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机工程学》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人机工程学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课 

课程英文名称：Ergonomics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48/6/3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先修课程： 《设计基础》、《工程制图》、《三维软件造型技术》 

后续课程支撑：岗位实习，毕业设计等 

授课时间：1-16周，周三 5-7节 

授课对象： 2019级工业设计专业 授课地点：莞城校区 实 218 

开课院系： 粤台产业科技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 杨响亮/讲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分为集体答疑与个别答疑的形式，集体答疑的时间、地点与上课基本相同，个别答疑时间不固定，地点在 6F403，也可通过微

信、QQ、电子邮件以及电话等方式进行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课程论文（）   其它（√作品或报告） 

使用教材：《人机工程学》（第 5 版），丁玉兰编著，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 

教学参考资料： 

《人因工程(修订版)》，孙林岩主编，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人机工程学》，郭伏，钱省三主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工业心理学》，朱祖祥编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课程简介： 

《人机工程学》是研究人在某种工作环境中的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各种因素；研究人、机器及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在工作中，家庭

生活中及休闲时怎样统一考虑工作效率，人的健康、安全和舒适等问题的学科。本课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包含的内容很

广泛，同时理论和应用必须结合，教学内容安排上突出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同时体现人机工程学科、工业设计学科发展的最新的



研究、应用情况。本课程针对以“产品设计为核心”的工业设计专业，同时兼顾其他设计专业，以人机工程学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为核心整合优化教学

内容。 

课程教学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与人才培养方案中“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相关教学活动及权重赋值”相一致，每个课程目标可以对应多

个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目标 1  掌握人机工程学的命名及定义，

人体测量、人的心理、人体生物力学、人体感

知、作业环境、人机界面、工作场所、人机工

程设计等相关知识，掌握上述知识中的基本分

析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产品设

计过程中能充分考虑人和所设计的产品及他们

所处的环境的协调及统一，提高产品与人之间

的和谐关系，尽量满足舒适和安全的使用要

求，实现 “ 以人为本 ” 的人性化设计思

想。 

C1.熟练运用设计基础知

识，机械制造知识与美学知识

的能力； 

C2.执行工业设计流程的专

业能力； 

C3.掌握扎实的工业设计基

础知识与相关设计技能，以即

使用软硬件工具的能力； 

C4.熟悉工业设计所延伸的

市场、人机工程以及生产技术

等之相关知识； 

1.培养具有工业设计与产品设计知识技能的专业设计

人才； 

2.培养学生具备工业设计领域的创新开发能力与造形

美学应用能力； 

目标 2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

人机工程学发展的历史，理解人机工程学与工

业设计的关系，培养掌握人机关系的基本原理

及方法，以系统的观点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

C1.熟练运用设计基础知

识，机械制造知识与美学知识

的能力； 

C2.执行工业设计流程的专

业能力； 

1.培养具有工业设计与产品设计知识技能的专业设计

人才； 

2.培养学生具备工业设计领域的创新开发能力与造形

美学应用能力； 



力；培养建立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并应用于具

体设计的基本能力；培养解决人与产品、人与

环境、环境与产品三者之间关系问题的能力；

培养从产品设计、制造到使用过程中人机问题

的解决能力；培养形式与功能相互和谐的设计

能力。 

C3.掌握扎实的工业设计基

础知识与相关设计技能，以即

使用软硬件工具的能力； 

C4.熟悉工业设计所延伸的

市场、人机工程以及生产技术

等之相关知识； 

C6.能活用所学专业知识并

整合与运用至生活问题与创业

实践； 

C7.发掘、分析与解决使用

者的深层需求，并透过设计解

决需求的问题； 

目标 3  强调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贯彻

素质教育思想，注重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

观的培养，加强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社会责

任感，职业道德的教育）。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课题设计能够为每位同学提供一个平等的

