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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工程图学基础（含实验） 

开课院系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课程负责人 吴红丹 职称 副教授  

联系电话 15711023371 邮箱 whd@c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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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社会实践课程 

 
 

 

 

二○二二年 

本科生院  制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课程名称 工程图学基础（含实验） 

课程编码 

（如果明确以课堂申报，

请填写课程号-课序号） 

13308008-07 

14308001-07（实验） 

课程类型 专业核心课 √核心基础课  核心通识课   其他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大一秋季学期 

面向专业 
农业工程、车辆工程、机械工程、机电工程、水利工程、

土木工程、土建工程 

学    时 

总学时：       48(32+16) 

线上学时：     16  

课堂学时：32 

学    分 3 

开课学期 √2022年秋季学期    2023年春季学期  

主要教材 

（书名、书号、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 

（1）《现代工程制图基础》 ISBN 9 7 8-7-109-

19419-9.李丽、张彦娥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

年 6月第三版 

（2）《现代工程制图基础习题集》ISBN 9 7 8-7-

109-19420-5.李丽、何扬清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年 6月第三版 

（3）《画法几何及水利工程制图》ISBN 9 7 8-7-

109-19689-6.杨玉艳、潘白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

社， 2014年 6月第二版 

（4）《画法几何及水利工程制图习题集》ISBN 9 7 

8-7-109-19178-5.吴红丹、杨玉艳主编，中国农业出

版社， 2014年 6 月第二版  

 

最近两学期开课时间 

2020 年 9 月 14 日—2021 年 1

月 24日 
评教排名：31/175 

2021 年 9 月 6 日—2022 年 1

月 16日 
评教排名：156/207 

最近两学期学生总人数 578+566=1144 

混合教学改革是否已满

2个教学周期 
√是     否 



使用的在线课程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及名称：画法几何与技术制图

基础  编号：0802CAU003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AU-37001?from=searchPage 

登陆方式：选择“爱课程登陆”方式，账号：whd168@sohu.com 密

码：62336973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及名称： 

√校级自建在线开放课程名称及网址：工程图学基础 

课 程 编 号 ：  13308008 主 讲 教 师 ：  吴 红 丹 

http://jx.cau.edu.cn/meol/course.do 登陆方式：账号：93531 

密码： 

其他（填写课程名称、开课学校、负责人、网址） 

使用方式：  √MOOC     SPOC 

备注：仅提供项目主持人“评教排名”，填写形式为——教师排名/全院总数。 

 

二、授课教师（教学团队）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介绍（项目主持人排序为 1，其他团队成员需要排序） 

序号 姓名 职称 承担本课程教学任务 情况 承担授课学时数 签字 

1 吴红丹 副教授 课程教学 48/48 
 

2 李丽 教授 课程教学 48/48 
 

3 梅树立 教授 课程教学 48/48 

 

4 王海华 副教授 课程教学 48/48 

 

5 乔智 讲师 教学辅助 16/48 
 

填表说明：课程团队成员承担的授课学时数填写形式为——授课学时数/课程总学时 

（若同时承担多个课堂，无需重复计算） 

 课程负责人教学情况介绍（近 5 年来在承担学校教学任务、开展教学研

究、获得教学奖励方面的情况，300 字以内） 

从事一线教学 29 年，主讲工程制图系列课程，积极开展教学改革

创新研究，近 5年平均教学工作量在 700学时以上。  

主持和参与了 12 项省部级及校级教改项目，其中主持 4 项：校级

教改项目 1项，教材建设 2项，思政育人教改专项 1项； 

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赛（5届）和北京市产品设计表

达大赛（7届），累计荣获团体一等奖 13项；个人一等奖 36项 ，二等

奖 65 项；连续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主编教材 5册，副主编 4 册，参编 6册，共获得省部级奖励 17项。

