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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CAD(UG)》课程标准

 

课程编号 z04110061 课程名称 机械 CAD(UG)

课程类型 必修 总 学 时 90 

学　　分 5 实践学时 45 

适用对象 数控技术专业、机电

一体化专业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

1．前言

1.1课程性质
《UG》是数控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应掌握采用 UG 软件绘制二维图形﹑三维实体造型的基本知识。本课程旨在

培养学生现代制造技术的观念，能够较好地胜任三维造型 CAD 工作，并为学生自身的专业

技术发展打基础。

1.2设计思路
本课程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熟练应用 UG 软件进行三维造型的能力，力争与就业岗位能

力的无缝联接。在课程设计实施过程中遵循：技能核心、知识为辅；讲练结合、以练为主；工

学合作、校企互补；课内课外，内外交互等原则。本课程任务分为三部分：⑴ CAD 二维部分；

⑵ CAD 三维部分;(3)装配部分；根据上述三部分知识要求相应设置三大教学模块，各教学模

块中合理安排各教学项目。

第一模块为 CAD 二维模块，包括了解 UG 软件，学会二维绘图、几何图素编辑。

第二模块为 CAD 三维模块，包括实体建模、曲面建模。

第三模块为装配模块，包括普通装配，设计装配。

每个教学项目安排综合课题训练，通过课题的设计训练，使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增强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充分利用电化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对计算机辅助制造编程知识的

综合应用能力。

2．课程目标

1．熟悉 UG 软件二维、三维制图参数的设置

2．具备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操作技能。能够运用软件独立完成中等零件的造型和加

工。



3．具有初步的质量意识和安全意识。

4．养成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积极探索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自

主学习和探索创新的良好习惯，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3．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二维模块

项目一：UG NX 4.0操作概述

掌握UG软件的基本操作，熟悉软件环境。

任务1：认识UG的操作界面

任务2：文件管理

任务3：软件基本设置

任务4：了系统参数设置

项目二：二维绘图

掌握用MasterCAM进行二维图形的绘制

任务1：创建草图平面；

任务2：草图首选项、草图曲线工具条

任务3：草图约束、草图操作

任务4：项目实践：绘制二维图形

三维模块

项目一：扫描特征

掌握用UG软件扫描特征

任务1：拉伸特征

任务2：回转特征

任务3：扫掠特征

项目二：成形特征

掌握用UG软件成形特征

任务1：孔的创建

任务2：圆台的创建

任务3：腔体的创建

任务4：凸垫的创建

任务 5：项键槽的创建、沟槽的创建



项目三：特征操作

掌握用UG软件特征操作

任务1：布尔操作

任务2：细节特征

任务3：实例特征

任务4：抽壳、裁剪、螺纹

项目四：曲线功能

掌握用UG软件曲线功能

任务1：基本曲线的创建

任务2：曲线操作功能

任务3：曲线编辑功能

项目五：曲面功能

掌握用UG软件曲面功能

任务1：基本曲面的创建

任务2：自由曲面的创建

装配模块

项目一：自底向上装配

任务1：添加现有的组件

任务2：配对组件

任务3：组件阵列

任务4：装配导航器

任务 5：引用集、爆炸视图

项目二：自顶向下装配

任务1：WAVE 几何链接器

任务2：装配顺序

任务3：变形组件装配

表 1  学时分配

序

号

模   块 课  时 课 时 分 配

讲授 实训

1 二维

模块

UG NX 4.0操作概述 30 15 15

二维绘图

2 三维 扫描特征 48 24 24



模块 成形特征

特征操作

曲线功能

曲面功能

3 装配

模块

自底向上装配 12 6 6

自顶向下装配

合    计 90 45 45

4．实施要求

4.1教案编写
本课程标准对教案的定义是指在本课程完成整体教学设计，确定课程学习项目及各项

目组成任务明确的基础上，对每一任务的教学内容按每一教学单元(原则上是 4学时为一

教学单元，理论与实训交叉进行)进行的教学方案设计，它包括对本模块学习目标、工作任

务、能力要求及教学内容分解到本教学单元中的具体授课内容、课堂活动教学的组织方式与

教学要求、课时建议等。特别是要通过设计清楚阐述针对工作任务如何将典型实践性环节所

需实践知识融入理论知识学习中，并根据能力要求，如何将技能实践融入学习过程中。

4.2教学要求
(1)教师在教学项目内容在安排时，应根据教学需要和教学风格进行调整组合，可以

采用连续教学或分段教学两种方式实施。

(2)本课程教学宜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方法，教学中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增强感性认识和实际动手机会，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等实践教学方法。通过项目

训练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在完成相关实验或训练项目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习

有关的技术知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成就感，强化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4)在教学过程中，要尽量应用多媒体、投影等教学资源辅助教学，起到了提高效率、

增强理解、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同时，要重视介绍本专业领域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的发展趋势，贴近生产实际。

(5)在教学过程中，应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发展的空间，努

力培养学生获取、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提高职业道德，努

力培养创新能力。

4.3考核方式与标准



考核方式：1）出勤；2）课堂测试；3）期末考试；4）平时作业；

表 2 考核标准

测试成绩（%） 平时成绩比例（%）

出勤 平时成绩 实践教学 期末测试

100 10 20 0 70

4.4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4.5教材编写与选用
主讲教材：《面向 21世纪教材UG NX4 实例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 钟奇主编。

教学参考教材：《UG NX4.0 基础与进阶》机械工业出版社 杨培中

《UG NX 4.0 中文版 基础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云杰

《UG NX4中文版自学手册：零件设计篇》人民邮电出版社 庄家煜

 5、教师要求

熟练掌握关于 CAD的理论，了解计算机辅助类软件

6、其他说明

1、本课程教学标准适用于高等职业学校数控技术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模具专业专

业（三年制）。

7、《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课程标准审批

编写教师 编写日期

教研室审批 审批日期

系部审批 审批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