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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202 学年第 学期

第 次课

课程名称 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 课程类别 专业平台课

授课班级 机械专业 2020 级学生

教学内容
模块五 技术测量的常用工具与实训

5.1 游标卡尺的使用

学时

安排
2学时（90 分钟）

学情分析

已有知识

储备

1.已具有一定识图能力，初步掌握了尺寸公差知识。

2.学会用直尺等普通量具。

思想现状

1.具有爱国主义情怀，遵纪守法，有学习知识技能的愿望和动力；

2.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不深入不具体；

3.了解工匠精神，但对工匠精神的内涵理解不够深入和系统。

4.践行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意识不强。

5.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欠缺。

认知情况
1.学生大多来源于偏远山区，对外部世界认知欠缺。

2.对测量工具接触较少，对工具的规范使用相对比较陌生。

教学重点

及难点

重点：卡尺使用方法和读数方法。

难点：游标卡尺的刻线原理。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游标卡尺的历史起源、分类、结构及功能，理解游标卡尺的刻线

原理；

2.掌握游标卡尺读数方法和使用方法。

能力目标

1.能够快速、准确、有效地用游标卡尺测量零件长度、内外径、深度等

尺寸。

2.能判断尺寸的合格性。

思政目标

1.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自信、马克思哲学观点等；

2.培养学生讲规矩、讲原则，做任何事应该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

3.培养学生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追求

极致的工匠精神。

4.培养公平、公正意识，要诚实守信、爱岗敬业。

5.结合实践环节，融入劳动教育、树立家国情怀。



教学思想

1.认识职业教育是什么类型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结合为谁

培养人，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教学要求，在进行知识传授，技能传

承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爱国敬业，热爱劳动的道德情操，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社会主义接班人。

2.课堂要求，让学生明白国家是小家的寄托，更是个人的寄托；国家是物

质利益的寄托，更是精神家园的寄托。引导学生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

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

3.课堂要求，引导学生凡事从诚信做起。比如：课堂考勤、不抄袭、不弄

虚作假等，诚信是一个人的根本；

4.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学生在同学之间相处需要遵

循平等的思想，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尊重，团结协作。

5.实训课的特点，以工匠精神为主线，引导同学踏实肯干、精益求精、吃

苦耐劳。

思政元素融

入方法及思

政载体的选

择

1.思政载体 1：游标卡尺的起源（追述专业的历史）

采用案例教学方法，追溯游标卡尺的发展历史，早在一千九百多年前汉时

期的王莽就发明了游标卡尺，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大力宣传中国上下五千

年的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展示当年的铜卡尺图片）同时，分析王

莽这个人，在历史上是有争议，所以我们要辩证的看待问题，要具备辩证

思维能力。

2.思政载体 2：游标卡尺操作规范

采用案例教学法，结合讲解游标卡尺的操作规范，告诫学生做人做事要讲

原则、守规矩，要在法律框架下做人做事，树立法治意识。

3.思政载体 3：高端装备关键工件质量检测

项目教学法，要保证测量精度，必须树立精益求精的质量意识。

4.思政载体 4：零件精度合格性判定

案例教学法，在判断产品的合格性时，要有公平、公正的意识，要诚实守

信、爱岗敬业。

5.思政载体 5：场地规整及项目案例选择

情境式教学方法，进行劳动教育，树立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时代风尚；

树立家国情怀。



教学过程与

工具

教学流程：

1.提出任务

2.量具的选用

3.量具的正确使用

4.量具的实操及数据记录

5.合格性判定及原因分析教学过程流程如下：

教学工具：游标卡尺、零件实物、多媒体

课程资源

1.教材：《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第三版）沈学勤 范梅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

