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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走进技术世界

一、 技术的价值

1、技术对人类的价值：  a 
技术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愿望对大自然进行的改造。它具有 保护人 、解放人 和发展人 的作用

［保护人］ （例：原始人随身拾磨制好的石器，现代人对疟疾、天花、肺结核等疾病不再恐慌）

［解放人］ （例：体力解放：自行车、内燃动力、电力，手机——信息传递）

［发展人］ （例：爱迪生、袁隆平）

2、技术对生活、生产、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a 

技术促进社会的发展。技术丰富社会文化内容。技术改变社会生活方式。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

要动力之一 。具体为：

⑴ 技术是社会财富积累的一种形式，对社会生产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

⑵ 随着技术的发展， 劳动力结构也发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第二产业从业者数量减少， 第三产业从业者数量大幅

度增加。如因为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劳作方式的变革使农业从业人口减少。

⑶ 技术不仅为生产提供了先进的手段和工具， 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而且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生活， 使人

们衣、食、住、行、交往、娱乐、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

⑷ 技术进步不仅带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活动的变化，而且渗透到军事、政治、文化各领域。

3、技术对自然的价值： c 
（1）依靠技术，人类得以利用自然和改造，并与自然保持和谐共处的友好关系。 （例：都江堰）

（ 2）人类利用技术开发、改造自然时，应把握合理的尺度，要注意对自然的保护，不能忽视技术或产品对环境

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3）技术的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了问题，但也给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 （例：物料的再循环工艺）

二、技术的性质

1． 技术的发展与发明和革新关系： b 

技术的基本特性：目的性、创新性、综合性、两面性、专利性。

创新是技术发展的核心。每一项技术的问世都是创新的结果。

技术的发展需要创新，技术创新表现为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程。 （例：瓦

特蒸汽机与第一次技术革命。显示器的革新和电视机的创新，阴极射线管 (CRT) ）

2．技术的两面性： a 
任何事物客观上都有两面性，技术也不例外。它既可以给人们带来福音，也可能给人们带来危害。 （例： 电

池可以带来光明和动力，也可以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 网络技术 方便人们交流沟通，但也有人利用网络犯罪。 B 超技术 可以用

于医疗，但也有人进行胎儿鉴别 ）

3．技术与科学的区别与联系： b 

技术与科学的区别与联系

科学是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

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

技术则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和

愿望对大自然进行的改造

科学侧重认识自然，力求有所发现 技术侧重利用和合理地改造自然，力求有所发明

科学回答“是什么” “为什么”的问题 技术则更多地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科学通过实验验证假设，形成结论 技术则通过试验，验证方案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并实现优化

科学促进了技术的发展，技术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4．知识产权在技术领域的重要作用： a 
知识产权 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活动的标记、 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 狭义的知识产权包

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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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在产权保护制度下对技术活动的重要性 知识产权制度允许专利所有权人对专利技术具有一定的性， 使其专利

技术和产品在一定时间内独占市场， 从而得到丰厚的回报， 保持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使技术创新活动趋向良性循

环

专利的特性 :独占性、时间性、地域性
专利申请步骤： 提交申请阶段→受理阶段→初审阶段→公布阶段→实审阶段→授权阶段

三、技术的未来

技术的发展趋势，对技术的情感和理性态度： b 
对“技术的未来”的追思和憧憬，既不需要技术迷惘中的旷世悲怆，也不需要技术崇拜中盲目乐观。理性地

看待技术，应以负责、更有远见、更有具道德的方式使用技术。技术的未来既充满希望，也隐含威胁，理性地看

待技术的未来，才不至于迷失在技术的世界里。

第二单元 技术世界中的设计

一、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1．设计的内涵： b 
设计是基于一定设想的、有目的的规划及创造活动。 （例：书写工具的发展、电动剃须刀的发展。）

2．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b 
①设计是技术成果转化的桥梁和纽带。 （例：白色污染和可降解餐具）

②设计促进技术的革新。 （例：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历程）

二、设计中的人机关系

1．人机关系的含义： b 
当我们使用物品时， 物品就与人产生了一种相互关系。 这种相互的关系就称为 人机关系 。当人们身处某一环

境的时候，这时的人机关系就体现为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机”是指计算机、机器、工具、仪器、仪表、设备、设施、家具、交通车辆以及劳动保护用具等等。在人

