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教学设计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教学设计方案

学习任

务名称
尺寸公差与配合基础 课 时 2

专业 数控技术 课程名称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

术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

课程

一、学情分析

教学

对象
数控技术专业一年级学生、准新生，刚开始专业基础课的学习。

前期知

识与技

能掌握

这是学生在校的第二学期，学生在第一学期已经完成工程制图课程的学习，能看

懂零部件图纸，了解相关标准和规范。对机械零部件结构、机械设计有一定的了解。

学生学

习特点

分析

作为准新生，同学们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喜欢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学生们既有

对于新知识的好奇又有对课程陌生情况的担忧，害怕出错和学不会。因此，我在教学

中，以学生为中心，从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出发，提前布置预习，激发学生的主观积

极性。

二、教材分析

所用

教材
本课选用《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马恒、孙素荣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教学内

容说明

本次课程节选教材第二章第 1、2节，主要内容为孔轴极限与配合基础术语和相关

规定。提前下达预习任务，教学以 PPT、图片、视频影像讲解演示，概念引入-过程讲

解-评价归纳的方式进行。

三、教学目标

知识

目标

1.了解孔、轴和尺寸的定义；

2.理解偏差、公差、公差带的定义；

3.了解配合配合定义、种类。

能力

目标

1. 正确理解孔轴及公差相关概念；

2. 掌握偏差计算和公差带图的绘制；

3. 掌握配合计算及配合种类判断。

素质

目标

1.形成规范化生产操作意识；

2.增强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意识。



四、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偏差计算及公差带图绘制。

难点 配合公差计算

五、理念与教学方法

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具体零件案例入手，课前通过学习平台发布预习内容和思考题。课上

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演示和动手实践有机结合，完成做学结合的过程；通过探究学习方

法锻炼学生自主探究和协作能力；同时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完成自评、互评、师评

并行。

六、 教学环境及资源准备

1.教学环境设计

多媒体课室、多媒体教学设备、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

2.教学资源准备

学习通微课发布；课程展示所用到的图片、视频等；微信、QQ 等即时通讯工具；学生用《公

差配合与测量技术》教材、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课件、成绩评定表等。

七、教学过程

第一阶段： 课前准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发布

预习

任务

通过学习平台

发布预习任务

和小问题。

推荐课外拓展

资料

上传资料、发布预

习任务和问题；

通过班级 QQ 群，微

信上传视频、试题

等学习资源。

收集学生预习情况

利用课前时间下载，学

习老师课前准备的视

频等资料；

完成预习并回答问题。

通过收集学生预习

情况，掌握学生们学

习的问题点，找准教

学的突破口

-



第二阶段： 课堂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一）

组

织

教

学

1. 课堂纪律；

2. 引入新课。

1. 学生考勤；

2. 强调课堂纪律；

1. 完成考勤；

2. 准备课本资料；

1.强调上课纪律；

2.吸引学生注意；

3.完成教学准备

5

分

钟

（二）

知

识

讲

解

1.孔和轴以及

尺寸的定义

2.偏差、公差和

公差带图

3.配合的计算

通过多媒体演示，

讲解教学内容

认真听课，做好笔记；
对应预习情况，讲解

新课程基本知识点

40

分

钟

（三）

课

堂

练

习

课堂练习
发布课堂练习、掌

握学生完成情况
完成课堂练习

通过课堂练习总结

巩固知识

20
分

钟

课堂练习讲解 完成课堂练习讲解 听课，回答问题 进一步巩固

15

分

钟

（四）

课

程

评

价

自评、互评、师

评

通过学习平台组织

课程评价

学生给自己打分

给回答问题的同学打

分

完成课程总结

10

分

钟

第三阶段： 课后提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六）

课

后

提

升

布置课后任务

与倡导课外学

习

布置课后作业并批

改；

上传教学资料供学

生下载；

通过微信、QQ 等工

具实现实时答疑

完成课后作业；

加入网课平台学习微

课；

实现课上课后，线上

线下学习的对接，营

造积极主动的学习

氛围

-



九、教学反思

1、本次课程为理论课，用实际案例更好激发学生积极性。

2、课堂时间有限，课后要发布课后习题

3、学生掌握情况较好，但存在学生不听课现象，需加强课堂监控。



课堂教学设计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教学设计方案

学习任

务名称
尺寸公差与配合基础 课 时 2

专业 数控技术 课程名称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

术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

课程

一、学情分析

教学

对象
数控技术专业一年级学生、准新生，刚开始专业基础课的学习。

前期知

识与技

能掌握

这是学生在校的第二学期，学生在第一学期已经完成工程制图课程的学习，能看

懂零部件图纸，了解相关标准和规范。对机械零部件结构、机械设计有一定的了解。

学生学

习特点

分析

作为准新生，同学们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喜欢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学生们既有

