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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数值仿真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选修 

课程英文名称：#$%&'()*+",(%$+*-(./"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012323"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40"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支撑：仿真机器人设计实务 

授课时间： !"至 !5"周，周一，!63"节 授课地点：粤台产业科技学院机电楼 07!"

授课对象： 47!8"智能制造工程 !、4"班 

开课学院：粤台产业科技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谭华2副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课前、课间和课后；教室；网络、面授解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闭卷（）课程论文（）其它（√）上机 

使用教材：《9#:;:"!1<7"有限元分析基础与实例教程》，王正军，机械工业出版社； 

爱课程资源=-->,?22@@@<().$',&!53<.'A2).$',&2#BC:DE!054780!58F《数学建模与系统仿真》。 

课程简介：本课程以有限元软件 9#:;:"G.'HI&/)=、焊接软件:;:GJKL"为依托，对数值仿真的基本思路、操作步骤和应用技巧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结

合典型工程应用实例详细讲述了数值仿真的具体工程应用方法。使学生掌握运用数学语言表达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实际问题的方法。课堂采用多元化 

教学模式，破除填鸭式的弊端，提高专业课程教学质量，为东莞理工学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人才尽绵薄之力。 

课程教学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课程教学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目标 1： 

理解数值仿真的概念，掌握有限元分析软件各要素的内涵。 

!E4"掌握数值仿真中的基本概念、原

理和方法，树立将所学知识用于解 

决智能制造领域复杂问题的意识。 

 
!"应用数学、基础科学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知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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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 

熟悉各类数值仿真软件的建模方法及边界约束条件的设

定。了解理想条件和实际工况的区别，抓住主要因素，建

立符合实际情况的仿真模型，分析解决工程问题。 

 

4E3"能够针对一个复杂系统或者过

程建立合理的数值仿真模型，并进

行动态分析，得出结论。 

 

4"设计与执行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相关实验，以及分析

与解释相关数据的能力。 

目标 3： 

运用空间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构建仿真模型，优化处理， 

模拟实际工况。 

0E!"能够针对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 

案，实现数据采集分析、数据优化

处理及产品仿真试制。 

 
0"智能制造工程系统、零部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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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课程思政融入点：!）介绍数值仿真发展历史，向学生

传递一代代优秀的机械专业科学家克服艰难困苦、勇攀科

学高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以 9#:;:"模拟激光

焊接玻璃引入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3）以疫情对机械行业的影响为主题，展开讨论， 进

行党史学习和爱国主义教育。 

  少于 !777" 字的关于

智能制造行业受疫情

影响发展趋势论文。

能力培养作业：每人

完成本课程相关的英

文文献翻译 !"篇。 

 

 
 

4"

 
9#:;:"用户界面操

作 

 
谭

华 

 
 
3"

 
四种途径创建 9#:;:"模型（重点）；加载并求解（难

点）。 

 
 
线下 

课 堂 讲

授 和 小

组讨论 

课 堂 讨 论 ： 阅 读

9#:;:"英文文献，并

分组交流讨论。 

 
 
目标二 

 
 

3"

 
数值建模的概念、方

法与步骤 

 
谭

华 

 

3"
3L"仿真建模（重点）；仿真动态分析（难点）。 

课程思政融入点：培养学生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 

 

线下 

课 堂 讲

授 和 小

组讨论 

课程思政作业：阅读

数值建模文献，分组

交流精益求精思想。 

 

目标三 

 
 

0"

 
 
专业焊接仿真软件 

:;:GJKL"

 

谭

华 

 
 
3"

 
:M,@&+N"仿真过程（重点）；OJ"用户界面（难点）。

课程思政融入点：在专业软件学习中培养学生不畏繁

琐、对设计方案反复修改、优化的能力。 

 
 

 
课

化的能力。

课

化的能力。

课

课

化的能力。

课

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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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力、应变仿真 华    组讨论 组交流讨论。  

 
S"

:;:GJKL"仿真不

同材料案例 

谭

华 

 
3"