其中主编教材获得 1 项国家级规划教材；1 项北京市精品教材；2 项全

国农业高等院校优秀教材。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AU-37001?from=searchPage
mailto:whd168@sohu.com
http://jx.cau.edu.cn/meol/course.do


《画法几何与技术制图基础》荣获首批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排名

第 3），中国大学 MOOC 优秀教师。校级优秀教师。 

 

 教学团队教学情况介绍（近 5年来教学团队在组织实施该课程建设、开展课

程教学改革、组织教学研讨、获得教学奖励等方面的情况。300 字以内。若无

教学团队，可填无） 

工程图学基础+实验”教学团队是一个具有优秀传统的基层教学组

织，长期坚持全员参与教育教学创新改革、统一组织教学活动，近 5年

来，团队成员主持和参与了 12 项省部级及校级教改项目。 

教学团队教师素质高： 

（1）北京市教学名师 1 人，宝钢奖优秀教师 1 人，多人获得中国

农业大学优秀教师、魅力教师等奖项。 

（2）团队教师多人指导国家级、省部级竞赛项目获多项一等奖，

并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指导 URP、国创、北创等项目。 

获得教学奖励： 

1、首批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  

2、主编教材获得 4项国家级规划教材；5项北京市精品教材；8项

全国农业高等院校优秀教材； 

3、课程获得第一届中国农业大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 

 

备注：根据目前省部级申报规则，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仅允许课程负责人申报；国家

级一流本科课程除课程负责人外，至多允许填报 4位主要团队成员，特告知。 

 

三、课程目标（300 字以内） 

阐述课程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观塑造层面的课程教学目标，表明课程教

学目标对学校人才培养定位与专业培养目标的支撑作用。 

 

《工程图学基础》（含实验）是机械类及水利类各专业的必修核心基础课，

是一年级学生专业入门和树立正确专业思想的启蒙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基础

理论知识，具有创新思维能力、政治素养过硬的农业一流人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两性一度”为标准，以能力培养为导向，培养学生空间

思维能力、几何抽象能力、构型能力和“三图”绘图技能。培养学生分析、表达、

描述和解决较复杂工程问题的初步能力、创新设计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的工程素

养。 

 

四、课程建设与应用情况（800字以内） 

描述本课程的建设发展历程，已有的建设基础、教学特色、建设成效及应用情况。 

《工程图学基础》（含实验）是一门研究工程图样表达与技术交流的工科基



础课程，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空间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制图技能，为后续专

业课程奠定基础；同时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建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画法几何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实现不同课程之间知识

的融合。 

课程原名《画法几何与技术制图基础》，2014 年建设中国大学 mooc在线课

程，2017 年获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为了更好的适应图形技术的发展以及与教

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课程的更名相一致，2016 年更名为《工程图学基础》

（含实验），学时也由原来的 48（上课学时）改为 32 理论学时和 16 学时的实

验教学。新方案不仅要求培养学生有准确的绘图能力，对表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经过几年的实践改革，

本课程更新和完善原有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手段，从培养学生的

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入手，培养全面的综合素质人才，使学生具备更强的专业技

术能力和创新合作精神。 

多年来，在学校、学院、开课院的大力支持下，工程图学基础（含实验）课

程教学团队在教学内容设计、精品在线课程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教材建设、

教师团队建设、思政育人教学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工程图学基础优质课

程（金课）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已有的建设基础及成效：   

1、构建“线上与线下”深度时空融合的教学模式 

（1）线上课程《画法几何与技术制图基础》2017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在线

课程   

（2）自主开发课程网络三维数字模型虚拟仿真平台和互联网云资源  

2、更新教学内容，进行数字化新形态教材建设，推广教学成果 

（1）北京市精品教材 2册； 

（2）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奖 4 册；  

（3）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4册。  

3、持续进行教学改革，建设优质课程 

（1） 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工程制图全面计算机化的教学改革实

践 

（2） 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2008）机械类制图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3） 中国农业大学教学成果奖多项（2013、2017年） 