对于新知识的好奇又有对课程陌生情况的担忧，害怕出错和学不会。因此，我在教学

中，以学生为中心，从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出发，提前布置预习，激发学生的主观积

极性。

二、教材分析

所用

教材
本课选用《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马恒、孙素荣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教学内

容说明

本次课程节选教材第二章第 3、4节，主要内容为标准公差、基本偏差的国标规定，

国标中规定的公差带与配合。提前下达预习任务，教学以 PPT、图片、视频影像讲解演

示，概念引入-过程讲解-评价归纳的方式进行。

三、教学目标

知识

目标

1.了解标准公差、基本偏差的国标规定；

2.理解基准和基准制；

3.掌握国标中规定的孔轴优先配合。

能力

目标

4. 正确理解公差、偏差相关概念；

5. 能查询标准公差和基本偏差表格；

6. 记住几组常用配合代号。

素质

目标

1.形成规范化生产操作意识；

2.增强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意识。



四、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标准公差登级表、基本偏差数值表的查询。

难点 判断常用配合代号配合种类

五、理念与教学方法

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具体零件案例入手，课前通过学习平台发布预习内容和思考题。课上

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演示和动手实践有机结合，完成做学结合的过程；通过探究学习方

法锻炼学生自主探究和协作能力；同时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完成自评、互评、师评

并行。

七、 教学环境及资源准备

1.教学环境设计

多媒体课室、多媒体教学设备、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

2.教学资源准备

学习通微课发布；课程展示所用到的图片、视频等；微信、QQ 等即时通讯工具；学生用《公

差配合与测量技术》教材、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课件、成绩评定表等。

七、教学过程

第一阶段： 课前准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发布

预习

任务

通过学习平台

发布预习任务

和小问题。

推荐课外拓展

资料

上传资料、发布预

习任务和问题；

通过班级 QQ 群，微

信上传视频、试题

等学习资源。

收集学生预习情况

利用课前时间下载，学

习老师课前准备的视

频等资料；

完成预习并回答问题。

通过收集学生预习

情况，掌握学生们学

习的问题点，找准教

学的突破口

-



第二阶段： 课堂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一）

组

织

教

学

3. 课堂纪律；

4. 引入新课。

3. 学生考勤；

4. 强调课堂纪律；

3. 完成考勤；

4. 准备课本资料；

1.强调上课纪律；

2.吸引学生注意；

3.完成教学准备

5

分

钟

（二）

知

识

讲

解

1、标准公差、

基本偏差的国

标规定；

2、基准和基准

制；

3、国标中规定

的孔轴优先配

合。

3、查询标准公

差和基本偏差

表格；

4、国标中规定

的常用配合

通过多媒体演示，

讲解教学内容

认真听课，做好笔记；
对应预习情况，讲解

新课程基本知识点

40

分

钟

（三）

课

堂

练

习

课堂练习
发布课堂练习、掌

握学生完成情况
完成课堂练习

通过课堂练习总结

巩固知识

20
分

钟

课堂练习讲解 完成课堂练习讲解 听课，回答问题 进一步巩固

15

分

钟

（四）

课

程

评

价

自评、互评、师

评

通过学习平台组织

课程评价

学生给自己打分

给回答问题的同学打

分

完成课程总结

10

分

钟

第三阶段： 课后提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六）

课

后

提

升

布置课后任务

与倡导课外学

习

布置课后作业并批

改；

上传教学资料供学

生下载；

通过微信、QQ 等工

具实现实时答疑

完成课后作业；

加入网课平台学习微

课；

实现课上课后，线上

线下学习的对接，营

造积极主动的学习

氛围

-

九、教学反思

1、本次课程为理论课，用实际案例更好激发学生积极性。

2、课堂时间有限，课后要发布课后习题

3、学生掌握情况较好，但由于缺乏实践教学，学生感性认知较差。



课堂教学设计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教学设计方案

学习任

务名称
尺寸公差与配合基础 课 时 2

专业 数控技术 课程名称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

术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

课程

一、学情分析

教学

对象
数控技术专业一年级学生、准新生，刚开始专业基础课的学习。

前期知

识与技

能掌握

这是学生在校的第二学期，学生在第一学期已经完成工程制图课程的学习，能看

懂零部件图纸，了解相关标准和规范。对机械零部件结构、机械设计有一定的了解。

学生学

习特点

分析

作为准新生，同学们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喜欢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学生们既有

对于新知识的好奇又有对课程陌生情况的担忧，害怕出错和学不会。因此，我在教学

中，以学生为中心，从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出发，提前布置预习，激发学生的主观积

极性。

二、教材分析

所用

教材
本课选用《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马恒、孙素荣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教学内

容说明

本次课程节选教材第二章第 4 节，主要内容为常用尺寸段公差与配合如何选用。

提前下达预习任务，教学以 PPT、图片、视频影像讲解演示，概念引入-过程讲解-评价

归纳的方式进行。

三、教学目标

知识

目标

1. 掌握零件尺寸精度设计中配合制的选择方法；

2. 掌握零件尺寸精度设计中公差等级的选择方法；

3. 掌握零件尺寸精度设计中的配合种类的选择方法。

4. 运用类比法（查表法）确定零件尺寸公差等级。

5. 根据配合件配合要求恰当选择配合种类及相应的基本偏差

能力

目标

7. 能根据已知情况合理确定孔轴配合各参数；

素质

目标

1.形成规范化生产操作意识；

2.增强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意识。



四、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基准制的选择与设计

公差等级的选择

基本偏差的选择。

难点 配合的选择与计算

五、理念与教学方法

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具体零件案例入手，课前通过学习平台发布预习内容和思考题。课上

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演示和动手实践有机结合，完成做学结合的过程；通过探究学习方

