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物辩证法有三个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

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1]。在现实生

活中，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辩证思维是指以变化发展

的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它的实质就是按照唯

物辩证法的原则在联系和发展中把握认识对象，在

对立统一中认识事物。目前的机械制图课程过度

强调空间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但往往忽视

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

1 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揭示机械制图的教学方
向

联系的观点揭示了物质间关系的普遍性和多

样性。发展的观点阐明，新事物都是由低级向高

级，由简单向复杂变化发展[2]。中国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不易乐乎？”温故即是联系，

知新即是发展。

1.1 在联系的过程中寻求发展

在机械制图的课程体系中，组合体的读图是

画法几何学的精髓。读组合体三视图时，要求几

个视图联系起来看，不能孤立地盯住某个视图不

放，只有三个视图相互关联，才能反映组合体的

实质特征。然而联系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一种途径，而不是最终结果，联系的目的是在此

基础上寻求更利于人们接受的方案和途径，也就

是发展。由三视图的表达可以充分了解形体结

构，但形体结构的表达却不仅局限于三视图。可

以采用视图、剖视图和断面图，进而用最优的表

达方案表达形体的内、外结构特征，即坚持发展

的观点。

1.2 基于联系的对比式教学法

认识不是来源于某一主体之外的客体，也不是

来源于客体之外的某一主体，它来源于主体和客体

间不能分离的相互作用，来源于机体和环境之间的

相互作用。

在教学活动中尽量把相近概念、相似形体有机

地联系起来，有意识地进行对比，寻求差异，强化对

比的结果，将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

比如：组合体组合方式中相邻表面的位置关系，一

般教材都归纳为四种，而这并不利于学生掌握和区

分。表1采用联系对比的方式把它分为两种，形象

鲜明的对比，强化了近似主体的表达差异。

表1 联系对比式教学实例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讲授装配图的画法时，

规定画法要求接触面和配合面要画一条分界线，有

些学生茫然，不禁发问：不是共面时不画分界线

吗？原因很简单，学生对组合体与装配体的概念产

生混淆，这时需要教师明确的指出二者的不同，即

在联系中对比。

1.3 在联系和发展中不断创新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知识产于不断的建

构，在每一个理解活动中都包含有某种程度的发

明，在发展中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其特

征总在于形成一些在外部世界或主体内心中原先

并不存在的新结构[3]。联系是为了进步，取得创

新。比如作装配图的拼画练习时选用螺纹传动千

斤顶，也需要将其拓展到液压与气压式，在联系和

发展中创新，才会把知识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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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立统一规律解决机械制图中的概念划分
问题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揭示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事物内部

矛盾推动事物发展。

2.1 个性中的共性，对立中的统一

目前的机械制图教材中都是把基本立体划分

为平面立体和曲面立体，即完全由平面围成的立体

为平面立体，至少有一个曲面围成的立体为曲面立

体，显然从这种意义出发，二者是对立的。但是平

面立体中的棱柱和曲面立体中的圆柱同属柱体，在

立体表面取点时，都是利用面的投影的积聚性原理

来求解，在解题原理和思路上是统一的，如图1中的

a、b。棱锥与圆锥分属平面立体和曲面立体，二者是

对立的，但其求解的方法都采用过已知点作辅助线

的方法，圆锥的素线法与棱锥表面过锥顶和已知点

连线作辅助线如出一辙，如图2中的a、b。圆锥的纬

圆法与棱锥表面过已知点作底边平行线作为辅助

线的方法，其原理也完全相同，因此二者是统一的，

如图3中的a、b。个性是对立，共性是统一，如图4。

通过把共性的统一的知识点进行总结可以使复杂

的问题简单化，复杂的原理通用化，有利于学生理

解和接受。

2.2 概念的辩证，对立与统一

机器零件表面上常见的交线有两种：一种是平

面截切立体，在切割体表面上形成的截交线，另一

种是立体与立体相交，在相贯体表面上产生的相贯

线[4]。根据定义，图5应为相贯体，交线应为相贯线，

图6应为切割体，交线应为截交线，从这一点来看，

切割体与相贯体、截交线与相贯线是截然不同的，

是对立的。但是当教材中遇到如图7所示的形体

时，则把其定义为相贯体，其交线为相贯线。对照

图6和图7，图7是实体圆柱挖掉一个圆柱，是相贯

体，那么图6可以理解为实体圆柱挖掉一个棱柱，为

什么不能将图6定义为相贯体，而交线就是实体圆

柱与虚体长方体的相贯线呢？所以，切割体与相贯

体也是统一的，截交线与相贯线也不是绝对不能融

合的。当遇到图6所示的形体时，可以认为是圆柱

被四个平面截切后形成的切割体，也可以认为是实

体圆柱与虚体的长方体相贯形成的“挖”形式的相

贯体，既对立又统一。

3 量变质变规律在画法几何学中的运用
事物的变化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量

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图8两个圆柱的位置相同，大小不同所反映的

相贯线的差异，即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教师在教授两个圆柱轴线正交时产生的相贯

线形状时，可以采用多媒体动画演示，当一个圆柱

大小不变，通过改变另一个圆柱的大小，使学生动

态的观察相贯线的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相贯线

的投影始终是类似于弯向大圆柱的轴线，但是当两

个圆柱同样大小时，相贯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其投影变成了相交直线，即量变的最终结果产生了