 
碳钢材料（重点）；玻璃材料（难点）。 

 
线下 

小 组 讨

论 

课堂讨论：讨论仿真

视频要点。 

 
目标四 

 
1"

:;:GJKL"仿真不

同热源案例 

谭

华 

 
3"

 
普通高斯热源（重点）；平顶高斯热源（难点）。 

 
线下 

小 组 讨

论 

课堂讨论：讨论仿真

视频要点。 

 
目标四 

合计 40"      

  

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

次 

 

实验项目名称 
授课

教师 

学

时 

 

教学内容（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项目类型（验

证/综合/设计） 

教学

方式 

支撑课

程目标 

8" 9#:;:"温度仿真 谭华 3" 模型构建（重点）；网格划分（难点）。 综合 实验 目标三 

!7" 9#:;:"应力仿真 谭华 3" 模型构建（重点）；焊后裂纹分析（难点）。 综合 实验 目标三 

!!" 9#:;:"应变仿真 谭华 3" 模型构建（重点）；接触方式定义（难点）。 综合 实验 目标三 

 
!4"

:;:GJKL"普通高斯热源

仿真 

 

谭华 
 
3"

 
热源加载（重点）；焊后热源分析（难点）。 

 

综合 

 

实验 

 

目标四 

 
!3"

:;:GJKL"平顶高斯热源

仿真 

 

谭华 
 
3"

 
热源加载（重点）；焊接优劣对比（难点）。 

 

综合 

 

实验 

 

目标四 

!0" :;:GJKL"材料库定义 谭华 3" 函数定义（重点）；数据模拟（难点）。 综合 实验 目标四 

!P" 9#:;:"耦合场仿真 谭华 3" 热力磁耦合（重点）；场间影响（难点）。 综合 实验 目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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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2021年9月3日 

系（部）审查意见： 

大纲编写时间：2021 年 8 月 26 日 

 

 
 

!5" :;:GJKL" 耦合场仿真 谭华 3" 热力磁耦合（重点）；场间影响（难点）。 综合 实验 目标四 

合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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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 仿真实验 考试 文献检索  

目标一 !E4" 3" 3" !7" P" 4!"

目标二 4E3" 3" 3" !7" P" 4!"