机关系中，往往存在复杂的多方面关系。不一定要有接触。 （例：开门、乘电梯）

2．人机关系在设计中要实现的目标： a 
①高效 例：“科学管理之父”泰勒“铁锹作业试验”。

②健康 例：高跟靴、设计不合理的椅子

③舒适 例：培土小工具手把处理

④安全 如：安全帽、安全带、课桌角等

3．在设计中如何合理运用人机关系： a 
如何实现合理的人机关系，首先应明确设计涉及哪些人机关系，其次要考虑这些人机关系涉及哪些因素和技

术指标，此外还就注意处理以下方面的关系：

① 考虑到普通人群和特殊人群 （例：要考虑到残疾人的需求、考虑不同人种的身体差异）

② 考虑静态的人与动态的人的关系

③ 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

例：办公空间一般应以冷色调为主，空间处理要简洁明快，以求产生严谨、高效的工作氛围。

④信息的交互 （例：电话机的无液晶屏显示、有液晶屏显示、可以视屏通话。案例：汽车的颜色）

三、技术试验及其方法

1．技术试验的重要性： b 
我们通常将技术活动中为了某种目的所进行的尝试、检验、优化等探索性实践活动称为 技术实验。 （例：技

术试验卫星）

重要性： 技术试验是技术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技术试验不仅是对技术成功与否的验证，更是发现问题、

探究规律、 优化技术的关键； 技术试验是技术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对技术应用的实现起到了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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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作用；技术试验可以使设计得以改进和完善，将设计的风险和失误降到最低。 （例：阿什塔比拉河桥的垮塌、青

霉素皮试试验）

2．技术试验的常用方法： a 
①优选试验法 ：例：不同品种水稻的对比试验等。

②模拟试验法 ：例：汽车碰撞试验；大坝水利试验等 。

③虚拟试验法 ：例：计算机虚拟火星探测器模拟登陆动画等。

④强化试验法 ：例：砖块等施工材料的抗压试验、耐火试验

⑤移植试验法 ：如：橘子从长江以南移植到长江以北的种植试验。许多生物领域的试验。

3．简单的技术试验： c 
技术试验的实施与报告的写作

技术试验的实施步骤：制定试验计划、抽取样本、进行试验、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技术试验试验报告：试验项目、试验目的、试验准备、试验步骤、试验记录、试验总结

技术试验在设计中的作用

通过试验可以发现问题、深化认识、推动技术设计的发展。特别是在设计的后期，对设计进行综合性的整体

试验，可以为设计的评价提供准确、客观的数据。

第三章 设计过程、原则及评价

一、设计的一般过程

1．设计的一般过程：  a 

发现与明确问题，制定设计方案，制作模型或原型，测试、评估及优化，产品的使用和维护

2．设计过程的设计要求和设计方案： a 

发现和明确问题： 设计是技术发展的关键，从本质上说，设计是一个问题求解的过程。

制定方案的步骤

3．方案设计中创新的意义： b 
创新就是通过引入新概念、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等，或对已有的产品的革新来创造具有相当社会价值的

事物或形式。创新是设计的核心。可以从原理、结构、技术、材料、工艺等方面进行考虑改进和突破，以实现创

新的目标。 要实现产品设计的创新， 除了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智慧外， 还应注意利用最新的技术成果和现代的

设计理论和方法。

二、设计的一般原则

1．设计的一般原则： b 
①创新原则 ②实用原则 ③经济原则 ④美观原则

⑤道德原则 ⑥技术规范原则 ⑦可持续发展原则

2．设计一般原则的相互关系： b 
各种原则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往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具有一

定的开放性。

三、设计的评价

1．设计过程中的评价： b 
设计的评价 是指依据一定的原则， 采取一定方法和手段， 对设计所涉及的过程及结果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认定

的活动。

收集信息 设计分析 方案 构思 方案呈现 方案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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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设计过程的评价是树立质量管理意识、加强质量管理、实现设计目标的关键。

设计过程的评价内容 ：设计过程是否完备，过程是否全心投入，计划是否科学严密，组织是否协调；分工是否

合理；采用的方法是否正确，工作是否具有创新性；各环节或阶段的任务是否完成；形成的中间成果（方案）是

否符合要求； 全过程是否有质量控制和相应的监督、 改进措施；是否注意把握各个环节或阶段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是否要注意把握设计过程中各个环节或阶段之间的衔接和协调；设计资源运用是否合理；等。

2．对产品多方面的评价： b 
最终产品 是设计过程的结晶，是设计质量、设计水平的集中体现。

对最终产品评价的依据 ：一是参照设计的一般原则，二是事先制定的设计要求进行评价。在实际评价中，这两

个方面也可以结合起来。

日常用品评价：功能、形态、效率、创新性、安全性、易操作性、性能价格比、美学因素、对社会、环境、

资源的影响以及市场应用前景等

3．评价报告： c 

第四章 发现与明确问题

一、发现问题

1．发现问题的重要性： a 
从技术角度看，人类进步与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进行设计，从而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

