，其中 2 人 5 人次获得校级教学质量优秀奖，教

学效果得到了同行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4-2 理论课、理论课（含实践）或实验（践）课教学内容 

4-2-1 结合本专业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生源情况，说明本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定位

与课程目标 

1.课程在本专业中的定位 

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办学定位：工程技术型；服务方向：石油石化行业和地方

经济建设；业务范围：机械产品设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销售等；专

业特色：石油机械。对于我校机械专业及近机类专业全日制本科大学生来说，机械原理是非常重

要的技术基础课程，它起到了从理论基础课向专业基础课过渡的桥梁作用，对培养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能力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2.课程目标 

培养学生树立正确设计思想，掌握一般常用机构的工作原理、特点、设计理论与计算方法，

初步了解机构设计的原则，使学生具有设计与分析整个机器的初步能力。锻炼学生综合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树立工程设计的概念和习惯，学会使用设计工具、手册和遵循国家

标准。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勇于创新、敬业乐业的工作作风。 



4-2-2 知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 

主要内容分为四部分，前三部分为理论学习，第四部分为实践教学。第一部分为机构的运

动设计，论述机构的组成和结构分析的基本原理，介绍各种常用机构的类型、运动特点、功能

和运动设计的方法；第二部分为机械的动力设计，着重讲授机械在运转过程中出现的若干动力

学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合理设计和试验改善机械动力性能的方法，机械中的不平衡及其对机械

运转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平衡设计和试验消除或减小不平衡所造成的危害，提高工作质量；

第三部分为机械系统的方案设计，讲授机械系统方案设计在整个机械设计过程中所处的地位，

以及机械系统方案设计的设计内容、设计过程、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包括机械总体方案的设

计，机械执行系统的方案设计，机械传动系统的方案设计及原动机的选择，机械控制系统简介

等内容。第四部分实践教学包括课程实验、和两周的课程设计，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机械系

统设计能力。总之四个部分有机结合互为依托，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 

 按突出机器（构）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设计方法和基本设计能力为主线，分析与设计有