目标三 0E!" 3 44 908.1106 -464 94.2.2 cm BT  W n /Cs1 cs 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301.6256 220 Tmm /TT2 1 Tf (") Tj ET Q Q q 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1681.416 -377 Tm /TT2 1 Tf (") Tj ET Q Q q 64 94.2.2 cm BT 45 n /Cs1 cs 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1365. 0 44 2844.958 -377
T1 re Tf (3) Tj ET Q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2004.791 -377
Tm /12 1 Tf (3) Tj ET Q q 0.64 94.2.2 cm BTh f n /Cs1 cs 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301.6256 220 Tmm / l 51 1f (") Tj ET Q Q q 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2378.041 -377 Tm /T12 191f (") Tj ET Q Q q 64 94.2.2 cm BTre W n /Cs1 cs 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0.0028 Tc 44 0 0 44 2844.958 -377
Tm /1T2 1 1f (3) Tj ET Q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2888.708 -377
Tm / 1 81 1f (3) Tj ET Q q 0.64 94.2.2 cm BT 0 0 0 sc 74.4 358.6 m 74.88 35 74 31l 74.886 340.36 l74.4 34TT1 63 h f 173TT1 63 h12 m74.4 340.36
ll 173.76 3 74 316  h f 174TT1 63 h74.4 34TT1 63 h12 m h f
309.6 358 l 174.24  74 316  h
f 309TT1 6 l  h f
309TT1 63 h12 m h
f 309 74 31l h f 386.4 358.1h f 386TT1 63 h 173.7
3TT1 63 h12 mh f 386.4 358 l 310.08  74 316  309.6 3TT1 63 hh f 386TT1 63 .6 m  309.6 3 74 31l h f 386 74 316   f 386TT1 63 hh310.08 TT1 63 h12 mh f 36 340.36l 386.88 3 74 316   f  634TT1 63 hh f 450TT1 63 h12 mh f  634 74 3l 3 h f 536.4 358.1 h f 536TT1 63 h 386.4 3TT1 63 h12 m h f 536 74 31l  450.96 340.36 l 450.96 TT1 63 h h f 536TT1 63 h12 m h36.4 3 74 31l h f 634.56 3 l h f 634TT1 63 h 450.96 TT1 63 h12 mh f 634.56 3 l h f  634 74 3 l 451.56 3TT1 63 hh f 634TT1 63 h12 mh f  634 74 3 l 634.56 3 74 316  h f 766TT1 6 l h f  634TT1 63 h12 m h f 766 74 31l  634.56  74 316  h f 766TT1 63 h h f 7 3TT1 63 h12 m h f 766 74 31l 767.28  74 316 767.28 TT1 63 h h f 766TT1 63 .6 m 767.28  74 31l 767.28 3 74 316 7666.8 3TT1 63 h767.28 TT1 63 h12 m74.36 TT1 63l 74.88 3TT1 63 h73.76 3m 18 l h f 74.m 18 l h12 m h f
309TT1 63 l 174.26 TT1 63 l 173.76 m 18 l h h f
309m 18 l h12 mh f 386TT1 63 l 310.08 TT1 6 l  309.6 3m 18 l hh f 386m 18 l h12 mh f 386TT1 63l 386.88 3TT1 63 h 386.4l 3 18 l hh f 4503 18 l h12 m h f 536TT1 63 l 451.434TT1 63 h 450.96 3 18  l  h f 5363 18 l h12 mh f 634TT1 63l h f  634TT1 63 hh f  6343 18 l hh f 6l 3 18 l h12 m h f 766TT1 63 l 635.04
TT1 63 h 634.56 3 18 l h h f 7663 18  l 12 m767.28 TT1 63l 767.28 3TT1 63 h 766.8 33 18 l h767.28 3 18 l h12 m24 re W21 Tfs1 cs 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2 0 0 44 509.4 0 44 378.2491 -289 Tm /TT12 1 5 116 Tj E.12T Q q 0.4 0 0

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0.0057
Tc 44 0 0 44 378.2491 -289 T6/TT.561 T12 16 Tj E.12T Q q 4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663.6038 131 Tm7h f6561 T12 16 Tj E.12T Q q 174 316 136 24 e
W  17ls1 c1 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0.0028 Tc 44 0 0 44 2844.958 -377
T13/TT811 112 3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0.0057
Tc 44 0 0 44 1961.041 -290 Tm648T81
1 12 16 Tj E12T Q q !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2378.041 -377 T16TT1re
W 12 16 Tj E12T Q q 64 94.2.2 cm BT561 217l f 2 (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1365. 0 44 2844.958 -377
T1 reTT2 1 12 3) Tj ET Q q 0.P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509.4991 -463 Tm /122 1 112 3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0.0057
Tc 44 0 0 44 1961.041 -290 T2342T2 1 T12 16 Tj E12T Q q 4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871.6664 -464 Tm  f 317lT12 16 Tj E12T Q q 64 94.2.2 cm BT 63 217lCs1 c1 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434.2 cm BT -0.0028 Tc 44 0 0 44 2844.958 -377
T28 /T2 1 112 3¸øò[

2.17
W 7s1 6 Tj E.12T Q q 174 316 136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871.6664 -464 T15 167 1 T7s1 6 Tj E.1 T Q q %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871.6664 -464 T15/TT82 1 7s1 6 Tj E.1 T Q q (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Tc 44 0 0 44 1163.708 221 Tm 5/TT197lT7s1 6 Tj E.T Q q 0.n4 0 0

4 0 0 0.24 18 434.2 cm BT 44 0 0 44 509.4 0 40 1163.708 221 Tm 7TT16e WT7s13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