是如何产生的？

第一种：人类生存活动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来源于生活

第二种：由别人给出问题，设计者必须针对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来源于需要

第三种：基于一定的目的由设计者自己主动发现，并试图解决。来源于你的主动积极发现

发现问题的重要性 ：第一、第二种问题的提出往往比较明确，主要是针对一般的和已有的问题提出的，而第

三种问题却是全新的，它需要我们积极主动的思考，需要我们细致入微的工作，需要我们独具慧眼的发现。这类

问题的发展， 一方面可以挑战和拓展我们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推进技术的发展和

创新。

2．发现问题的一般方法： c 

A. 观察日常生活 （包括有意识观察和无意注意）

B. 收集和分析信息 （文献法，问卷调查法，询问法）

C. 技术研究与技术试验

3．设计产品相关信息的收集与处理： c 

我们通过对信息的收集、检索和分析，往往可以发现有些有价值的问题；通过问卷调查、询问访谈等方式进

行信息的收集，也会有惊人的发现。我们把对已有文献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的方法称为文献法；把问卷的方式进

行实际调查，获取信息、发现问题的方法称为问卷调查法；把以询问的方式收集和获取信息、发现问题的方法称

为询问法。其中，询问法包括直接询问法、间接询问法、集体询问法、家庭走访询问法、个别询问法。

4．技术研究与技术试验的重要性： a 
技术研究、技术试验是重要的技术活动，也是发现问题的途径与方法。通过技术研究、 技术试验，我们有可

能从对已有技术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与之相联系的问题， 从已有的研究结论中发现新的问题， 也有可能在技术研究、

技术试验的过程中获得灵感、体悟，进而发现新的问题 。

二、明确问题

1．明确问题的重要性： a 

问题表述本身是否明确、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否明确、提出问题的目的是否明确，等

2．判断问题价值的方法： c 
判断一个问题是否有价值，必须从以下问题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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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对象的特点和问题解决的标准

设计者的技术能力和条件

限

制

① 所提出的问题是否遵循了基本的科学原理。

② 迄今为止，能否确认该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

③ 在调查的范围内，该问题是否有普遍意义，在更广的范围内，该问题是否有意义？

④ 在多个问题同时发生时，该问题是否是主要问题？

⑤ 现有的技术条件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技术发展以后呢？

⑥ 解决该问题所需要的投入是多少？投入与产出的比是否理想？

3．设计要求、标准和限制： c 

4．制定一般的设计计划表： c 
制定周密的设计计划对确保设计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参照 P89能制定一般的设计计划

表

第五章 方案的构思及其方法

方案的构思方法

1．产品设计分析的三个要素： c 
产品设计的 三要素 ：物、人、环境

设计需要考虑的 主要因素 ： 功能、结构稳定、安全可靠、成本适当、易于制作等

2．设计方案的常用构思方法： c 
方案的构思 是指人们在一定的调查研究和设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思考将客观存在的各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

架构起来，形成一个完成的抽象物，并采用图、模型、语言、文字等方式呈现思维过程。

①草图法

②模仿法 （例：仿生技术）

③联想法

④奇特性构思法

3．设计方案的制定： c 
4．对产品设计分析，根据设计要求选择合适的材料和标准件： c 
标准件： 采购方便；直接使用，简化制作过程；相对便宜，从而降低产品成本；实现通用通换，易维护

经过精选、优化、统一给以标准代号的零件或部件。

5．对设计方案进行比较和权衡： c 

对方案进行评判和比较，要从设计的目的出发，针对一些相互制约的问题进行权衡和决策，选出较为满意的

方案或集中各方案的优点进行改进。 考虑的方面：实用、美观、创新、稳定性、安全性、环保性、加工难易程度、

经济成本，等

第六章 设计图样的绘制

一、设计表现图

1．技术语言的种类及其应用： a 
技术语言 是一种在技术活动中进行信息交流的特有的语言形式。 （常见的有：图样、图表、模型等）

按照专业类型来分：计算机程序语言、工程图学语言等；

依照人的感觉类型的不同来分：视觉语言、听觉语言和触觉语言等；

依据人的视觉形式的不同来分：有图形符号语言、文字符号语言等

[ 技术语言的特征 ]：言简意赅、通俗直观、
[ 口头语言 ] ：较多适用于面对面的、规范要求并不过于严格的场合，其特点是简洁、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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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图样 ] ：采用某种规范形式将设计用图样的形式表达出来。特点：易于把握技术特征，最具技术特征。呈现较
复杂产品的设计方案及对设计进行详细说明陈述时，比较合适。 （克 服了语言障碍，直接明了地进行表达与交流。 ）