机结合、融为一体的指导原则，构建理论教学（含实验）内容体系（56 学时）,另外该门课程

对应的双语教学的学时相对于汉语教学的学时有所增加，目前是 70 学时。 

理论教学（含实验）内容体系的四大构成 学时 比例 

第一部分 
涉及机器（构）共性的基础知识、平面机构的

结构分析、运动分析、受力分析 
14 25% 

第二部分 
平面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齿轮机构、轮系、

间歇运动机构及其组合机构的设计理论与方法
30 53.6% 

第三部分 机器的运动调节与机械的平衡 6 10.7% 

第四部分 课程必做实验 6 10.7% 

《机械原理》双语课程的教学内容如下： 

Chapter 1  Introduction  

1.1 Study object 

1.2  Study content and purpose 

Chapter 2   Structural analysis of planar mechanism   

2.1  components of planar mechanism 

2.2  Kinematic diagram of a mechanism 

2.3 Calculation of degree of freedom of a mechanism 

Chapter 3  Kinematic analysis of mechanism 

3.1 Tasks and methods of kinematic analysis 

3.2 The methods of instant centers 

Chapter 4  Planar linkage mechanisms 

4.1 Types and application of planar linkage mechanism 



4.2 Types of four-bar  linkages and variation 

4.3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four-bar mechanisms 

4.4 Design of four-bar mechanism 

Chapter 5  Cam mechanisms 

5.1  Types and applications of cam mechanisms 

5.2  Follower motion curves 

5.3  Plate cam with translating roller follower 

5.4  Pressure angle 

Chapter 6   Gear mechanisms 

6.1 Types and applications of gear mechanisms 

6.2 Tooth profiles of gears  

6.3 The involute and its properties  

6.4 Standard involute spur gears 

6.5 Gearing of involute spur gears 

6.6  Contact ratio of an involute spur gear set 

6.7 Manufacturing methods of involute profiles 

6.8  Addendum modification on involute gears 

6.9  Helical gears for parallel shafts 

6.10 Worm gearing 

6.11 Bevel gears 

Chapter 7  Gear trains 

7.1 Gear train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7.2 Train ratio of gear train with fixed axes 

7.3 Train ratio of elementary epicyclic gear train 

7.4 Train ratio of a combined gear train 

7.5 Application of gear train 

Chapter 8  Other mechanism in common use 

8.1 Ratchet mechanisms 

8.2 Geneva mechanisms 

8.3 Universal joints 

8.4 Screw mechanisms 

Chapter 9  Balancing of machinery 

9.1 Purpose and methods of balancing 

9.2 Balancing of dis-like rotors  



9.3 Balancing of non-disk rigid rotors 

Chapter 10  Motion of mechanical systems and its regulation 

10.1 Introduction 

10.2 Motion equation of a mechanical system 

10.3 Periodic speed fluctuation and its regulation 

Chapter 11Creative  Design of  Mechanism Systems  

11.1 Introduction to Design of Mechanism Systems 

11.2 Kinematic Parameters of the System 

4-2-3 课程的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1.本课程的重点是：机构设计（如连杆 、凸轮 、齿轮、轮系等机构）和系统运动方案的设计。

机构分析是机构综合的基础，因此也要强调机构分析的重要性。 

2.本课程的难点内容：由于大部分学生对机器缺乏感性认识，导致机构的型式综合与尺度综合

成为本课程的难点。 

解决方法主要有： 

(1)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如利用已开出的拼装创新实验，来让学生进行机构的型式综合与尺度

综合的训练。本课程的创新实验室已经基本建成,配合本专业国家特色专业的建设，后面还要不

断完善，本课程有了这个平台后，无疑会有助于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 

(2)创新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如在教学中让学生参观机械原理陈列柜，在创新实验

中亲自动手拼装组合新机构，这样采用“边观察、边讲解、边动手”的方式来教学，有助于取

得了好的教学效果。 

(3)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将教材的例图制成计算机动画在课堂上演示，在课程设计中

应用计算机完成运动与动力分析，提高设计效率。 

(4)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课外创新活动。借助国家、湖北省组织的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平台，组成

课程兴趣小组，让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机械创新设计活动，提高动手能力，巩固理论知识。

4-2-4 实践教学活动的设计思想与效果（不含实践教学内容的课程不填） 

围绕《机械原理》课程，我们借助教改项目研究，提出了“三模块，多层次”的创新实践教

学体系。该实践体系中包括了实验、实训以及创新三个模块，每个模块中又各采用多个层次来实

现模块功能，同时保证以突出专业特设的石油机械这一主线贯穿于三模块之间。考虑到本专业一

大批学生毕业后会进入石油行业工作，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

在机械原理课程设计这一实践环节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 课程设计题目多样化  

传统的机械原理课程设计题目主要局限于牛头刨床机构、蜂窝煤冲压成型机及自动打印机



等。为了体现专业特色,同时又兼顾课程教学理论知识，我们对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题目进行了改

革，针对不同专业，采用不同的课程设计题目。对于具有石油特色的机械设计理论及其自动化专

业，程设计题目围绕石油机械这一主线。石油机械有多种类型，但适合作为本科生课程设计的设

备并不多，经过详细筛选，我们选择了抽油机和油田往复泵作为课程设计的设计对象。拟定了“游

梁式抽油机主体机构综合和分析”及“往复泵动力端机构设计和分析”等题目。为使题目多样化，

避免雷同，游梁式抽油机相关题目设置了常规抽油机，前置抽油机等类型，往复泵相关题目设置

了对心和偏置两大类。实践证明学生对上述题目很感兴趣，课程设计积极性得到提高。对于材料

成型专业，则主要围绕曲柄压力机、 钢筋切断机等体现成型特色的系列机构来指导学生进行课程

设计。课程设计题目要求 3 年不重复，每年一种类型，每位学生的设计参数完全不同，将课程设

计成绩与学生的设计数据挂钩，若用别人的设计数据，成绩视为无效，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学

生之间相互抄袭的现象。 

2.课程设计教学手段多样化 

传统的课程设计结果往往只停留在几份图纸和书面报告上，学生对他们所设计的方案是否可

行不得而知,所以积极性不是很高,更不用说创新了。近几年来，课程设计分专业出题,学生要采用

计算机软件对自己所设计的方案进行三维虚拟造型，进行运动学仿真及可行性验证。学生们对三

维虚拟造型都很感兴趣， 学习 SolidWorks、 3Dmax、 UG 等相关三维设计软件的积极性也较高。

通过这一环节的训练，不仅提高了学生对三维设计软件的熟悉程度，而且还调动了他们的创新积

极性，扩大了他们的思考空间，激励他们改进设计，大胆创新。     

3.课程设计内容体现教学重点和大纲要求 

机械原理课程的任务是教会学生如何正确进行机构的分析和综合。为此，设置课程设计的任

务包括所设计设备的总体传动方案的设计、连杆机构的尺度综合、运动分析和受力分析，较好地

将机械原理相关知识结合起来，较好地巩固了所学知识，并锻炼了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4.课程设计中鼓励学生创新 

