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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出发，分析了唯物辩证思想指导《机械原理》课程学习的必

要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课程内容与教学实践，探讨了唯物辩证思想在《机械原理》课程学习中指导

作用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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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basic laws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o guide the study of Principles of Machinery.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eaching practice on this basis, it discusses the specific embodiment of the guiding rol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the study of Principles of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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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原理》是一门介绍各类机械

产品中常用机构设计基本知识、基本理

论和基本方法的重要技术基础课程。《机

械原理》以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的学生

为对象，以机构系统运动方案设计为主

线，面向产品设计，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

融合，注重相关课程教学内容的边界再设

计，通过启发创新思维，培养学生主动实

践的工程设计能力。《机械原理》课程通

常在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是相关专

业学生接触的第一门专业性较强的机械

专业课程。课程涉及设计方案对比、参数

选择计算、产品性能评估与优化等众多内

容，对初次接触本课程的学生而言具有一

定难度。因此，合理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

课程学习则十分必要，能够帮助学生在繁

多复杂的因素分析中掌握机构运行的普

遍基本规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唯物辩证思想指导《机械原

理》课程学习的必要性 

恩格斯总结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

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

万事万物都包含矛盾，并且矛盾双方的

斗争与统一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与

发展；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的发展

变化存在量变和质变两种基本形式，两

者循环往复构成了事物的无限发展；否

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的发展不是直

线式前进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是前进性

与曲折性的统一。同时，唯物辩证法还

包括诸多范畴，例如本质与现象、内容

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

可能性与现实性等等。这些范畴都是客

观事物自身的本质关系的反映，它们从

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联系，人

们借助这些范畴能正确地把握客观世

界的本质联系。在机械专业课程授课过

程中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在传授专业

知识过程中有机融入核心价值观十分

必要。 

2 唯物辩证思想指导《机械原

理》课程学习的案例 

2.1对立统一规律对课程学习的指导 

在《机械原理》课程中，对于机构

的某一功能需求，可能存在若干不同方

案和机械结构的取舍问题。无论哪一种

方案和结构，必然存在着其优势和劣势

两方面，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必然体现。

不存在某一个方案和结构相较于其他选

择全部是优势而不存在劣势，如果存在

这样的方案和结构，那么也就不存在所

谓的方案选择、结构取舍问题。例如，在

学习直齿轮传动特点的时候，会发现直

齿轮传动存在突然“啮入”、“啮出”带

来的振动冲击问题。于是引出了能够渐

进“啮入”、“啮出”的斜齿轮传动。然

而，斜齿轮的“斜”带来了附加的轴向

力，增加了轴承的轴向承载。进而，引

出了能够将轴向力抵消的人字齿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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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字齿传动较直齿轮传动更加平稳、较

斜齿轮传动则具有更小的轴向力，可谓

是集合了直齿轮传动和斜齿轮传动的优

势。然而，人字齿传动的劣势则往往容

易被忽视。对立统一规律提醒我们，人

字齿传动必然存在着劣势，否则所有的

齿轮传动都应该选择人字齿传动，直齿

轮和斜齿轮传动压根不应该出现在方案

对比的选项中，如图1所示。 

 

图1  直齿轮、斜齿轮与人字齿的演变 

2.2质量互变规律对课程学习的

指导 

在《机械原理》课程中会遇到一系

列看似区别显著、但又具有紧密内在联

系的机构，合理运用质量互变规律，指

导学习不同机构间的内在联系，能够有

助于在本质上掌握机构的内在机理和运

行规律，从而在需要创新设计的时候能

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拘泥于现有的

机械结构。例如，在学习图解法设计四

杆机构中，教材中会分别介绍曲柄摇杆

机构与曲柄滑块机构的图解法设计的作

图步骤。两套作图流程看似相近，又区

别显著。然而，通过质量互变规律可知，

曲柄滑块机构是曲柄摇杆机构的摇杆回

转半径无穷大时的一个特例，掌握了这

样一个内在本质联系后就不难发现，曲

柄摇杆机构和曲柄滑块机构的图解法设

计作图流程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如

图2所示。 

在（a）曲柄摇杆机构中，计算出极

位夹角θ，根据摇杆长度及摆角作出摇

杆的两极位C1D及C2D；作C2M⊥C1 C2，作

∠C2 CN=90°-θ，C2M与C1N交于P；作△

PC1 C2的外接圆；曲柄轴心Ａ应选在此圆

弧上。当Ａ点确定后，曲柄和连杆的长

度也就随之确定。 

在（b）曲柄滑块机构中，先计算极

位夹角θ，作C1C2=H（行程），作∠OC2C1=

∠OC1C2＝90°-θ，以交点O点圆心，过

C1、C2作圆。则曲柄的轴心A在圆弧C1AC2

上。再作一直线与C1C2平行，其间的距离

等于偏距e，则此直线与上述圆的交点即

为曲柄轴心A的位置。当A点确定后，曲

柄和连杆的长度也就随之确定。 

 

（a）曲柄摇杆机构 

 

（b）曲柄滑块机构 

图2  曲柄摇杆机构与曲柄滑块机构的

图解法 

又比如，在学习齿轮传动分类时，会

发现齿轮传动可以分为外啮合、内啮合

和齿轮齿条啮合。外啮合传动的两齿轮

转向相反，内啮合的两齿轮转向相同，而

齿轮齿条传动的齿条沿直线运动。在质

量互变规律的指导下不难发现，齿轮齿

条传动是外啮合传动中一个齿轮半径无

穷大的特殊情况，而当齿条反向弯曲时

就演变成了内啮合传动。由此可见，齿

轮齿条传动是外啮合传动和内啮合传动

的“分界线”，因而齿条与齿轮的转动方

向既不是同向也不是反向，也可以理解

为既同向又反向，如图3所示。 

 

图3  外啮合、齿轮齿条、内啮合之间的

关系 

 

图 4  机械设计基本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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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否定之否定规律对课程学习的

指导 

各类机械产品中常用机构的设计是

《机械原理》课程中的重点之一。一个

完整的设计流程不是一蹴而就、直线发

展的，往往呈现出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

上升的总趋势。否定之否定规律指导我

们，在设计过程中遇到否定的结果时，应

当坚持辩证的否定观，采取科学的分析

态度，要同时看到结果的肯定方面和否

定方面，在肯定中看到否定，在否定中

看到肯定，不能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例

如，在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学习中，会

发现设计流程中存在着诸多反复之处。当

某一参数无法准确计算时，往往需要根

据经验预估一个初始值，在此基础上向

前推进设计流程。在参数预估值基础上

确定的其他设计参数是否合理，需要在

后续的设计过程中反复验证。如果出现

不能满足各项设计要求的情况时（如图 

4所示的“否”），需要返回至参数预估环

节，根据前次设计过程重新进行参数估

计。如此反复，直到设计的机械结构能

够满足所有需求为止。 

3 结语 

唯物辩证思想在指导《机械原理》

课程的学习中，能够起到显著地透过现

象直击本质的作用。教师应当在教学过

程中，不断探索和挖掘课程中体现着唯

物辩证思想的元素，将唯物辩证观始终

贯穿于课程的讲授中、高屋建瓴，为国

家培养有思想高度的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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