法锻炼学生自主探究和协作能力；同时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完成自评、互评、师评

并行。

八、 教学环境及资源准备

1.教学环境设计

多媒体课室、多媒体教学设备、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

2.教学资源准备

学习通微课发布；课程展示所用到的图片、视频等；微信、QQ 等即时通讯工具；学生用《公

差配合与测量技术》教材、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课件、成绩评定表等。

七、教学过程

第一阶段： 课前准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发布

预习

任务

通过学习平台

发布预习任务

和小问题。

推荐课外拓展

资料

上传资料、发布预

习任务和问题；

通过班级 QQ 群，微

信上传视频、试题

等学习资源。

收集学生预习情况

利用课前时间下载，学

习老师课前准备的视

频等资料；

完成预习并回答问题。

通过收集学生预习

情况，掌握学生们学

习的问题点，找准教

学的突破口

-



第二阶段： 课堂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一）

组

织

教

学

5. 课堂纪律；

6. 引入新课。

5. 学生考勤；

6. 强调课堂纪律；

5. 完成考勤；

6. 准备课本资料；

1.强调上课纪律；

2.吸引学生注意；

3.完成教学准备

5

分

钟

（二）

知

识

讲

解

1.基准制的选

择与设计

2.尺寸公差等

级的选择

3.配合的选择

与设计

通过多媒体演示，

讲解教学内容

认真听课，做好笔记；
对应预习情况，讲解

新课程基本知识点

40

分

钟

（三）

课

堂

练

习

课堂练习
发布课堂练习、掌

握学生完成情况
完成课堂练习

通过课堂练习总结

巩固知识

20
分

钟

课堂练习讲解 完成课堂练习讲解 听课，回答问题 进一步巩固

15

分

钟

（四）

课

程

评

价

自评、互评、师

评

通过学习平台组织

课程评价

学生给自己打分

给回答问题的同学打

分

完成课程总结

10

分

钟

第三阶段： 课后提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六）

课

后

提

升

布置课后任务

与倡导课外学

习

布置课后作业并批

改；

上传教学资料供学

生下载；

通过微信、QQ 等工

具实现实时答疑

完成课后作业；

加入网课平台学习微

课；

实现课上课后，线上

线下学习的对接，营

造积极主动的学习

氛围

-



九、教学反思

1、本次课程为理论课，用实际案例更好激发学生积极性。

2、内容较为抽象存在理解困难



课堂教学设计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教学设计方案

学习任

务名称
尺寸公差与配合基础 课 时 2

专业 数控技术 课程名称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

术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

课程

一、学情分析

教学

对象
数控技术专业一年级学生、准新生，刚开始专业基础课的学习。

前期知

识与技

能掌握

这是学生在校的第二学期，学生在第一学期已经完成工程制图课程的学习，能看

懂零部件图纸，了解相关标准和规范。对机械零部件结构、机械设计有一定的了解。

学生学

习特点

分析

作为准新生，同学们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喜欢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学生们既有

对于新知识的好奇又有对课程陌生情况的担忧，害怕出错和学不会。因此，我在教学

中，以学生为中心，从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出发，提前布置预习，激发学生的主观积

极性。

二、教材分析

所用

教材
本课选用《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马恒、孙素荣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教学内

容说明

本次课程节选教材第二章第 5节，主要内容为技术测量基础。提前下达预习任务，

教学以 PPT、图片、视频影像讲解演示，概念引入-过程讲解-评价归纳的方式进行。

三、教学目标

知识

目标

1.了解技术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