机构创新是机械原理教学的一个重要目的。为了鼓励学生进行创新，我们也允许学生自报自

己感兴趣的题目，但自报题目要经过指导老师审查通过，以确保其创新性和可行性。以免出现与

以往创新大赛雷同或学生自行拟定的课程设计目标过高从而完不成的情况。在历年举办的湖北省

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中，本专业获奖的作品均有从机械原理课程设计中挑选出的作品，说明

课程设计确实起到了激发学生创新的作用。 

实践表明：“三模块，多层次”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提高了学生对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视程

度，强化了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实验能力培养，加深了对课程内容的认识；为学生自主学习、发

挥个人创造性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自 2006 年以来, 湖北省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已经举行了 3 届, 我

校的参赛作品越来越多, 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好, 特别是 2010年我校还有一项作品入围国家奖。 



4-3 教学条件（含教材选用与建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配套

实验教材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环境；网络教学环境） 

1.理论教学条件 

(1)我院的机械原理课程汉语班一直采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级优秀教材-------西北工业大

学孙桓、陈作模主编的《机械原理》，该教材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材取材恰当，内

容先进，富有启发性，是机械原理课程的经典教材；《机械原理》双语课程采用的是福州大学蓝

兆辉教授主编的全英文教材。 

(2)补充了课外习题、例题并与教材配套编写了《机械原理习题集》《机械原理双语习题集》《机

械原理英语词汇表》《机械原理教学方案》等辅助教学资料，便于学生自学参考。经过近几年的

试用，效果良好，深受学生欢迎。 

2.实践教学条件 

我院目前有“机电集成技术大学生创新活动基地”“湖北省机械工程实训中心” “机电类大

学生创新基地”   三大学生实践基地，本课程部分科研训练型实验在基地上进行； 

课程建设小组根据课程实验要求，编写了机械原理实验教学大纲和实验指导书，实验指导书

内容包括机构认知实验、机构运动简图测绘、渐开线齿廓范成加工原理、标准齿轮参数测定、动

平衡实验、机构创新实验、综合创新型、提高型实验等。通过实验环节，提高学生对机构的认知、

基础理论的验证与深化、综合实践与创新能力的提高。 

抓住国家特色专业、卓越工程师等质量工程建设机遇，加大机械原理课程实验设备投资力度，

拟购置“平面机构创意组合实验台”、“三维机构创意组合实验台”、等一系列创新机构演示及操作

实验设备，目前使用的实验仪器设备的套数满足教学需要。实验开出率达到 100%。 

实验室、陈列室实行开放式管理，满足学生自主完成创新实验制作的需要。 

3. 网络教学环境 

初步建设了现代化网络教学环境。利用校园网络系统学生和教师实现网上互动、答疑。课程

网站包括课程概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实验指导、课程设计、创新实践、网上学习辅

导、自我测试、师资队伍等模块以及教学大纲、实验指导书、课程设计要求、电子教案、习题及

其解答、例题和试题汇编等网上资源，网站功能较齐全、运行良好、及时更新，为学生创造了良

好的网络学习环境。 



4-4 教学方法与手段（举例说明本课程教学过程使用的各种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实

施过程、实施效果；相应的上课学生规模；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教

学方法、作业、考试等教改举措） 

机械原理是面向机类或近机类学生的一门主干专业基础课，具有上课学生规模大（11 个班/

届、近 500 人）受益面广，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强等显著特点。我们一贯坚持围绕人才培养方

案制定教学大纲和课程质量标准、精心设计教学方案、认真实施教学过程、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

并用、严格课程考核与多元化评价等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⒈ 精心设计教学方案、合理组织教学环节  教学方案和教学环节组织是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的

关键。根据我校的办学定位和本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在机械原理课程教学方案设计上，

注重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教育。在教学组织上，按照理论教学、课程实验和课程设计三个环节运

行，理论教学为课程实验和课程设计打下坚实的理论知识基础，课程实验和课程设计即是工程设

计能力训练的重要环节，同时又作为理论教学的第二课堂，起到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深化和补充作用。三个环节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缺一不可。 

