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电一体化技术》教学设计 

项目一  机电一体化概述 

★教材导读 

课程名称 《机电一体化技术》 课程类型 理论课（  ）/实践课（  ） 

课程定位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机械制造、自动控制及其

他相关专业学生学习机电一体化的教材,也可供相关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思政理念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在学习机电一体化技术时，我们要有明确的

目标，要有推动国家制造业由“制造”向“智造”转型的决心，要有为行业

凝聚力量、为国家富强贡献力量的使命感，推动机电一体化产业的发展，促

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我们还要继承中国共产党百年创业、百年奋斗、百

年筑梦、百折不挠和百炼成钢的伟大精神，为实现中国的制造强国梦而继续

奋斗。 

★教案设计 

项目课题 机电一体化技术 

授课时间  授课对象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机电一体化的基本概念。  

(2)熟悉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构成及特点。  

(3)掌握机电一体化的关键技术。 

技能目标 
(1)能够区分不同类别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2)能够识别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各组成部分。 

素养目标 

(1)在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学习过程中要坚定探索未知、追求真

理、勇于钻研的决心。 

(2)养成在学习过程中精益求精的习惯。 

(3)充分了解国情,有为祖国长久发展而持续创新的热诚之心。 

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中采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引导，要充分利用多媒体

教学软件、透明元件、各种演示、动画图片、VCD、液压与气动训

练设备等进行直观教学，以便加深学生的记忆和理解。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作用，教

师要多加启发式提问，通过“三 W二 H”法，让学生真正掌握好关

键的知识点，在实践教学中，要多注意分析学生实践中产生的共

性问题，及时解决，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理论与实践的教学过程中加强与学生交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方法 

学生通过课前预习、查阅资料，课上小组讨论、班级汇报，课后练习提

升、反思总结等方法，掌握常用的教学策略，并能根据不同课型选择恰当的

教学策略完成教学任务，落实教学目标。 

重难点 

重点 (1)机电一体化的基本概念 

(2)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构成及特点 

难点 (1)机电一体化的关键技术 

教学媒体 教材及配套的课件、教案、微课，投影仪，计算机（挂图、模型……） 

教学流程 

教学环节 主要教学内容 

教授新知 

任务一 机电一体化的基本概念 

机电一体化是在以机械、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为主的多

门学科的基础上,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技术学科 

机电一体化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主要包括计算机数控系统、

机器人、计算机辅助设计/ 辅助制造系统、柔性制造系统和计

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 

机电一体化产品和系统的特点是,产品和系统功能的实现

是机构中所有部分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与传统机电设备中

机械与电子系统相对独立、分别工作有本质的区别。 

与传统的机电产品相比,机电一体化产品具有的优越性:①

使用安全性和可靠性提高;②生产能力和工作质量提高;③使用

性能改善;④具有复合功能且适用面广;⑤调整和维护方便。 

按照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功能,可以将其分成以下 5 类。 

(1)数控机械类 

(2)电子设备类 

(3)机电结合类 

(4)电液伺服类 

(5)信息控制类 

任务二 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构成及特点 

机电一体化产品由以下 5 个部分组成 

(1)机械系统 

(2)动力系统 

(3)传感与检测系统 

(4)控制及信息单元 

(5)执行机构 



任务三 机电一体化的关键技术 

概括起来,机电一体化的关键技术包括以下 7 个方面。  

(1)精密机械技术 

(2)信息处理技术 

(3)传感与检测技术 

(4)自动控制技术 

(5)伺服驱动技术 

(6)接口技术 

(7)系统总体技术 

小结 
本节课学习了机电一体化的基本概念，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构成及特点，

机电一体化的关键技术，重点内容是机电一体化关键技术的七个方面 

布置作业 请学生完成本项目的[任务工单一] 

教学反思  

 

 

  



 

《机电一体化技术》教学设计 

项目二  机 械 基 础 

★教材导读 

课程名称 《机电一体化技术》 课程类型 理论课（  ）/实践课（  ） 

课程定位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机械制造、自动控制及其

他相关专业学生学习机电一体化的教材,也可供相关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思政理念 

站在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会点上，面对制造业高端化、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的历史机遇，我们要怀揣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加强自身