2.理解量值传递系统；

3.了解常用技量器具的种类及其测量方法。

能力

目标

8. 学会游标类测量器具的构造及使用方法；

9. 学会螺旋测微类测量器具的构造及使用方法；

10. 学会基本孔轴测量。

素质

目标

1.形成规范化生产操作意识；

2.增强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意识。



四、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测量器具的结构和使用。

难点 量值传递系统，测量数据的整理

五、理念与教学方法

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具体零件案例入手，课前通过学习平台发布预习内容和思考题。课上

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演示和动手实践有机结合，完成做学结合的过程；通过探究学习方

法锻炼学生自主探究和协作能力；同时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完成自评、互评、师评

并行。

九、 教学环境及资源准备

1.教学环境设计

多媒体课室、多媒体教学设备、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

2.教学资源准备

学习通微课发布；课程展示所用到的图片、视频等；微信、QQ 等即时通讯工具；学生用《公

差配合与测量技术》教材、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课件、成绩评定表等。

七、教学过程

第一阶段： 课前准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发布

预习

任务

通过学习平台

发布预习任务

和小问题。

推荐课外拓展

资料

上传资料、发布预

习任务和问题；

通过班级 QQ 群，微

信上传视频、试题

等学习资源。

收集学生预习情况

利用课前时间下载，学

习老师课前准备的视

频等资料；

完成预习并回答问题。

通过收集学生预习

情况，掌握学生们学

习的问题点，找准教

学的突破口

-



第二阶段： 课堂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一）

组

织

教

学

7. 课堂纪律；

8. 引入新课。

7. 学生考勤；

8. 强调课堂纪律；

7. 完成考勤；

8. 准备课本资料；

1.强调上课纪律；

2.吸引学生注意；

3.完成教学准备

5

分

钟

（二）

知

识

讲

解

1.检测的概念

2.长度单位、基

准、量值传递系

统

3.常用测量器

具结构和使用

方法

通过多媒体演示，

讲解教学内容 认真听课，做好笔记；
对应预习情况，讲解

新课程基本知识点

40

分

钟

（三）

课

堂

练

习

课堂练习
发布课堂练习、掌

握学生完成情况
完成课堂练习

通过课堂练习总结

巩固知识

20
分

钟

课堂练习讲解 完成课堂练习讲解 听课，回答问题 进一步巩固

15

分

钟

（四）

课

程

评

价

自评、互评、师

评

通过学习平台组织

课程评价

学生给自己打分

给回答问题的同学打

分

完成课程总结

10

分

钟

第三阶段： 课后提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六）

课

后

提

升

布置课后任务

与倡导课外学

习

布置课后作业并批

改；

上传教学资料供学

生下载；

通过微信、QQ 等工

具实现实时答疑

完成课后作业；

加入网课平台学习微

课；

实现课上课后，线上

线下学习的对接，营

造积极主动的学习

氛围

-



九、教学反思

1、本次课为理论，学习测量工具使用缺乏感性认知，掌握较差。



课堂教学设计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教学设计方案

学习任

务名称
尺寸公差与配合基础 课 时 2

专业 数控技术 课程名称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

术
课程类型

专业基础

课程

一、学情分析

教学

对象
数控技术专业一年级学生、准新生，刚开始专业基础课的学习。

前期知

识与技

能掌握

这是学生在校的第二学期，学生在第一学期已经完成工程制图课程的学习，能看

懂零部件图纸，了解相关标准和规范。对机械零部件结构、机械设计有一定的了解。

学生学

习特点

分析

作为准新生，同学们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喜欢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学生们既有