⒉ 认真实施教学过程、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并用  教学过程是教学质量和效果的 根本保证。

我们按照课程大纲的要求，由课程组负责人黄清世教授牵头组织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制作了适

合我校石油机械特色的《机械原理 CAI》课件在课程组使用，有力的规范了课程组成员的教学内

容和进度，体现了教学过程的严谨性和科学性，避免了教师上课的随意性。 

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师讲授重点和难点内容，引导学生以讨论的方式

学习新知识，加强师生互动，不断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的

逻辑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 

教学过程中，提倡多种教学手段(粉笔、模型、CAI 课件、电教片、多媒体等)并用，传统讲

授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配合，采用 CAI 课件教学、教具、实物等手段，启发、引导学生的思维，

加强课堂互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促使学生很快建立起对机械、机构、运动副以

及构件的感性认识。例如：讲授常用机构时，利用教具边演示边讲解，学生对偏心轮机构的演化

很难理解，我们将偏心轮机构的演化过程做成动画片，让学生亲身感受到演化过程，同时我们还

带了偏心轮机构的模型，课堂教学形象直观；讲解图解法时，采用边讲解边作图的方法，以加深

学生的理解。对一些课程的重点与难点，老师不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而是采用讨论式，启发

式，让学生在课堂中互相讨论，甚至让学生来到讲台上讲述自己的观点，老师向学生提问，学生

也可以向老师提问，由于学生由被动变为主动，学习热情高涨，课程的重点、难点印象深刻，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开拓第二课堂 引导学生个性发展  对于学有余力、并对创新实践有兴趣的学生通过课外科技



活动立项第二课堂的形式加以引导，根据立项课题所涉及的学科和课题的大小、难易程度指定专

门的老师对其进行单独辅导。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和省内各个层次的大学生课外科技竞赛活动。近

年来，由课程组老师指导的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项目“基于反馈原理的高楼缓降器”、“多功能担架

车”、“跷跷板健身器”、“拖把挤水器”等多个作品荣获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和省级大学生

科技创新大赛奖励。 

4. 严格课程考核与多元化评价  对于该门课程的考试，课程组的老师们严格执行学校要求：教

考分离、流水评卷制度。考卷出好后，一定要求一位不出题的教师按时间要求试做，并对试做情

况进行书面说明，之后出卷教师还需根据试做的情况加以修改试卷，这样的试卷才能上考场。对

于汉语班，其成绩评定严格按学校要求平时成绩占 20%的比例，考试成绩占 80%的比例来综合

评分；对于双语班，考虑到学生们上课对全英文课件的知识接受难度，其成绩评定时平时成绩占

30%的比例，考试成绩占 70%的比例来进行。 

机械原理课程坚持评价标准多元化，既重视考试结果，也重视学习过程评价，对学生在学习

与考核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思维闪光点”予以加分，综合成绩则由卷面成绩、实验成绩、平时

作业成绩等部分组成，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5 教学效果（校内外教学督导专家的评价及有关声誉的说明；近三年学生课堂教学

质量评估结果） 

机械原理课程教学团队师资队伍结构合理，教学能力强，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先进，教学效果好，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是一支敬业奉献、责任感强、

团结协作的优秀教学团队。 

1.校外专家评价 

在 2007 年 11 月教育部对长江大学进行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期间，教育部评估专家吴小林