[ 模型 ] ：具有感性、直观的特点，特点：容易吸引观众或读者的注意
[ 图表 ] ：交流方式相对比较正式，具有一定技术要求的交流，其特点：较为规范，可以反复查阅、核对。是表达
设计思想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图表包括：表格、草图、效果 图等。

[ 计算机演示、网页 ] ：使各组成部分具体情况、结构和运作方式一目了然，比较生动、形象等
[ 网络语言 ] ：帮助人们实现了远程的设计交流的需要。

2．简单的草图： c 
草图（ 方案草图或设计速写） ：它能迅速捕捉和记录设计者转瞬即逝的创作灵感，表达设计创意，是把设计

构思转化为现实图形的有效手段之一。可分为 构思草图 和设计草图 。

草图的绘制步骤，详细参看 P115 

3．简单的效果图： a 
在识图时要注意从整体上把握产品的形态、功能和特征，要注意从中了解产品外观上的实际比例关系和色彩

搭配及材质感，了解产品内部结构和色彩装饰效果。

4．基本几何体的正等轴测图的画法： a 
轴间角： 1200

，轴向变形系数： 1 
切割法要领： 1.先画轴线， 2.再画出整体的轴测图， 3.然后再切割， 4.可见轮廓线加粗 （P117）

二、常见的技术图样

1．一般技术图样所采用的投影方法： a 
正投影法 就是假设投影光线与投影平面垂直，在投影平面上求取 物体的投

影的方法。为了确定物体的结构形状，需要采用多面正投影

2．简单形体的三视图： c 
三视图 ：物体的正面投影， 即物体由前向后投影所得的图形， 通常 反映物体

的主要形状特征，称为 主视图 ；物体的水平投影，即物体由上向下投 影所得的

图形，称为 俯视图 ；物体的侧面投影，即物体由左向右投影所得的图 形，称为

左视图 。

三视图投影规律： 主视图反映物体的长和高，俯视图反映物体的长和宽，左视图反映物体的高和宽。长对正，

高平齐，宽相等。 （三视图的绘制步骤见 P122-123）
3． 一般的机械加工图： a 
尺寸 三要素 ：①尺寸界线 ②尺寸线 ③尺寸数字

以三视图的形式来表达机械加工方法的一种技术图样， 是完成产品机械加工的主要依据。 它通常由三视图及其尺

寸标注，必要的其他视图、标题栏和文字说明几部分组成 。标题栏通常包括：设计的名称、材料、图的比例、设

计者、设计单位、设计日期、审核等。 （A4图纸： 210×297）

读图：首先要了解它的组成部分，其次要了解各个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

第七章 模型或原型的制作

一、模型

1．模型及其功能： a 
模型是根据实物、设计图样或构思，按比例、生态或其他特征制成的与实物相似的一种物体。

模型在设计的过程中，具有以下 两个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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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使设计对象具体化。

②帮助分析设计的可能性 （设计复杂的产品，例：大东方号）

2．模型制作在产品设计的不同阶段的作用： a 
草模：产品造型设计的初期阶段， 可以采用立体模型将设计构思简单地表示出来， 供设计人员深入探讨时使用。

概念模型： 用于设计构思初步完成之后，在草模的基础上，用概括的手法表示产品的造型风格、布局安排，以

及产品与人、环境的关系等，从整体上表现产品造型的整体概念。

结构模型： 用于研究产品造型与结构的关系，清晰地表达产品的机构尺寸和连接方法，并用于进行结构强度试

验等。

功能模型： 主要用于研究产品的各种性能以及人机关系，同时也用于分析检查设计对象各部分组件尺寸与机体

的相互配合关系，并在一定条件下用于试验。

展示模型： 展示模型是在 结构模型和功能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真实材料，按照准确的尺寸，做成的与实际产