知识水平建设，为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更为行业的健康规范发展和建设制造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教案设计 

项目课题 机电一体化技术 

授课时间  授课对象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机械系统的组成和设计要求。 

(2)熟悉滚珠丝杠副的结构原理、齿轮传动的结构、参数和强度

计算。 

(3)掌握同步带传动的结构与参数。 

技能目标 
(1)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机械部件。 

(2)在机械系统设计时能够调整好各环节性能指标的匹配。 

素养目标 

(1)培养谦虚和认真的态度。  

(2)培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周围所遇问题的能力。  

(3)培养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中采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引导，要充分利用多媒体

教学软件、透明元件、各种演示、动画图片、VCD、液压与气动训

练设备等进行直观教学，以便加深学生的记忆和理解。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作用，教

师要多加启发式提问，通过“三 W二 H”法，让学生真正掌握好关

键的知识点，在实践教学中，要多注意分析学生实践中产生的共

性问题，及时解决，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理论与实践的教学过程中加强与学生交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方法 
学生通过课前预习、查阅资料，课上小组讨论、班级汇报，课后练习提

升、反思总结等方法，掌握常用的教学策略，并能根据不同课型选择恰当的



教学策略完成教学任务，落实教学目标。 

重难点 

重点 (1)滚珠丝杠副的结构原理、齿轮传动的结构、参数和

强度计算。 

(2)同步带传动的结构与参数。 

难点 (1)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机械部件。 

(2)在机械系统设计时调整好各环节性能指标的匹配。 

教学媒体 教材及配套的课件、教案、微课，投影仪，计算机（挂图、模型……） 

教学流程 

教学环节 主要教学内容 

教授新知 

任务一 机械系统 

一、机械系统的组成 

(1)传动机构 

(2)导向支承机构 

(3)执行机构 

二、机械系统的设计 

1.设计要求 

2.主要措施 

任务二 滚珠丝杠副传动结构 

一、滚珠丝杠副结构原理 

1.滚珠丝杠副的结构及传动特点 

2.滚珠循环方式 

二、轴向间隙的调整与预紧 

任务三 齿轮传动 

一、齿轮传动的结构 

1.齿轮传动的特点和应用 

2.齿轮传动的类型 

二、齿轮传动的参数 

1.传动比 

2.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基本参数和几何尺寸 

3.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传动 

三、齿轮传动的强度计算 

(1)齿面接触疲劳强度 

(2)齿根弯曲疲劳强度 

四、标准齿轮传动的设计计算 

(1)主要参数的选择 

(2)齿轮精度等级的选择 



任务四 带传动 

一、带传动的类型与结构 

二、同步带传动 

三、同步带传动的计算 

小结 

本节课学习了机械系统的组成及设计、滚珠丝杠副传动结构，齿轮传动

的结构、参数、强度计算以及标准齿轮传动的设计计算，学习了带传动的类

型与结构，同步带传动及其计算，重点内容是齿轮传动的结构、参数和强度

计算。 

布置作业 请学生完成本项目的[任务工单二] 

教学反思  

 

 

  



 

《机电一体化技术》教学设计 

项目三  气 动 知 识 

★教材导读 

课程名称 《机电一体化技术》 课程类型 理论课（  ）/实践课（  ） 

课程定位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机械制造、自动控制及其

他相关专业学生学习机电一体化的教材,也可供相关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思政理念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一百多年来，面对各种困难挑战，一大

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挺身而出，形成了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

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

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我们的精神谱系。在机电知识的学习过程中，

我们也要顽强拼搏，学习伟大人物的精神、品质，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 

★教案设计 

项目课题 机电一体化技术 

授课时间  授课对象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气压传动系统的工作原理及组成,认识气动元件并掌握

气动元件的结构和原理。 

(2)熟悉气动控制阀的结构与原理。 

(3)掌握气动回路分析的方法。 

技能目标 

(1)能够正确地组装各气动元件。 

(2)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气缸。 

(3)能够正确分析气动控制回路。 

素养目标 

(1)掌握气动知识在机电一体化技术中的应用,培养刻苦钻研的

精神。 

(2)明白学习气动知识的社会意义,要有社会责任感。 

(3)在具体实践中要有团队协作的意识和整体意识。 

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中采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引导，要充分利用多媒体