教授听完课后，给主讲教师周传喜老师的授课质量评定为“优秀”。 

2.校内评价及影响 

(1) 2007.07《机械原理》课件获长江大学首届优秀多媒体课件二等奖。 

(2) 我校教务处近三年每年的评教结果显示，讲授“机械原理”课程的所有教师，学生评价优良

率均超过 90%，普遍反映教学态度认真，效果良好。见下表 1、表 2 的学生评估表。 

表 1  2009—2010 学年课程任课教师学生评估表 

教师   

姓名 

教师为人师

表治学态度 

教学内容充

实联系实际

师生互动课

堂管理严格

教学质量与效

果的总体评价 
加权总分

周传喜 94 95 93 92 93.41  

徐小兵 93 94 92 91 92.78  

黄清世 92 92 90 91 90.99  

华剑 95 90 91 92 92.63  

袁新梅 91 90 92 91 91.03  

帅玉妹 91 90 90 91 90.19  



  注：此数据来自学校教务处 

表 2  2010—2011 学年课程任课教师学生评估表 

教师 

姓名 

教师为人师

表教学态度 

教学内容充

实联系实际

师生互动课

堂管理严格

教学质量与效

果的总体评价 
综合得分 

周传喜 95.00 95.00 95.00 96.00 90.98  

徐小兵 99.00 97.00 98.00 98.00 93.76  

袁新梅 97.00 96.00 96.00 98.00 92.81  

帅玉妹 97.00 95.00 95.00 95.00 91.24  

   注：1、此数据来自学校教务处；2、其他教师评估数据因学生评价样本不足教务处未提供。 

由于 2011—2012 学年课程任课教师学生评估分数学校暂时还没能统计出来，故在此不能提供

相关数据了。 

(3)学生对双语教学的评价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双语课堂学生进行调查，问卷是当场填写、当场收回。共发问卷 30