2.课件：教案、PPT、微课、视频

3.课程思政典型案例库

教学安排

环节一 课前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方法
思想政治教

育的融合点

思政元素的融

合方法及思政

载体的选择

项目导学

环节二 课中（90 min）

合作研学（5-
10 分钟）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清晰 □模糊 □一般 混淆

能力目标 □掌握 □熟悉 □了解

思政目标 □有 □无

授课

情况

概念清晰度 □清晰 □模糊 □一般 □混淆

情绪化 □是 □否 □偶尔

普通话 □是 □否

讲课语速 □快 □慢 □适当 □听不清

课堂节奏 □快 □慢 □适当 □无

课堂氛围 □激情 □饱满 □互动 □压抑

授课方式 □接受 □抵触 □死板 □改进 □灵活

板书或 PPT □工整 □潦草 □太少 □字迹模糊

课堂纪律 □干预 □强调 □自然 □良好 □差

学习

情况

概念 □难懂 □理解 □易忘 □抽象 □简单 □太多

学习方法 □听讲 □自学 □实验 □工厂 □讨论 □笔记

学习兴趣 □浓厚 □一般 □淡薄 □厌倦 □无

学习态度 □端正 □一般 □被迫 □主动

学习氛围 □愉快 □轻松 □互动 □压抑

课堂纪律 □良好 □一般 □差 □早退 □迟到 □旷课

课前课后 □预习 □复习 □无 □没时间

实践环节 □太少 □太多 □无 □不会 □简单

课后

作业
□太少 □太多 □无

建议

注：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在相应的方框中画“√”或“×”。

个人自评表

班级 组名 日期 年 月 日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数 分数评定

信息检索

力�é �Ö  Q-(  Q �V快内力 学识 Q �•�•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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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活

索 标课 论标厂习画 方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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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态度

沟通能力

积极主动与教师、同学交流，相互尊重、理解、

平等；与教师、同学之间是否能够保持多向、丰

富、适宜的信息交流

10分

能处理好合作学习和独立思考的关系，做到有效

学习；能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或能发表个人见解
10分

知识、能力获

得

1.能阅读零件图样，正确确定需要检测的要素及

选择检测器具
10分

2.能正确制定每一个检测要素的检测方案 10分
3.能按照检测方案，对零件进行检测，并记录检

测数据
10分

4.能分析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措

施
10分

思维态度
是否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创新问题
10分

自评反馈

按时按质任务；较好地掌握了知识点；具有较强

的信息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具有较为全面严谨

的思维能力并能条理清楚明晰表达成文

10分

自评分数

有益的经验

和做法

总结反馈建议

小组内互评验收表
验收组长 组名 日期 年 月 日

组内验收成员

任务要求

能阅读零件图样，正确确定需要检测的要素及选择检测器具；能正确制定每

一个检测要素的检测方案；能按照检测方案，对零件进行检测，并记录检测

数据；能分析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验收文档清单

被验收者 8117-1 工作任务单

被验收者 8118-1 工作任务单

被验收者 8119-1 工作任务单

被验收者 81110-1 工作任务单

文献检索清单

验收评分

评分标准 分数 得分

能阅读零件图样，正确确定需要检测的要素

及选择检测器具，错误一处扣 5分
20分

能正确制定每一个检测要素的检测方案，错

误一处扣 5分
20分

能按照检测方案，对零件进行检测，并记录

检测数据，错一处扣 2分
20分

能分析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

措施，错一处扣 2分
20分

提供文献检索清单，少于 5项，缺一项扣 4
分

20分



评价分数

不足之处

小组间互评表

班级 评价小组 日期 年 月 日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数 分数评定

汇报

表述

表述准确 15分
语言流畅 10分
准确反应该组完成情况 15分

内容

正确度

内容正确 30分
阐述表达到位 30分

互评分数

简要评述

任务完成情况评价表

任务名称 综合零件检测 总得分

评价依据 学生完成的 8111-1、2工作任务单

序号 任务内容及要求 配分 评分标准
教师评价

结论 得分

1

能阅读零件
图样，正确
确定需要检



5

至少包含 5
份文献的检
索文献的目
录清单

（1）数量 5分
每少一个扣
2分

（2）参考的主要
内容要点

5分 酌情赋分

6 素质素养评
价

（1）沟通交流能
力

10分

酌情赋分，
但违反课堂
纪律，不听
从组长、教
师安排，不
得分

（2）团队合作

（3）课堂纪律

（4）合作研学

（5）自主探学

（6）培养精益求
精、专心细致的
工作作风

（7）培养诚实守
信的意识

（8）培养讲原
则、守规矩的意
识

（9）培养热爱劳
动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