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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考试大纲

《工程力学》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又称专插本）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

考生的成绩，按照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班生考试应有较高

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 考试的内容、要求和目的

(一)考试内容

第 1 章 静力学的基本概念与物体受力分析

第 2 章 力系的等效与简化

第 3 章 力系的平衡条件与平衡方程

第 4 章 材料力学概述

第 5 章 杆件的内力分析与内力图

第 6 章 拉压杆件的应力变形分析与强度设计

第 7 章 圆轴扭转时的应力变形分析以及强度和刚度设计

第 8 章 弯曲强度问题

第 9 章 弯曲刚度问题

第 10 章 压杆的稳定性问题

（二）考试的要求和目的

（1）熟悉各种常见约束的性质。对简单的物体系统能较熟练地取分离体并画出受力图。

（2）熟悉力、力矩和力偶等基本概念及其性质，能较熟练地计算力在轴上的投影，力对点的矩和力对

轴的矩。

（3）掌握各种类型力系的简化方法，熟悉简化的各种结果；能熟练地计算主矢和主矩。

（4）能应用各种类型力系的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求解单个物体和简单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对平面任

意力系的平衡问题能熟练地选取分离体和应用各种形式的平衡方程求解。

（5）理解滑动摩擦的概念和摩擦力的特征，能求解带滑动摩擦时简单的物体系统平衡问题。

（6）对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有明确的认识。

（7）具有将一般杆类构件简化为力学简图的初步能力。

（8）能熟练地作出杆件在基本变形下的内力图，计算其应力和位移，并进行强度和刚度计算。

（9）掌握简单一次超静定问题的求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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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压杆的稳定性问题有初步认识）

Ⅲ 考试的形式和结构

(一)考核形式：闭卷

(二)考试时间：120 分钟

(三)试卷题型及赋分：计算题约 40%、作图题约 20%、单项选择题约 20%、判断题约 20%。

(四)试题难易比例：容易题约 30%，中等难度题约 45%，难题约 25%

(五)对考试辅助工具的要求：携带钢笔、圆珠笔或中性笔，以及铅笔、三角板等尺规绘图工具，禁止携

带计算器。

Ⅳ 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一）理论力学（I）（“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

室

（二）材料力学（Ⅰ）（十一五规划教材），单辉祖

《机械制图》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又称专插本）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

考生的成绩，按照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班生考试应有较高

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 考试的内容、要求和目的

(一)考试内容

第 1 章 绪论

第 2 章 制图的基本知识

2.1 国家制图基本规定

2.4 平面图形的作图方法及尺寸标注

第 5 章 基本形体的投影与立体表面交线

5.3 立体与立体相交

第 7 章 组合体

7.1 组合体构型

7.2 组合体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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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组合体尺寸标注

7.4 组合体读图

第 8 章 工程图样的表达方法

8.1 视图

8.2 剖视图

第 9 章 标准件与常用件

9.1 螺纹与螺纹紧固件

9.2 键连接

9.6 滚动轴承

第 10 章 零件图

10.4 零件图的技术要求

第 11 章 装配图

11.3 装配图的尺寸标注和技术要求

（二）考试的要求和目的

（1）掌握投影法（主要是正投影法）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内容；

（2）掌握制图国家标准和有关的基本规定；

（3）掌握零件图和装配图的基本要求。

Ⅲ 考试的形式和结构

（一） 考核形式：闭卷

（二） 考试时间：120 分钟

（三） 试卷题型：填空题 20 分，单项选择题 20 分、作图题 60 分。

（四） 试题难易比例：容易题约 30%，中等难度题约 45%，难题约 25%

（五） 对考试辅助工具的要求：携带钢笔、圆珠笔或中性笔，以及铅笔、圆规、三角板等尺规绘图工具。

Ⅳ 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一）机械制图，何铭新主编

（二）机械制图习题集，陈锦昌 丁川，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8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