份，收回 27 份，回收率为 90%。通过问卷调查，55.6%的学生对教学内容是能够理解的，40.7%

的学生对教学内容能够听懂，说明学生对教师的双语教学是基本认同的，是肯定的。77.8%的学

生表示完全接受全英文课件，11.1%的学生表示能适应全英文课件，此项结果是与学生们的英语

水平密切相关的。问卷调查中关于教师的教学安排是否合理问题，92.6%的学生认可教师的教学

安排。 

(4)第二课堂成效 

自从 2006 年湖北省组织机械设计创新大赛以来，每两年一次到现在已经举办了 3 届，课程建

设小组成员们都是参赛学生的指导教师，3 届来指导学生获得省级以上的机械设计创新大赛见列

表 3、表 4、表 5；挑战杯奖见表 6；专利获得情况见下表 7 所示。 

表 3  2006 年课程任课教师指导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获奖清单 

序号 学生姓名 
指导 

教师 

比赛 

级别 

获奖 

等级 
项目名称 

1 麦广柄等 5人 
帅玉妹 

徐小兵 
省级 一等奖 跷跷板健身器 

2 金灵等 5 人 徐小兵 省级 二等奖 平躺式综合型健身器 

3 胡成佑 黄清世 省级 二等奖 承重护膝 

4 朱正喜等 5人 周传喜 省级 三等奖 多功能液拐 

5 胡志刚等 5人 帅玉妹 省级 三等奖 新型组合健身器 

表 4  2008 年课程任课教师指导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获奖清单 

序号 学生姓名 
指导 

教师 

比赛 

级别 

获奖 

等级 
项目名称 

1 湛蔚等 5 人 
周传喜 

徐小兵 
省级 一等奖 拖把挤水器 

2 林建增等5人 
周传喜 

帅玉妹 
省级 二等奖 垃圾清扫车 



3 刘洋等 5 人 
帅玉妹 

周传喜 
省级 二等奖 新型环卫车 

4 朱军等 5 人 徐小兵 省级 二等奖 自动封闭式防臭垃圾桶 

5 田甜等 4 人 黄清世 省级 二等奖 手工面条机 

表 5  2010 年课程任课教师指导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获奖清单 

序

号 
学生姓名 

指导 

教师 

比赛 

级别 

获奖 

等级 
项目名称 

1 胡洪平等5人 徐小兵 国家级 二等奖 基于反馈原理的高楼缓降器 

2 韩世彬等4人 周传喜 省级 二等奖 多功能担架车 

3 杨焕等 5 人 徐小兵 省级 二等奖 可升降多功能逃生梯子 

4 马磊等 3 人 华剑 省级 二等奖 高效深井救援设备 

5 覃文龙等4人 帅玉妹 省级 三等奖 手动组合破拆工具 

6 高俊等 5 人 
袁新梅 

周传喜 
省级 三等奖 多功能逃生避难防盗窗 

7 高雷雷等5人 帅玉妹 省级 三等奖 可伸缩逃生器 

表 6  2009-2010 年课程任课教师指导大学生“挑战杯”获奖清单 

序

号 
学生姓名 

指导 

教师 

比赛 

级别 

获奖 

等级 
项目名称 

1 肖明强等 3人 黄清世 国家级 一等奖 后置三角摆架式长冲程抽油机 

2 肖明强等 3人 黄清世 省级 一等奖 后置三角摆架式长冲程抽油机 

3 肖明强等 7人 周传喜 省级 三等奖 派新石油设备公司创业方案 

表 7  2006 年以来课程任课教师指导学生获专利清单 

序号 

学生 

姓名 

指导 

教师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 

公告日 

1 朱正喜 周传喜  

可拆卸式组合防滑

拐杖头 
ZL2008 2 0062637.3 2009.01 

2 胡成佑 黄清世 分载助行康复护膝 ZL2006 2 0119463 0 2007.10 

3 韦学运 黄清世 托膝拐杖 ZL2007 2 0140510.4 2007.03 

4 
麦广炳 

帅玉妹 

徐小兵 
跷跷板健身车 ZL200620134159.3 2007.11 

5 孙玉龙 徐小兵 一种板金工程链尺 ZL2007 2 0169504.1 2008.8 

6 
肖明强 黄清世 

一种后置三角摆架

式长冲程抽油机 
ZL 2009 2 0106562.9 2010.1 

7 
胡洪平 徐小兵 一种高楼逃生器 ZL 2010 2 0280913.0 2011.1 

 

 



 

 

5．自我评价 

5-1 本课程的主要特色及创新点（不超过三项） 

1．新的教学模式与实践教学体系促进人才的培养 

构建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并重的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与理论教学体系紧密联系又相对独

立的，把实践能力培养目标分解到具体的实践教学环节中去，系统地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 

2．双语教学有利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机械原理》双语课将美国原版教材与国内《机械原理》教学大纲结合起来备课，紧密结合

原版教材中的机构理论进行讲授,在双语课堂上开展了“students  show”活动，请学生提前准备

一个课堂知识总结并展开应用小专题，上课时作英语展示，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效

果很好。 

3．突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实行课内外相结合，学生创新设计成果丰硕。注重课内各实践环节，加强机械设计

实践的训练；构建校级、省级、国家级“机械设计创新设计大赛”平台，创新第二课堂，学生创

新设计成果丰硕。 

5-2 本课程目前存在的不足 

1．网上教学资源的建设有待加强。 

2．实验教学环节的考核机制和实验辅导与实验预约网上平台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 

3．《机械原理》课程双语教学团队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6．课程建设规划 

6-1 本课程的建设目标、步骤（根据《长江大学精品课程建设评估指标内涵及标准》的各项

指标，针对课程现状制定具体目标和建设方案，详细列出各部分的负责人姓名和项目完成时间，

具体到年、月） 

本课程的总体建设目标是： 

本课程建设的 终目标是成为体现本专业石油机械特色的工程技术型人才培养要求的国家级

省级精品课程。目前需要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环节；完成课程

教学网站建设；同时提高课程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提升课程教师队伍的职称、学历，

使课程教师队伍的职称、学历、学缘、人数更趋合理。 



为此将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提高教师学历和职称层次  

目前青年教师华剑、袁新梅正在攻读博士学位，预计近三年能顺利毕业；周传喜老师也正

在积极备考 2012 年博士；职称层次上：课程组梯队目前只有袁新梅为讲师，其他 6 位教师均是

高级职称，袁老师科研教学都很好，成果也较多，基本上已经达到副教授的评审条件，准备 2013

年申报副教授。 

2.进一步加强《机械原理》课程双语教学团队建设 

课程组教师周传喜、华剑均已经参加学校组织的出国人员外语培训，并顺利结业，周传喜老

师已经获得了长江大学批准出国作访问学者，两位老师目前均在一线进行《机械原理》双语教学，

下一步课程组将培养年轻教师袁新梅参加英语培训，为双语教学做准备；  

3.课程内容建设 

适应高教改革趋势，结合课程特点，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对现有多媒体课件进行升级，增

强其可视化程度。利用多媒体课件、实物模型教具、仿真软件等辅助手段进行教学；在课堂上引

入丰富有趣的视频资料,讲解各种机构在现场中应用的案例，以此来提高学生们学习积极性，将教

学内容与机械创新大赛平台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双语教学建设上，主要将做以下几项工作： 

（1） 全英文多媒体课件的完善 

（2） 双语试题库建设 

（3） 双语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4） 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5） 全英文教材建设 

4.课程质量工程建设 

鼓励课程组老师们积极申报校级及省级教研教改项目，争取两年内成功申报省级教改项目 1

项，校级教研项目 2 项，同时申报校级精品课程。本年度课程组将有徐小兵、周传喜两位老师主

持的 2 项教改项目申报校级教学成果奖。 

5.实验室建设 

在现有实验项目及实验设备的基础上，对实验室进行升级改造，添置新的实验设备，增加参

加选开实验项目的学生数，争取成立开放性实验室。以便提高学生们的动手、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 