对于新知识的好奇又有对课程陌生情况的担忧，害怕出错和学不会。因此，我在教学

中，以学生为中心，从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出发，提前布置预习，激发学生的主观积

极性。

二、教材分析

所用

教材
本课选用《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马恒、孙素荣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教学内

容说明

本次课程节选教材第二章第 5 节，主要内容为测量器具的使用，孔轴零件尺寸的

测量。提前下达预习任务，本课为实训课，以实操为主学习测量器具的使用和测量方

法的选择。

三、教学目标

知识

目标

1.了解不同测量方法的差别；

2.掌握测量器具结构和使用方法；

3.掌握测量数据的处理。

能力

目标

11. 使用游标卡尺测量轴（孔）直径及孔（槽）深度（宽度）；

12. 使用螺旋测微器测量轴（孔）直径及孔（槽）深度（宽度）；

13. 使用百分表测零件内孔。

素质

目标

1.形成规范化生产操作意识；

2.增强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意识。



四、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测量仪器的使用。

难点 测量方法的选择和测量数据整理

五、理念与教学方法

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具体零件案例入手，课前通过学习平台发布预习内容和思考题。课上

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演示和动手实践有机结合，完成做学结合的过程；通过探究学习方

法锻炼学生自主探究和协作能力；同时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完成自评、互评、师评

并行。

十、 教学环境及资源准备

1.教学环境设计

精密测量实训室，测量仪器，预备测量零件

2.教学资源准备

学习通微课发布；课程展示所用到的图片、视频等；微信、QQ 等即时通讯工具；学生用《公

差配合与测量技术》教材、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课件、成绩评定表等。

七、教学过程

第一阶段： 课前准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发布

预习

任务

通过学习平台

发布预习任务

和小问题。

推荐课外拓展

资料

上传资料、发布预

习任务和问题；

通过班级 QQ 群，微

信上传视频、试题

等学习资源。

收集学生预习情况

利用课前时间下载，学

习老师课前准备的视

频等资料；

完成预习并回答问题。

通过收集学生预习

情况，掌握学生们学

习的问题点，找准教

学的突破口

-



第二阶段： 课堂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一）

组

织

教

学

9. 课堂纪律；

10.引入新课。

3.实训安全教

育

9. 学生考勤；

10.强调课堂纪律；

11. 强调安全

9. 完成考勤；

10.准备课本资料；

11. 学习实训室安全操

作规范

1.强调上课纪律；

2.吸引学生注意；

3.完成教学准备

5

分

钟

（二）

知

识

讲

解

1.实训室安全

操作规范

2.测量仪器的

使用

3.测量方法的

选择

4.测量实施及

数据整理

通过多媒体演示，

讲解教学内容；

演示测量仪器使用

认真听课，做好笔记；
对应预习情况，讲解

新课程基本知识点

30

分

钟

（三）

课

堂

练

习

下发仪器、零件 组织测量 使用仪器完成测量
掌握测量仪器的使

用和方法

30
分

钟

测量结果确认 确认学生测量结果 整理测量数据
掌握测量仪器的使

用和方法

15

分

钟

（四）

课

程

评

价

自评、互评、师

评

通过学习平台组织

课程评价

学生给自己打分

给回答问题的同学打

分

完成课程总结

10

分

钟

第三阶段： 课后提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用

时



（六）

课

后

提

升

布置课后任务

与倡导课外学

习

布置课后作业并批

改；

上传教学资料供学

生下载；

通过微信、QQ 等工

具实现实时答疑

完成课后作业；

加入网课平台学习微

课；

实现课上课后，线上

线下学习的对接，营

造积极主动的学习

氛围

-

九、教学反思

1、本次课程为实训课，安全是第一要务。

2、实训室规范需要反复强调

3、测量分组进行有利于课堂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