品几乎一致的模型 （样品）。

二、工艺

1．工艺的含义和常用工艺的种类： a 

工艺是利用工具和设备对原材料、半成品进行技术处理，使之成为产品的方法。

工艺的种类： 有加工工艺、装配工艺、检测工艺、 铸造工艺、表面处理工艺等。

工艺的作用： 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影响产品的功能、强度、外观

2．金工常用的工具和设备： a 
金工工艺： 包括划线、锯割、锉削、钻孔、连接和表面处理，等等。

[ 划线 ] ：就是在待加工的材料上用相应的工具划出加工部件的轮廓线或基准点或基准线。
一般步骤为：①划出基准②划尺寸线③划轮廓线④冲眼。工具一般有：划针、钢直尺、角尺、划规和样冲。

各类工具的操作要领详见 P144

[ 钻孔 ]：常用的钻头是麻花钻。钻孔的操作步骤：①划线定位 ②装夹工件③装夹钻头④钻孔。安全操作警示：

二要（操作时要集中注意力；要戴防护眼睛； ）二不（不准带手套操作；不能用手直接扶持小工件、薄工件，以

免造成伤害事故。 ）

[ 连接 ] ：通过固定连接和半固定连接的方法可以实现金属件之间的连接。详见 P148

[ 表面处理 ] ：为防止金属制品表面生锈腐蚀，提高产品的美观程度，通常需要对金属表面进行处理，觉的金属表

面处理方法有：表面刷光、喷涂油漆、镀层等。

[ 表面刷光工序 ]：准备（清除毛刺和铁屑） →粗处理 （用细锉锉平金属表面） →细处理 （用精细级金刚砂纸打磨）

[喷涂油漆 ]：一般先检验所选用的油漆对金属表面的适用性，然后涂防锈漆，再油漆喷涂。
镀层：可以在金属表面涂上一层塑料，也可以采用电镀的方面

3．金属材料的锯割、锉削 2种加工方法： c 

[ 锯割 ] ：操作要领： 1.站位和握锯姿势要正确， 2.推锯加压，回拉不加压， 3.锯程要长， 4.推拉要有节奏 （P145）

[ 锉削 ]：操作要领： 1.锉削时要注意身体和手臂动作的协调， 2.在推锉过程中，左手的施压要由大变小，右手的

施压要由小变大，使锉刀平衡而不上下摆动。

三、制作模型

1．加工工艺的的选择： c 
2．简单产品的模型或原型的制作： c 

模型制作的一般 步骤：

①选择合适的材料 ②准备适当的工具和加工设备。 ③按设计图样划线 ④对材料进行加工

⑤装配 ⑥进行表面处理 ⑦对产品进行评价 ⑧对设计方案进行修改，做成展示模型。

在模型或原型制作完成之后，根据审美的需要，一般要对产品的外观加以一定的润色，以使产品更美观，更

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

第一单元 结构与设计

一、常见结构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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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的概念： a 
结构是指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 。结构决定着事物存在的性质。

（结构的五种受力形式：拉力、压力、剪切力、弯曲力、扭转力）

2、结构的分类： b 
根据物体的结构形态，结构分为 、 、 三种基本类型。

实体结构 是指结构体本身是实心的结构。其受力特点是： 。

如实心墙、大坝等。

框架结构 是指结构体由细长的构件组成的结构。其受力特点是： 。如铁架塔、建筑用

脚手架，厂房的框架等。

壳体结构 是指层状的结构。其受力特点是： 。

如摩托车手的头盔、飞机的外壳、贝壳等。

（生活中很多物体的结构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基本结构类型组合而成，称为组合结构，如埃菲尔铁塔等。 ）

二、稳固结构的探析

1、结构的稳定性： b
结构的稳定性 是指结构在 的作用下维持其原有 的能力。

2、影响结构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b

① 、②结构与地面接触所形成的支撑面积的大小、③ 。

3、影响结构强度的主要因素： c
（结构的强度是指结构具有的抵抗被外力破坏的能力）

① 、② 、③

结构构件的连接通常有两类： 和 。

铰连接 ——被连接的构件在连接外不能相对移动，但可相对转动。 如：门与门框的连接

刚连接 ——被连接的构件在连接处既不能相对移动，也不能相对转动。 如：榫接、胶接、焊接

4、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b
结构决定着事物的性质，也直接影响事物的功能。

三、结构的设计

1、结构设计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a
符合使用者对设计对象的 稳定性 和 强度 要求， 安全 因素，公众和使用者的 审美需