自我表现的平台；而设计小组间的竞争，可以

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自学的热情，同时也培

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与合作能力。 

C4.熟悉工业设计所延伸的

市场、人机工程以及生产技术

等之相关知识； 

C5.熟练使用手绘工具进行

概念传达与设计沟通； 

C6.能活用所学专业知识并

整合与运用至生活问题与创业

实践； 

C7.发掘、分析与解决使用

者的深层需求，并透过设计解

决需求的问题； 

3.提升学生具有沟通协调与组织分工之跨领域协同整

合与创新能力； 

4.培养学生具有国际化视野、全球可持续化发展以及

环境保护的意识。 



C8.具有创新精神、观察与

辩证的能力；了解设计师身负

的社会责任、并肩负起的精

神。 

目标 4：  运用工业设计知识对产品造型与人机

状况进行设计和优化。 

C1.熟练运用设计基础知

识，机械制造知识与美学知识

的能力； 

C2.执行工业设计流程的专

业能力； 

C3.掌握扎实的工业设计基

础知识与相关设计技能，以即

使用软硬件工具的能力； 

C4.熟悉工业设计所延伸的

市场、人机工程以及生产技术

等之相关知识； 

C5.熟练使用手绘工具进行

概念传达与设计沟通； 

C6.能活用所学专业知识并

整合与运用至生活问题与创业

实践； 

C7.发掘、分析与解决使用

者的深层需求，并透过设计解

决需求的问题； 

 

1.培养具有工业设计与产品设计知识技能的专业设计

人才； 

2.培养学生具备工业设计领域的创新开发能力与造形

美学应用能力； 

3.提升学生具有沟通协调与组织分工之跨领域协同整

合与创新能力； 



C8.具有创新精神、观察与

辩证的能力；了解设计师身负

的社会责任、并肩负起的精

神。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授课教师 
学时

数 

教学内容（重点、难点、课

程思政融入点） 

教学模式 

（线上/混合式/

线下 

教学方法 作业安排 支撑课程目标 

1 

第一章  人机工

程学概论  

杨响亮 3 重点：人机工程学的命名及

定义／人机工程学的起源

与发展／人机工程学的研

究内容及方法／人机工程

学在产品设计中的地位 

难点：人机工程学的研究内

容与方法，人机工程学体系

及其应用领域。 

课程思政融入点：介绍人

机工程学学科特点，引导

学生了解学科的交叉特

性，要求学生在未来的学

习中要理论联系实际，坚

持人机工程学学科的科学

线下 课堂讲授/案

例教学/课堂

讨论 

课程思政作业

一：身边事物的

人机分析 找出2

件合理，分析为

何合理，3件不合

理分析并尝试提

出改进意见，树

立以人为本的服

务理念。（要求

图文并貌） 

目标 1 



性，客观理性科学地进行

学习。 

2、3 

第二章 人体测量

参数与数据应用 

杨响亮 6 重点：人体测量的基本知识

／人体静态测量参数／人

体测量数据的应用／人体

动态测量参数 

难点：人体测量数据在实际

中的应用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介绍

人体测量数据在产品尺寸

设计中的应用，使同学们掌

握产品尺寸设计原理与方

法，通过课程的学习与知识

的掌握，为我国劳动者设计

出符合人机工程学要求的

产品与机具，为他们提供安

全、舒适、高效的生产、生

活工具，为国家建设发展做

出贡献。 

线下 课堂讲授/案

例教学/课堂

讨论 

课程思政作业二：

课题设计 利用所

学的人机工程学

知识，完成一款产

品或空间的尺寸

设计，为我国劳动

者设计出符合人

机工程学要求的

产品与机具，为他

们提供安全、舒

适、高效的生产、

生活工具，为国家

建设发展做出贡

献。 

 

目标 1 

4、5 

第三章 人的感知

与心理特征 

杨响亮 6 重点：概述／感觉和知觉

特征／视觉特征／听觉特

征／肤觉 嗅觉 味觉／人

的信息传递与处理／疲劳

／其它心理特征 

线下 课堂讲授/案

例教学/ 

 