（4） 2016 年中国农业大学首批建设的核心课基础课，目前正在建设当中。

也曾是 2010年中国农业大学的精品课程，1998年中国农业大学评选的 5门优质

课程之一 

（5） 2019年院级本科教改项目——《工程图学基础》（含实验）一流本科

课程（金课）建设已顺利完成结题 

 

五、课程建设计划（1500字以内） 

（1）课程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点问题；（2）解决问题的具体改革举措，重点参照《中

国农业大学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实施任务指南》，阐明提高课程“高阶性、创新性和

挑战度”的方式方法。改革方案能落地、有创新、可推广；（3）课程建设目标与预期成



效。 

以《中国农业大学一流本科课程（金课）建设项目实施任务指南》为尺度，

遵循“两性一度”的建设标准，突出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体现先进性和互

动性，学习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构建新型教学模式及评价方式，提高教学效果。 

具体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1）思政教育融入整个教学过程，继续挖掘思政元素 

课程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思想的指导下，突出教学全过程

中以学生为本，将价值观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有机融合，把立德树人、价

值观教育放在首位。将思政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确立以学生中心、产出导

向、持续改进的理念，致力于开启学生内在潜力和学习动力，提高道德修养和精

神境界，在传授工程制图专业知识基础上，着力培养创新能力和工程技术素质，

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积极申请思政课题。 

（2）进一步探索新型教学模式，优化线上、线下学时比例，强调创新性 

构建雨课堂、微课、MOOC、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找到一种适合新农科的

教学方法；积极实施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先进性和互动性有机结合，充分利用

MOOC网络教学平台，更好的运用中国农业大学在线教育综合平台。  

（3）建设创新型“数字化”“立体化”“体系化”教材 

建设符合新农科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的高水平、

高质量教材，进一步增强教材针对性和实效性。继续编制教材第四版，完善教材

体系建设，突出课程挑战度。加强教材研究，创新教材呈现方式和话语体系，实

现“三个转化”。引入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使教材更加体现科学性、前沿性。 

（4）继续引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 

挑战课程内容新高度。顺应“新农科”“新工科”发展趋势，以追求卓越人

才培养为理念，强化培养学生工程素质、创新设计思维和现代工程设计能力。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激发学生参与创新设计和先进制造等项目的热情，加

大学习投入，与国际接轨，与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人才的模式接轨，培养国际一流

农业人才。 

（5）全面推进以创新能力考核为重点的评价方式 

继续改革评价方式、方法。坚持服务需求，成效导向。以“五个度”的标准

推动教育教学的“质量革命”。严格课堂教学管理，突出过程考核，利用微助教、

雨课堂等新手段，辅助考勤，开展课堂测验，加大学习过程考核，引导学生探究

式与个性化学习，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预期成效： 

（1）“线上与线下”深度时空融合教学模式 

构建新型教学模式，强化课堂价值观引领，坚持以学生学习和发展为中心。

线上一是运用中国农业大学在线教育综合平台，二是学习中国大学 MOOC 首批国

家级精品在线课程，线下翻转课堂，实现深度时空融合教学新模式。 

（2）定位课程特色，依托信息技术创建“优课程” 

课程反映前沿性和时代性，使用主编的国家级规划教材。自主开发课程网络

三维数字模型虚拟仿真平台和互联网云资源，创建“网络+”“智能+“新模式。 



（3）“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提升课程学习挑战度 

竞赛促进了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使工程制图

从“头痛几何”变为“欢喜几何”。 

 

六、项目主持人诚信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项目主持人（签字）：  

2022年 5月  25 日 

七、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推荐意见 

基层教学组织应结合课程体系的整体建设，把关课程申报内容的真实性、科学性

与必要性。做好课程建设过程中的指导与监督，建设成效的示范与推广。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八、 学院推荐意见 

 

学院应经过院内评审，评议结果公示无异议后，择优向学校推荐。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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