注 ，使用者的 个性化需要 ，对设计对象的 成本 控制要求和一定的 使用寿命

等。

2、简单结构的设计： c
①设计项目——②设计要求——③设计分析——④设计方案——⑤呈现草图

（如：设计相框、雨伞架、垃圾桶、鞋柜、衣架、笔桶等）

四、结构的欣赏：

1、结构的实用性： b
优秀的结构设计不仅表现在结构的实用功能上，也表现在形式上，特别是功能与形式的统一上。

2、经典结构设计的欣赏与评价： c
—— 与 两个角度进行。

技术角度 ：使用功能、稳固耐用、造型设计的创意和表现力、材料合理性、工艺精湛程度等。

文化角度 ：文化寓意与传达，美学原则，反映时代、民族、习俗方面特征，个性特征等。

第二单元 流程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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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和生产中的流程

1、流程的含义： a
流程 是一项活动或一系列连续有规律的事项或行为进行的程序。包含环节与时序。

2、流程对生活工作、生产的意义： b
对生活工作： 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使我们生活变得有序、合理，为我们的安全提供保障。

（例：洗衣、煮饭与烧菜的流程安排、碘盐和味精佐料的加放流程、青霉素注射流程等）

对生产： 运用科学合理的流程可以有效地组织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质量、

保证安全生产、保护环境等。

（例：自动流水生产线的发明、农业庄稼的种植流程）

流程中工序的作业方式——串行和并行。

上一道工序完成之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串行。几项工作同时进行——并行。

3、时序与环节： a
⑴时序： 过程的经历中，各环节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先后出现、完成。这种时间顺序关系，称为时序。 （例：

买票→ 候车→检票→上车。 ）

⑵环节：活动或事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依据某种特征或方式，可将该过程分解为若干个小过程，称这些小过程

为环节。

4、常见的流程表达方式（流程图） ： a

流程图有 文字表达、表格表达、图示表达、模型表达、动画演示 等。

5、流程图的识读和分析： c 
识读流程图的要点： ⑴找流程的环节， 明确每个环节的功能和作用； ⑵弄清流程中时序的体现与特征； ⑶

流程是技术的核心概念之一。

不同的流程，产生的效益往往不同， “理解流程就是质量 ”、“流程就是效益 ”等。

二、流程的设计

1、流程设计应考虑的基本因素： c 
总体上：流程设计应该要 研究内在属性与规律 。

具体的：流程设计的基本因素主要有材料、工艺、设备、人员和资金、环境等。

材料： 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加工处理方法。

工艺： 不同产品的工艺要求各异，流程设计也不同。

设备： 生产设备的水平往往决定了流程的自动化水平。

人员和资金 ：不同的技术水平和必要的资金影响生产的过程、质量和周期。

环境：关注生产过程对环境的污染以及环境对生产的反作用。

2、流程设计的基本步骤： a——见右图
注：流程设计的基本要素是 环节 和时序 ；对于有严格时间 的时序，

要标注时间。

3、简单流程的表达： c 
画流程设计框图的一般方法：⑴根据对事物的内在属性和 规律的分

析，以及有关的考虑，将流程的全过程，按每个阶段的功能、 作用的不

同，分解为若干小过程 ——环节，并用方框表示环节。⑵按照 每个小过

程应该经历的时间顺序，将各环节依次排开，并用箭头线连接 起来。

例：小铁锤的锤头加工流程图：下料→划线→锯削→锉削→划螺孔中心线 → 钻 孔 →

攻丝→倒角→淬火→电镀。

小铁锤的锤柄加工流程图：下料→磨削圆头→板牙套丝→电镀。

三、流程的优化

1、流程的优化及目的： b 
在设计和实施流程的过程中，经常需要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这种对流程修改的过程，叫做 流程的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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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降低劳动强度、节约能耗、减少环境污染、保证安全生产等。

2、流程优化的内容： b
○1 工期优化： 例——书本 P55（制作台灯的工期优化）

○2 工艺优化： 例——书本 P55（法兰加工工艺优化）

○3 成本优化： 例——书本 P56（配送路线安排的成本优化）

○4 技术优化： 例——书本 P57（银行自动取款机的发明）

○5 质量优化： 例——书本 P58（洗衣流程的优化）

注：工期优化目的是为了缩短加工时间。主要手段是在不改变工艺的条件下，将某些环节的串行改为并行。

3、流程优化的条件： b
⑴内部条件：对流程内在机理的深入了解。

（例：对洗涤原理的了解，就会在流程中安排两次漂洗）

⑵外部条件：流程优化要建立在“设备” 、“材料”、“工艺”水平提高的基础上。

（例：只有在具备锻压设备时，才可能将法兰盘的加工改为少量切削加工）

⑶人员技术水平的提高。

4、流程优化过程所应考虑的主要问题： c
对一个流程的优化，可以是整体的全面优化，也可以是对某一个指标进行优化。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某一个指标得到了优化，而使另外的指标下降了。比如，技术优化，可能使成本提高。成本优化了，也可能使质

