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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 设 计》
——周转轮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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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机械设计 学 时 1学时/45 分钟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教学背景

本节课主要介绍周转轮系。周转轮系是一种重要的传递运动及动力机

构，在各种工程领域，如汽车、航空、工业机械等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这

要求学生必须理解其工作原理和设计方法。周转轮系因其结构复杂性，学

生在学习时可能会遇到理解上的难点，特别是在传动比的计算和转向判断

方面。它是轮系机构传动比计算的第二种类型，为即将学习的复合轮系传

动比计算奠定理论基础。周转轮系特点突出，在工程实际中有这重要的应

用价值。

教学内容

教学重点：反转法计算周转轮系传动比。

教学难点：周转轮系传动比计算方法的运用。

对 策：通过目标导向，引导学生关注周转轮系传动比的计算，结合周

转轮系模型通过课堂分组讨论，发散思维。采用案例探究教学方法，通过

实际工程案例分析具体的工程案例风力发电机组中增速器的设计，理解

周转轮系在实际应用中的工作情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

“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 学生了解周转轮系的类型、特点和应用；

2. 学生能列出转化轮系的传动比计算公式。

能力目标：学生通过具体应用，学会分析周转轮系。

情感目标：1. 培养学生胆大心细、敢于实践。

2．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

3.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通过比较总结周转轮系的定义和分类，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学习；

2. 案例式教学法：通过具体的工程应用案例，帮助学生掌握传动比计算，

并理解周转轮系的特点；

3. 探究式教学法：在课前和课后，引导学生预习和拓展阅读，了解周转轮

系的定义和在我国古代的实际应用案例，拓展深化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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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教学内容、步骤 教学活动

Ⅰ.课程导入

【展示】播放风力发电场的视频和机组内部结构图片。

【提问】

问题 1：为什么叶轮转这么慢能发电？

问题 2：采用什么机构实现增速传动？

【思政元素】国家“双碳”目标、绿色可再生能源。

Ⅱ.基本概念

1. 周转轮系的定义

【课前任务】通过前测，了解学生预习后对周转轮系的认

识。

【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答案，引出周转轮系的定义。

2. 周转轮系的组成

【创设情境】

1.利用视频和

图片，引出本节

主题；

2.利用问题激

活学生对周转

轮系在风力发

电机组中应用

的认识，了解未

知，铺垫关键信

息；

3.通过创设情

境，提出问题，

吸引学生融入

课堂。

【探究式教学】

1.结合课前发

布任务，通过问

题引导学生分

析和练习，总结

周转轮系和定

轴轮系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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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由典型周转轮系，讲解周转轮系的组成。

【思政元素】强调行星轮是周转轮系的特征，在分析问题

时要抓主要矛盾。

3. 周转轮系的分类

【课堂活动】由学生辨别不同周转轮系中的组成，引出由

机构组成进行分类。

【课堂活动】由学生计算不同周转轮系中的自由度，引出

由机构自由度数目进行分类。

2.课堂练习，让

学生参与到教

学过程中，加深

对机构组成的

理解，回顾机构

自由度计算的

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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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传动比计算

【分组讨论】给出周转轮系的 3D 打印模型，学生分组确

定传动比：两组同学实验法；两组同学计算法。进一步采

用计算机

【思政元素】实践：学生打破既有知识（定轴轮系）的束

缚，采用实践解决问题，积极探索新方法。

【教学内容】先回顾平面四杆机构设计、凸轮轮廓曲线设

计所采用的反转法，引导学生梳理共性问题，然后应用于

周转轮系。将行星轮系按－ωH反转后，各构件的角速度

的变化让学生列出表格，进行比较，转化后所得的轮系为

定轴轮系，可直接套用定轴轮系传动比的计算公式，引导

学生进一步分析公式中各符号的含义。

【思政元素】认识：学生利用既有知识（反转法），解决

问题，做到举一反三。

3.通过分组确定

周转轮系模型

的传动比，引导

学生在遇到问

题时，先实践

，再分析总结。

4.借助回顾旧

知，引入借助反

转法求解，一步

步探究周转轮

系传动比的计

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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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问题 1：汽车转弯时左右两侧的车轮转速是否相同？

问题 2：差速器如何保障汽车转弯时不发生侧翻？

【课堂练习】学生计算转化轮系中齿轮 1和齿轮 2的传动

比，列出计算公式。在此过程中，遇到问题。老师引导学

生发现出现问题的原因。提出在列出通用表达式时，需要

注意的事项。

【思政元素】再实践、再认识：在实践中发现现有认识的

问题，提出修正。

【提问】

问题：为什么手动葫芦能让人抬起 1吨以上的重物？

【课堂练习】学生计算手动葫芦中周转轮系的传动比，大

传动比实现设计要求。

5.由应用实例，

是学生对周转

轮系有直观的

认识。同时，通

过习题演练促

使学生在计算

中发现问题，认

识到方法是有

条件的，让认识

螺旋式的上升。

6.通过例题，检

查学生对本节

重点知识的掌

握情况。若发现

问题，现场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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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特点及应用

【教学内容】由电动葫芦中周转轮系的传动比，得到周转

轮系的大传动比的特点。结合周转轮系实物，讲解其结构

紧凑、可靠性高的特点。

【教学内容】周转轮系的特点很好地满足风力发电机组对

于增速器的要求。

【教学内容】分析增速器实物的机构组成和设计思路。

【提问】1. 为什么增速器设计了三级传动？

2. 提出你的设计思路。

【案例式教学】

1. 由实际案例

总结周转轮系

的特点。

2.结合风力发

电机组增速器，

帮助学生更好

理解周转轮系

的特点。

3.提出问题，引

导学生发现解

决问题的方法

有很多，该如何

选择，激发学生

继续探寻的欲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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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实现同一目标，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如何选

择最优、最合适的方案。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让学生体会创新，体会知识的融合，培养创新意识。

【教学内容】周转轮系在飞机涡轮发动机中的应用，实现

结构紧凑、大功率、大传动比的传动。

【思政元素】促进学生对本课程价值的认同，激发学生对

机械设计的热情和专业自信心。

Ⅴ. 课后小结

【教学内容】

小结：周转轮系的基本知识、传动比计算、特点和应用。

启示：周转轮系传动比计算和应用中的感悟。

作业：探寻我国古代“指南车”的奥妙。

【思政元素】在课后拓展过程中感受我国古人的伟大智

慧，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4.由大国重器

的案例，拓宽学

生知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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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8.3 周转轮系的传动比

1. 概念

2. 传动比计算

3. 特点及应用

教学反思

1.周转轮系传动比计算很抽象，课堂上采用了实验法和反转法来解决

问题，再通过问题引导，加深对计算公式注意事项的理解，最后讲解两个

案例强化。采用讲练结合的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生参与练习

计算讨论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2. 课后作业，让学生探寻周转轮系最早的工程应用案例“指南车”的

奥妙，并作运动分析，，引导了学生回顾历史，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的伟大智慧，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1. 教材：《机械设计》，该教材较全面的覆盖了机构和机械零部件的知识，

作为使用教材；

2. 多媒体课件

3. 课程思政大纲

4. 课堂练习平台：超星学习通

5. 自主学习平台：超星学习通线上资源。包括：课后拓展设备视频动画、

实例分析引用的专利、论文、虚拟仿真建模源文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