教学软件、透明元件、各种演示、动画图片、VCD、液压与气动训

练设备等进行直观教学，以便加深学生的记忆和理解。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作用，教

师要多加启发式提问，通过“三 W二 H”法，让学生真正掌握好关

键的知识点，在实践教学中，要多注意分析学生实践中产生的共



性问题，及时解决，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理论与实践的教学过程中加强与学生交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方法 

学生通过课前预习、查阅资料，课上小组讨论、班级汇报，课后练习提

升、反思总结等方法，掌握常用的教学策略，并能根据不同课型选择恰当的

教学策略完成教学任务，落实教学目标。 

重难点 

重点 (1)气动控制阀的结构与原理。 

(2)气动回路分析的方法。 

难点 (1)正确地组装各气动元件 

教学媒体 教材及配套的课件、教案、微课，投影仪，计算机（挂图、模型……） 

教学流程 

教学环节 主要教学内容 

教授新知 

任务一 气压传动系统 

一、气压传动系统工作原理及组成 

二、气压传动的特点 

1.气压传动的优点 

2.气压传动的缺点 

任务二 气动元件及符号 

一、气动元件概述 

二、气动元件结构与原理 

1.气源装置及气动辅助元件 

2.气动执行元件 

3.气动逻辑元件 

三、气动元件符号 

任务三 气动控制阀 

一、气动控制阀结构与原理 

1.方向控制阀及换向回路 

2.压力控制阀 

3.流量控制阀及速度控制回路 

二、气动控制阀符号 

任务四 气动回路分析 

一、典型气动回路分析 

1.安全保护回路———双手操作回路 

2.计数回路 

二、气动回路应用实例 

小结 本节课学习了气压传动系统，气动元件及符号，气动控制阀和气动回路



分析，重点内容是气动回路分析的方法 

布置作业 请学生完成本项目的[任务工单三] 

教学反思  

 

 

  



 

项目四  传感与检测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理论课（  ）/实践课（  ） 

课程定位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机械制造、自动控制及其

他相关专业学生学习机电一体化的教材,也可供相关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思政理念 

5G万物联网、智能手机、虚拟现实、智能硬件、视频交互与安防监控、

机器人等都是智能传感器应用的热门领域，智能传感器几乎无处不在，市场

需求急速上升。虽然我国传感器领域起步晚，但在物联网智能传感器领域发

展增速明显，2018 年我国 MEMS传感器行业销售规模排名全球第一，占全球

比重达 23.82%。在这个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要有为国家机电一

体化技术发展持续创新而努力的决心，不断进取，坚毅前行，开创属于我们

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教案设计 

项目课题 机电一体化技术 

授课时间  授课对象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传感器的组成和分类。 

(2)熟悉各种常用传感器与传感元件。 

(3)掌握接近开关的种类和检测特性。 

技能目标 

(1)能够识别出传感器的组成部分及各组成部分的作用。 

(2)能够区分常用传感器的应用范围。 

(3)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传感器。 

素养目标 

(1)探寻各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激发对学习的热爱。 

(2)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 

(3)科学地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中采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引导，要充分利用多媒体

教学软件、透明元件、各种演示、动画图片、VCD、液压与气动训

练设备等进行直观教学，以便加深学生的记忆和理解。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作用，教

师要多加启发式提问，通过“三 W二 H”法，让学生真正掌握好关

键的知识点，在实践教学中，要多注意分析学生实践中产生的共

性问题，及时解决，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学生通过课前预习、查阅资料，课上小组讨论、班级汇报，课后练习提