目标 1 



难点：人的感知与心理特征

概念的理解与掌握 

6、7 

第四章 人机界面

设计 

杨响亮 6 重点：视觉显示器／可视信

息设计／听觉显示器／触

觉信道显示／UI设计 

难点：人机界面装置的类型

与设计要点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信息

传示装置特点的学习，使同

学们掌握信息传示装置设

计原理与方法，能够为我国

劳动者设计出符合人机工

程学要求的相应工具，为他

们提供安全、舒适、高效的

工作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的

满足感。 

线下 课堂讨论 课程思政作业之

课堂讨论：通过信

息传示装置特点

的学习，搜集三种

触觉设计的案例

并陈述，使同学们

熟悉掌握信息传

示装置设计原理

与方法，能够为我

国劳动者设计出

符合人机工程学

要求的相应工具，

提升人民群众的

满足感。 

目标 1 

8 

第五章 控制器及

手动工具设计  

杨响亮 3 重点：控制器的类型／控制

器设计的生物力学基础／

手动控制器设计／脚动控

制器／手握式工具设计／

其他控制器 

难点：控制器分类与控制器

的设计原理 

线下 课堂讲授/案

例教学/课堂

作业汇报讨论 

作业三：调研分析

报告----手持式

产品的人机调研

分析，完成 PPT报

告。每人提出若干

设计解决方案草

图与 1 款效果图

方案 

目标 1 



9、10 

第六章 工作台与

座椅设计  

杨响亮 6 重点：工作台设计／座椅设

计／作业岗位的选择与设

计／作业空间设计 

难点：座椅设计的原理与方

法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介绍

作业空间的人机设计理念，

使同学们明白自身所肩负

的责任，寄望通过课程的学

习与知识的掌握，为社会主

义劳动者设计最优良的劳

动作业空间，为国家建设发

展做出贡献。 

线下 课堂讲授/案

例教学/课堂

讨论 

课程思政作业：掌

握作业岗位、座椅

与空间设计要点，

并能将其运用到

相关设计与改善

当中，为社会主义

劳动者设计最优

良的劳动作业空

间，为国家建设发

展做出贡献。 

 

目标 1 

 

11、12 

作业汇报展示 杨响亮 6 手持式产品的人机工程学

设计调研分析报告展示与

汇报 

线下 课堂讨论 手持式产品最终

方案的提案，产品

设计海报展示与

汇报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13 

第七章 室内环境

设计与人机工程学 

杨响亮 3 重点：室内光环境设计／室

内色彩设计／室内空间界

面设计／室内空间设计难

点：人机室内环境设计原理

与方法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介绍

室内环境人机设计理论的

学习，使同学们明白创造舒

适人居环境的重要性，寄望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与知

线下 课堂讲授/案

例教学/课堂

讨论 

课程思政作业：通

过介绍作业空间

的人机设计理念，

通过课程的学习

与知识的掌握，时

刻心怀为社会主

义劳动者设计最

优良的劳动作业

空间的坚定信念。 

目标 1 



识的掌握，为人民群众设计

最优良的生产、生活居住空

间，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与满足感。 

14 

第八章 人与环境

的界面设计 

杨响亮 3 重点：人体对环境的适应度

／人与热环境／人与光环

境／人与声环境／人与其

他环境 

难点：人机环境设计类型与

原理 

线下 课堂讲授/案

例教学/课堂

讨论 

 

目标 2 

15 

第九章 人的可靠

性与安全设计 

第十章 人机系统

总体设计 

杨响亮 3 重点：人的可靠性／人的失

误／人的失误事故模型／

安全装置设计／防护装置

设计／安全信息设计／总

体设计的目标／总体设计

的原则／总体设计的程序

／总体设计的要点／总体

设计的评价／无障碍化人

机系统设计／通用设计 

难点：人机系统设计原则与

无障碍设计理念 

课程思政融入点：介绍无障

碍设计、通用设计的设计理

念，了解国家对于残障人士

的关爱，强调设计师的设计

线下 课堂讲授/案

例教学/课堂

讨论 

课程思政作业之

课堂讨论：特定群

体人机特性的案

例分析, 强调设

计师的设计责任

感，培养学生的爱

思考、爱创新的科

学精神。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爱思

考、爱创新的科学精神。 

16 

作业汇报 杨响亮 3 期末作业最终方案的提案，

设计报告展示与汇报 
线下 课堂讨论 可参考毕业设计

课题展开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合计： 48      

 

 

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课后作业 期中作业 
期末报告（作

品） 
权重（%） 

目标 1 C1、C2、C3、C4 15 10 25 50 

目标 2 C1、C2、C3、C4、C6、C7 5 / 5 10 

目标 3 C4、C5、C6、C7、C8 5 / 10 15 

目标 4 
C1、C2、C3、C4、C5、C6、

C7、C8 
5 10 10 25 

总计 30 20 50 100 



备注：1）根据《东莞理工学院考试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旷课 3 次（或 6 课时）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期终考核。2）考试按试卷评分标准进行评

分，其他各项考核标准见附件所示。 

 

大纲编写时间：202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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