量下降。因此，在进行流程优化时，要综合平衡，以取得整体优化的成效。

第三单元 系统与设计

一、系统的结构

1、系统的含义： b
概念：系统是由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 相互以来和相互制约的若干要素或部分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构成系统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

（1）至少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部分） ；

（2）要素（部分）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按照一定方式形成一个整体；
（3）整体具有的功能是各个要素（部分）的功能中所没有的。
例：自行车的结构

2、系统的分类： a
（1）自然系统和人造系统。 例：生态系统属于自然系统；飞船、房舍等属于人造系统。

（2）实体系统和抽象系统。 例：计算机硬件属于实体系统；软件属于抽象系统。

3、系统的基本特性： b

(1)整体性 （全局、集合）：——侧重于“部分影响整体” 。是系统的最基本的特性，也是观察和分析系统最基本的

思想和方法。

○1系统是一个整体，它不是各个要素（部分）的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部分）在孤立状态下所

没有的。

○2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组成系统的各部分的功能之和。
例：巴尔扎克的塑像、 “木桶理论”、一招不慎全盘皆输、弃卒保车、 “阿波罗”登月飞船上的零件

(2)相关性 （匹配、关联）：——侧重于“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联”

构成系统的各元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是彼此相关的。

例：古代建筑的“梁柱结构” 、合金钢材料各种性能的相互影响、家庭装修工程

(3)目的性 （功能）：

任何系统都具有某种目的，都要实现一定的功能，这是区别不同系统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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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态性 （更新）：

物质都是不断变化，因此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处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

(5)环境适应性 （自适应）：

系统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 并不断的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的交换， 系统必须适应外部环

境的变化。

例：“春捂秋冻”、电冰箱不能紧贴墙放置

二、系统的分析

1、系统分析及其一般步骤： c
（1）什么是系统分析？

系统分析一般是从系统的整体功能出发，全面地思考与解决问题。

○1系统分析的目标：发挥系统的功能，实现系统的目标。

○2系统分析采用的方法：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系统加以周详的考察、分析、比较、试验。

○3系统分析产生的结果：拟订一套有效的处理步骤和程序，或对原系统提出改进方案。
例：王选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2）系统分析的一般步骤？

2、系统分析的主要原则： a
（1）整体性原则

系统分析首先要着眼于子系统整体，要先分析整体，再分析部分；先看全局，后看局部；先看全过程，再看

某一阶段；先看长远，再看当前。

例：田忌赛马、丁谓修复皇宫 、街道各部门施工

（2）科学性原则
系统分析一方面要有严格的工作步骤， 另一方面应尽可能地运用科学方法和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 使决策

的过程和结果更具用说服力。

例：种稻“三三进九不如二五一十”

（3）综合性原则
系统分析时还要注重综合性原则，要综合分析，统筹兼顾，不可顾此失彼，因小失大。

例：孝襄高速公路、都江堰水利工程、埃及阿斯旺水坝

3、系统的优化： c

——在给定的条件（或约束条件）下，根据系统的优化目标，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使系统的目标值达到

最大化（或最小化） 。

约束条件：对系统起限制作用的，并且是不可人为调节的。

影响因素：是指对系统的目标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可以人为调节的因素。

例：农作物种植系统的优化——农业间作套种、利润问题

三、系统的设计

——系统设计是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设计出满足预定目标的系统的过程。 它包含对某个系统进行技术设计，

同时需要运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对其设计过程进行分析、设计。

（一）系统设计应考虑的主要问题： c

1、系统设计的目的与要求
要从整体出发，以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为目的。

2、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
运用系统的思想综合考虑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冲突问题，注重各部分的横向、纵向联系。

3、系统设计方案的优化

明确问题 , 
设立目标

收集资料 ,
制定方案

分析计算 , 
评价比较

检验核实 ,
作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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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整体考虑优化，统筹兼顾，再在此基础上完善各部分的设计。

（二）简单系统的设计： c
举例：手电筒照明供电部分的设计。

第四单元 控制与设计

一、控制的手段与应用

1、控制的含义： b
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或 目的，通过一定的 手段，使事物向期望的目标发展，这就是控制。

2、控制的手段： a

3、控制的应用： b

（1）生活：控制应用到生活中，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人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周围的
环境，使之满足人们的需要。

（2）生产：生产中往往需要对温度、湿度、压力、速度及加工动作等进行控制，控制在生产中得到了极为广
泛的应用。

（3）军事国防：控制在军事、国防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二、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与方式

