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极限配合与测量技术》是的一门机械制造、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基础课。

 该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与机械、电子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它将实现互换性

生产的标准化领域与计量学领域的有关知识结合在一起，涉及机械电子产品

的设计、制造、质量控制和生产组织管理等诸多方面，从事机械工程的技术

人员应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本课程的任务是研究零件的设计、制造精度与测量方法， 使学生掌握

有关几何公差与测量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今后研

究和处理机械工程技术问题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以互换性内容为主线，围绕零部件的制造误差和公差及其关系，包括尺

寸极限与配合、形状和位置公差，表面粗糙度和技术测量等几部分，研究零

件的设计、制造精度与测量方法。懂得这些基本知识，能够为后续学习相关

专业课、从事实际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三、授课课时   （46课时） 

章节 内容 课时 

第一章 绪论 2 

第二章 几何量的加工误差和公差 16 

第三章 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 12 

第四章 测量技术基础 12 

第五章 表面粗糙度 4 

合计 46 

  

四、课程学分   （4学分） 

 

五、教学内容与要求 

 

章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教学建议 

一 绪论 

1、本课题要求学生了解“极

限配合与测量技术”课程的特点 

2、理解互换性、精度要求、

加工误差、标准化与优先数系等

基本概念， 

1、 强调从事机械制造

的高级技术工人必须懂得公

差与配合。 

2、 如条件许可，可结

合本校（厂）典型的产品，

讲述互换性的重要性 

二 

几何量的加

工误差和公

差 

1、本课题要求学生了解公差与

误差的基本概念， 

2、了解公差与偏差的区别，掌

握基本偏差与基本公差代号的识别

和使用； 

3、理解基本形位公差的含义 

1、 讲解本章时，要准

备挂图，最好能有教具或本

校（厂）的典型零部件来配

合讲解有关内容。 

2、 重点是尺寸偏差、

尺寸公差、配合的种类，基

准制和查阅极限偏差表。  



三 

形 位 公

差与尺寸公

差的关系 

1、本课题要求学生了解形位

公差与尺寸公差的关系。 

2、掌握各主要关系的概念

和含义。 

3、掌握这些基本的关系在

图纸上的标识和识别。 

1、 讲解本章时应以识

读标注为主。为此应讲清形

位公差的分类项目及符号。 

2、 形位公差与尺寸公

差的关系是一个难点，应利

用挂图、教具或实物进行讲

解。 

  

四 
测量技术基

础 

1、本课题要求学生了解基

本的国家标准测量单位和各单

位之间的换算。 

2、掌握一些常用的测量方

法测量器具的一些基本参数； 

3、掌握基本测量器具的使

用操作。 

  

讲解本章时要结合实物测量

进行 

  

  

五 

表面粗糙度 

  

  

  

1、 了解表面粗糙度对机械零件

使用性能的影响。 

2、 了表面粗糙度的评定参数。 

3、 掌握表面特征代[符]号及其

标注的含义。 

4、 了解表面粗糙度的选用及一

般加工方法所能达到的表面粗糙度

（Ra）值。 

1、本章教学的重点是能

看懂图样上的表面粗糙度标

注及其含义。 

2、 阶段表面光洁度仍

有所应用，对表面光洁度与

表面粗糙度之间的转换关系

及原则，应使学生有所了解。 

  

六、教学实施建议 

（一）教学方法 

1. 重视实践和实训教学环节，坚持“做中学、做中教”，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职业

素养。 

2. 注重认识教育和现场教学，可安排学生到学校实训基地或工厂参观

学习，以增强感性认识，提高教学效率。 

3. 教学中应充分利用教具、模型、实物和多媒体课件等创设生动形象

的教学情境，优化教学效果。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讲练结合，还可通

过组织小组合作学习、学生自主学习等形式，进行探究性教学。 

（二）评价方法 

1. 注重评价内容的整体性，注重综合素质与能力评价，注重学生爱护

工具、节省原材料、节约能源、规范与安全操作和保护环境等意识与观念的

评价。 

2. 体现教师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和同学之间互相评价相结合，过程性

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定性描述和定量评价相结合，倡导采用表现性的

评价方式。 

3.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专业和不同学生的特点，对课程教学目标和教

学要求可做进一步的细化，考核与评价的标准要与教学目标相对应。 

4. 对实习训练内容可独立考核。 



（三）教学条件 

1．硬件条件 

本课程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较强的专业技术课，也是中职学生必须

掌握的一门技术，因此对教学条件的要求较高，教学中必须配备必要的多媒

体教学设施、各种图片、教学和实训用各种机械模型及实物。配备相应实验

室。 

2．师资条件 

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组成的具有“双师”结构特点的教学团队。 

3.网络条件 

应具有校园网条件，可以教学资源共享，并可以连接外网，供教师学生

查阅资料。 

（四）课程教学资源开发 

1．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应创设形象生动的教学情境，尽可能采用

现代化教学手段，以制作和收集与教学内容相配套的多媒体课件、挂图、幻

灯片、录象带、视听光盘，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2．注重实验实训指导书和实验实训标准的开发和应用。按照完成工作

任务的需求，引入必须的理论知识，加强操作训练，注重理论知识在实践过

程中的应用。 

3．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诸如电子书籍、电子期刊、

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教育网站和电子论坛等网络信息资源，使教学活动从

信息的单向传递向双向交互转变；使学生从单独的学习向工作学习转变。 

4．充分利用本行业典型企业的资源，加强产学合作，建立学习实训基

地，进行实验室实训课程资源的开发，同时为学生的就业提供机会，开创就

业渠道。 

（五）教材编写建议 

教材编写应以本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 

1. 应反映时代特征与专业特色，适应不同教学模式的需求。 

2. 应反映新标准、新知识、新技术，融入国家相关职业资格标准中的

有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