升、反思总结等方法，掌握常用的教学策略，并能根据不同课型选择恰当的

教学策略完成教学任务，落实教学目标。 

重难点 

 (1)熟悉各种常用传感器与传感元件。 

(2)掌握接近开关的种类和检测特性。 

难点 (1)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传感器 

教学媒体 教材及配套的课件、教案、微课，投影仪，计算机（挂图、模型……） 

教学流程 

教学环节 主要教学内容 

教授新知 

任务一 传感器的组成与分类 

一、传感器的组成 

二、传感器的分类 

任务二 常用传感器与传感元件 

一、位移传感器 

1.电感式位移传感器 

2.电容式位移传感器 

(1)极距变化型 

(2)面积变化型 

3.光栅传感器 

4.光电编码器 

(1)增量式光电编码器 

(2)绝对式光电编码器 

二、位置传感器 

1.接触式极限开关(微动开关) 

2.接近传感器 

3.光电传感器 

三、速度和加速度传感器 

1.测速发电机 

2.光电式转速传感器 

3.加速度传感器 

(1)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结构及特性 

(2)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应用 

四、图像传感器 

(1)CCD 图像传感器 



图像传感器 

五、传感元件 

1.磁阻式传感元件 

2.霍尔元件 

3.光电转换元件 

任务三 接近开关 

一、接近开关的种类及检测原理 

1.电感式接近开关 

2.电容式接近开关 

3.霍尔开关 

二、接近开关的检测特性 

小结 
本节课学习了传感器的组成与分类，常用传感器与传感元件，接近开关

的种类、检测原理及检测特性，重点内容是常用传感器与传感元件。 

布置作业 请学生完成本项目的[任务工单四] 

教学反思  

 

  



 

项目五  常用电动机工作原理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理论课（  ）/实践课（  ） 

课程定位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机械制造、自动控制及其

他相关专业学生学习机电一体化的教材,也可供相关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思政理念 

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的前列，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和思

想指引。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

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每个人应当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  

在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要注重用辩证的思维看待问

题，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具体的学习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

力量激活自己学习、实践的动力。 

★教案设计 

项目课题 机电一体化技术 

授课时间  授课对象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启动与制动。

(2)熟悉步进电动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3)掌握交流伺服电动机的相关知识。 

技能目标 
(1)能够正确地启动与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2)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 

素养目标 

(1)用辩证的思维学习各种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培养良好的学习

习惯。 

(2)客观、理性地分析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3)要善于思考，从具体的操作实践中总结经验。 

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中采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引导，要充分利用多媒体

教学软件、透明元件、各种演示、动画图片、VCD、液压与气动训

练设备等进行直观教学，以便加深学生的记忆和理解。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作用，教

师要多加启发式提问，通过“三 W二 H”法，让学生真正掌握好关

键的知识点，在实践教学中，要多注意分析学生实践中产生的共

性问题，及时解决，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理论与实践的教学过程中加强与学生交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升、反思总结等方法，掌握常用的教学策略，并能根据不同课型选择恰当的

教学策略完成教学任务，落实教学目标。 

重难点 

 (1)掌握交流伺服电动机的相关知识 

(2)正确地启动与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难点 (1)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 

教学媒体 教材及配套的课件、教案、微课，投影仪，计算机（挂图、模型……） 

教学流程 

教学环节 主要教学内容 

教授新知 

任务一 三相异步电动机 

一、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二、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与制动 

1.三相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的启动 

(1)直接启动 

(2)降压启动 

2.三相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启动 

(1)转子串电阻启动 

(2)转子串频敏变阻器启动 

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制动 

(1)机械制动 

(2)电气制动 

三、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 

(1)定子方面 

(2)电源方面 

(3)转子方面 

1.变极调速 

2.变频调速 

3.变转差率调速 

任务二 步进电动机 

一、步进电动机的应用与工作原理 

1.步进电动机的应用 

2.步进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二、步进电动机的主要参数 

三、步进电动机的驱动电源 

任务三 伺服电动机 



 

1.直流伺服电动机结构 

2.控制方式 

3.运行特性 

二、交流伺服电动机 

1.基本结构 

2.工作原理 

3.控制方式 

(1)幅值控制 

(2)相位控制 

(3)幅值—相位控制 

小结 

本节课学习了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启动与制动、调速，步

进电动机的应用与工作原理、主要参数、驱动电源，直流和交流的伺服电动

机，重点内容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 

布置作业 请学生完成本项目的[任务工单五]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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