1、简单开环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工作过程： c
概念： 控制系统的输出量 不对系统的控制产生任何影响 的控制系统。

例：红绿灯定时控制系统、防盗报警控制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公园的音乐喷泉自动控制系统、

红外线自动门控制系统、普通电风扇风速控制系统、可调光台灯控制系统等。

特征： 系统的输出量仅受输入量控制，输入量到输出量之间的信号是 单向传递 。

方框图：

输入量：控制系统的给定量。

控制器：对输入信号进行处理并发出控制命令的装置或元件。

执行器：直接对被控对象进行控制的装置或元件

控制量：执行器的输出信号。

被控对象：控制系统中所要控制的装置或生产过程

输出量：控制系统所要控制的量。

2、闭环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 b
概念： 系统的输出量返回到输入端并对控制过程产生影响的控制系统。

例：供水水箱的水位自动控制系统、加热炉的温度自动控制系统、花房温度控制系统、投篮、

家用电饭锅保温控制系统、家用电冰箱温度控制系统等。

基本组成： 与开环控制系统相比，闭环控制系统多了检测装置、比较器。

3、闭环控制系统的方框图：  c

按人工干预来分：人工控制、自动控制

按执行部件来分：机械控制、气动控制、液压控制、电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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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器和执行器的作用： c
控制器：对输入信号（偏差值）进行运算处理，并发出控制命令。

执行器：根据指令对被控对象直接控制。

三、闭环控制系统的干扰与反馈

1、干扰因素： c
在控制系统中，除输入量（给定值）以外，引起被控量变化的各种因素称为干扰因素。

有的干扰因素是环境造成的，如影响自行车行驶速度的变化的自然风等；

有的干扰因素是人为原因所致，如影响飞机导航信号的手机信号等。

2、反馈的含义： b
控制系统中，将输出量通过适当的检测装置，返回到输入并与输入量进行比较的过程，就是 反馈。

例：投篮、自动电水壶

3、反馈环节的作用： a
通过将输出量通过适当的检测装置 ，返回到输入并与输入量进行比较 ，从而减少输出量的偏差 ，稳定输出量。

4、闭环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a
（1）闭环控制系统的核心是通过反馈来减少被控制量（输出量）的偏差。
（2）工作过程：

○1 由于干扰因素 的存在， 系统的被控量偏离给定值时； ○2 闭环控制系统中的反馈环节能及时 检测出被控量的

值，并迅速 反馈到输入端，与给定值进行 比较；○3 控制器 根据比较得到的偏差信号进行 调节 ，从而是系统的被控

量接近给定值，达到精确控制的目的。

例：供水水箱的水位自动控制系统、加热炉的温度自动控制系统

5、功能模拟方法： a 以功能和行为的相似性为基础，用“模型”模拟“原型”的功能和行为的方法，就是

功能模拟方法。

黑箱方法： a 把将要研究的系统作为黑箱，通过对系统输入与输出关系的研究，进而推断出系统内部结构

及其功能的方法，就是黑箱方法。

例：通过输入图像、电或声音信号，观测、分析脑电波的输出反应，研究人脑对视觉或听觉信息的传递、变换和处理功能，得

知人脑内部结构的细节，就是黑箱方法的运用。

6、开环控制系统与闭环控制系统的比较：
开环控制系统一般结构简单，适用于控制精度要求不高而系统本身的元件又比较稳定的场合。

闭环控制系统设计比较麻烦，结构相对复杂，构成控制系统的成本较高。闭环控制系统是自动控制中广泛采

用的一种方式，用于要求高精度和高可靠性的场合。

四、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施   P118  c

1、控制系统设计的一般思路：
系统要达到的目标？控制的对象？被控对象的特性？被控量和控制量？外界的主要干扰因素？怎样的方案

既达到目的、又经济、易于实现？设备和元件？

2、开环控制系统的设计 (书本 P119案例分析：电吹风控制系统的设计 )

开环控制系统的设计相对比较简单，在明确设计要求，明确被控对象、被控量和控制量后，即可考虑具体控

制系统的方案。

3、闭环控制系统的设计 (书本 P120案例分析：抽水马桶水箱的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

基本要求： 第一、一个闭环控制系统要正常工作，首先必须是稳定的。

第二、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必须符合要求，即系统的输出量与给定值之差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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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第三、闭环控制系统应有较好的抗干扰性能。

在进行闭环控制系统的设计时，几项控制要求之间往往会产生矛盾，需要结合具体问题全面解决或有所侧重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