质变。

4 正确利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改变传统教学
方法

恩格斯认为“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全过程

的核心。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事物自身所包含的否

a 棱柱 b 圆柱

a 棱锥 b 圆锥
图2 锥体表面素线法取点

图1 柱体表面积聚法取点

a 棱锥 b 圆锥
图3 锥体表面平行线法取点

个性 共性 个性

图4 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图5 图6 图7

图8 两圆柱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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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素（方面、趋势）所引起的由肯定到否定再到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事物发展的道路与途

径。

图9中a为组合体的主、俯视图，b为我们给定

的全剖视图，即肯定。首先，提出问题：这种表达方

法错了吗？学生对教师抛出的问题积极思考，依据

全剖视图的概念，假想用剖切平面剖开机件，用剖

切面完全地剖开机件所得的剖视图称为全剖视

图。画剖视图时要求剖切面与实体接触的部分要

画出剖面符号，显然b的表达是错误的，即否定。其

正确画法如图c所示。然后教师应提醒学生在该机

件中有一个特殊的结构—肋板，肋板是机件上的常

见结构，其作用是使机件既节省材料、减轻重量，又

具有足够强度。关于肋板结构的剖视图画法，在

GB 4458.1—84《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中指出：“对

于机件的肋、轮辐及薄壁等，如按纵向剖切，这些结

构都不画剖面符号，而用粗实线与其邻接部分分

开”。按照这一规定，图中两个对称的肋板均为纵

向剖切，画剖面符号是错误的，即否定之否定。从

而肯定图b的表达是正确的。

在教学活动中采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讲授课

程，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认真思考，对问题的

结论印象更加深刻。事物发展由起点经过中介再

返回到起点的运动，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正”与

“反”的关系不再是此物与他物的关系，而成为自我

联系，自我相关，自身同一。

5 辩证法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5.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揭示实践教学环节在

机械制图课程中的重要地位

辩证法认识论认为人们的意识或思维能够认

识客观的现实世界，意识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能动的

认识世界，还表现在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是认识

的来源、动力、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是认识的目

的和归宿。

在“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5]的职业教

育目标下，笔者在机械制图课程中增加了实践教学

环节，如拼装试验、拆卸试验、能动自主创新设计和

变异设计，教会学生在机械制图课程中辩证地认识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能

力。变异设计，即指导学生仔细观察身边的事物，

依据所学的基本体、切割体、相贯体和组合体，标准

件、常用件、一般零件来设计，由于机械制图课程为

大一的学生开设，缺少设计知识和工艺知识，因此

所提的设计要求与机械设计和工业设计不同，只要

满足实用性和美观性即可，有利于学生后续专业课

的学习，为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熟悉机件的表达方案，常用机器零件的表达和

应用，使机械制图与专业课程有机的联系和结合，

开拓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学生审美能力，提升学生

学习的兴趣。

5.2 转变教学主题、改变教学方法，以课堂辩论为手

段

传统工程图学教育以教师讲授为主，学时少，

内容多，学生被动接受[6],造成教师讲得枯燥，学生学

得没有兴趣，课后教师要批改大量的作业，而学生

往往对批改情况无暇顾及，致使“教”与“学”严重脱

节。

辩论，是彼此用一定的事实理由来阐述自己对

事物或问题的见解，揭露对方思维的矛盾，以便达

成共识的一种思维方式[7]。在辩论中可以掌握辩证

思维方法，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学会一分为二地看

待问题。在课堂上，对学生分组，要求学生对同一

题目给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各组之间进行辩论，从

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生对学习的自我调

节和控制能力，改善学习现状和学习方法，培养学

生的主体精神，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8]。比如

在机件的表达方案的选择上，由不同组分别给出

表达思路，教师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其中，从主

视图的选择、主视图的表达方案、其他视图的表

达方案等几个方面，指导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两组之间相互辩论，从而得出公认的最优的

表达方案。

5.3 综合应用辩证法，研制“一型多用”教具模型

一个模型，一种用途，只表达一个知识点，不符

合辩证法的观点，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中，笔者研制

出一系列的“一型多用”教具模型，其特点在于：①

一个模型反映多个知识点；②重复利用，节省教学

资源；③符合辩证法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使学生掌

握基础知识更加扎实，最大的收益之处在于温故而

知新。

在实践教学环节中，笔者已经把辩证法思想应

用到机械制图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的

优良率提高了30%~40%。

a b c
图9 肋板的全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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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Dialectics in the Teaching of Mechanical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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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law of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provides the direction for the building and innovation in

the mechanical drawing. It makes the complex issues simple, boring teaching interesting. And it makes the drawing

have thought. So it enhances the students' abilities in dialectic thinking. It is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s for the students. It enhances the students’innovation abilities, the design capabilities and the

awareness of the project in practic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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