5.进一步完善课程教学网站建设 



课程组老师们根据教学实践、教学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网站。 



6-2 两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详细列出各项教学资源上网的时间和负责人姓名，具体到

年、月） 

1.2012 年 3--5 月  

完成课程描述、教师队伍简介、课程特色、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考试大纲、 参考文献、专业

词汇等内容并上网。（负责人—周传喜） 

2.2012 年 6--8 月  

完成电子教案、授课课件（此项包括双语教学内容）（负责人—周传喜 华剑 袁新梅） 

教学条件、教学方法（负责人—周传喜） 

学习指南、自学教程、扩展知识等内容并上网。（负责人—华剑） 

3.2012 年 9--12 月 

完成教学录像（包括汉语教学与双语教学）并上网。（负责人—周传喜 华剑 袁新梅） 

4.2013 年 1--6 月  

完成例题详解、各章习题、网上练习、教师批改、网上答疑、在线讨论等内容并上网。（负责人—

袁新梅） 

完成实验指导、课程设计、创新设计，专题讲座，专题项目等内容并上网。（负责人—徐小兵 华

剑 ） 

5.2013 年 6--8 月  

完成教学效果、教改项目，教研论文，出版教材，教研成果等总结内容并上网。（负责人—周传喜

帅玉妹） 

6.2013 年 9--12 月  

充实图片图像、设计资源、应用程序、学生作品等内容并上网。（负责人—华剑） 

完善网页设计和所有上网内容。（负责人—袁新梅） 

 

 

 

 

 

 

 



7. 院（系）的政策措施 

7-1 所在院（系）鼓励精品课程建设的政策文件、实施情况及效果 

长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长期以来一直十分重视《机械原理》课程的建设。近年来在以下几个

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支持措施，并取得了成效： 

1．学院根据《长江大学精品课程评估指标内涵及标准》等有关制度，对于准备申报精品课程的有

关课程，政策上支持课程组按各项指标来建设，为精品课程的成功申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青年教师培养。为使青年教师尽快成长，课程建设小组为每位青年教师配备经验丰富的老教师

作指导教师；要求每位青年教师认真听一轮中老年教师的授课，吸取他们精华；对青年教师授课

教案进行专项检查、点评，既充分肯定优点又指出不足；学院连续两届资助主讲教师参加国家高

等学校骨干教师《机械原理》课程培训。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青年教师的授课水平迅速提高，

本课程青年教师的授课受到学校督导员、学院教师教学水平论证小组成员和学生的好评，青年教

师已经成为本课程教学的有生力量。 

3.为鼓励教师开展多媒体教学，学院 2003 年开始为每位教师配备了高档计算机一台，方便备课和

制作课件。同时还配备了电脑 U 盘和遥控激光笔。学院从湖北省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品牌专

业中拿出经费，对《机械原理》课程建设中的、双语课程调研、师资培训、教师会议交流、资料

复印等费用给予支持。  

4.为了鼓励和支持双语教学，学院文件中专门规定双语教学的工作量不在教师酬金封顶学时之内。

7-2 对本课程后续建设规划的支持措施 

长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将继续大力支持和监督指导本课程的后续建设，并将进一步加大对该

课程后续建设经费的扶持力度。如在国家特色专业、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和卓

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建设规划中，已经明确将该课程作为重点建设课程，并已经制订了教学实验

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教材和辅助教材出版以及相关教学软件开发的经费支持制度，相关创新机构

与实验台架已在购置中。学院已将邀请国内外知名机构学专家讲学纳入“楚天学者”特聘教授讲

座计划和世界知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中，届时将对该课程进行指导授课并和主讲教师交流

学科前沿。学院将继续实施机械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培养规划，已计划再引进 1-2 名知名高校博士

加入本课程组，为课程建设增加新鲜血液。由于本课程教学研究的良好传统和成绩，学院承诺将

对本课程主讲教师的教研项目申报优先支持，力争使该课程紧密结合专业及学科发展的需要，使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紧跟学科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 

 



8. 院（系）意见 

 

 

 

 

 

 

 

 

 

 

 

 

 

院长（系主任）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9. 专家评审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注：以上各页不够均可加附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