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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力学与工程技术的相互渗透和作用诱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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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对21世纪力学所面临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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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力学与工程技术的相互渗透和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力学是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 

基础。”近半个世纪以来。力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老的 

分支不断深化．新的领域不断出现，力学与工程技术 

的不断作用与相互渗透，既促进了力学学科本身的 

发展，也产生了大量的工程应用成果。这里就固体 

力学与工程技术的相互渗透所涉及的几个问题作一 

介绍，以说明力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 

用和高度统一的辩证关系。 

结构稳定性的研究是固体力学所涉及的一重要 

课题。我们知道，在细长薄片的两端．轻轻用力一 

压．它就会弯得很厉害，薄片虽然没有压坏，但已失 

去了承载能力，即丧失了稳定性，细长薄壁结构均存 

在稳定性的问题。通过对薄壁粱、腹板弹性失稳的 

研究，发现腹板失稳后的拉力场仍能承受切向力，据 

此，提出了在飞机设计中允许有一定的局部弹性失 

稳，这样，大大减轻了薄壁结构的重量，并在飞机设 

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另外。通过对有实用意义的 

加筋板和夹层板壳进行大量理论研究。对相关领域 

的板壳结构优化设计及制造技术也产生了极大的推 
● 

动作用。 

振动问题的研究是固体力学的另一分支。振动 

问题主要研究结构在振动载荷作用下，结构的动力 

响应以及减震和隔振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 

展，在振动领域里已取得了一些重大研究成果．例 

如，同步卫星从初始轨道转入同步轨道时，由于火箭 

发动机靠近卫星本体振动干扰大，为了保证卫星本 

体及其中的仪器安全正常工作，需要研究随机数据 

分析处理及其减振隔振问题，以便抑制结构多个共 

振峰以及结构的动力响应。 

复合材料也是固体力学研究的一大领域，复合 

材料在力学方面还有许多特有的问题需研究解决。 

如复合材料纤维断头应力场的分析、复合材料的强 

度理论、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层间剪切、断裂机理和 

破坏准则等都需要深入研究。 

二、新世纪力学面临的挑战 

1．材料科学中的力学问题。材料科学与技术的 

开发和利用已成为当今高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的关 

键，一些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对这一点早有认识，并断 

言当今世纪新材料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一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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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不仅在于传统材料的改性和科学使用，而且 

反映在一大批新技术材料的研制问世，其中包括超 

导材料、精细高韧性陶瓷、高性能结晶控制合金、高 

功能高分子合成材料、形状记忆合金、无定形晶体和 

非晶体、多种高性能复合材料等，以适应各种高科技 

发展的需要。无论是传统材料还是高新技术材料， 

它们都是在一定环境和载荷下使用的，它们都会遇 

到变形和破坏及使用寿命问题。从变形到破坏这一 

固体材料最基本的力学响应过程出发，建立起有关 

工程背景，使得既具有基础性 ，又具有应用性的力学 

学科缺少用武之地；二是力学专业过分强调力学课 

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非力学专业的力学课程设 

置又过分追求公共性，造成与后续课程脱节，未能针 

对具体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生毕业后可能从事的实 

际工作在教学内容上进行相应调整；三是教学手段 

单一，教学内容陈旧，缺乏多媒体现代化教学手段， 

处理问题的方法大多还是采用古典方法，吸取包括 

计算机技术在内在现代力学研究方法和材料科学的 

的力学模型和相应的力学理论，正确 报材料使用 最新成果不够，特别是在课堂上力学课程的教学模 

的可靠性、稳定性及使用寿命，是现在神未莱一段畴 ‘ 式仍然多是粉笔加黑扳的传统接式占主体地位。 

间内材料科学和力学相互渗透和耦合的重大研究课 2．力学学科教学改革的思考。从目前力学学科 

题。在过去的几年内，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等部门相继 

召开了专门的研究讨论会，制定了相关研究策略，并 

在全国开始实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工业大 

国在这一领域里的研究进展也极为迅速，并取得了 
一 些重大成果。 

2．信息科学与工程技术中的力学问题。信息科 

学与工程技术是高新技术的关键内容，也是跨世纪 

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现在的信息科学技术已远远 

不仅局限在信息的存储、处理和传输这一功能本身， 

而是要融其它现代工程技术为一体去解决复杂的工 

程实际问题。这里面就有大量的事关总体设计的关 

键技术——力学难题需要解决。如随着微电子微机 

械工程的应用，微细加工工艺技术、微制动技术、微 

力一电系统的设计、微机械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 

对微电子一微机械系统中的基本要素，即材料、微机 

构、微传感、微制动、微加工工艺中的力学问题的研 

究显得十分重要。再加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cIMS)是国家“八五”重点攻关科研项目，它是信息 

科学与工程技术高度集成的典型样例，也是未来工 

业发展的方向。然而，目前我国与美国、日本、法国 

等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计算机集成程度还有差距， 

这其中就有大量的力学问题有待不断解决，如加工 

运转状态(振动、噪音、温度、功率、扭矩、应力、变形 

等)的监视、数据计算与处理、自动补偿、自动调节系 

统等。 

三、力学学科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1．力学学科教学现状与分析。我国目前力学学 

科的教学状态，仍然是按力学专业和非力学专业类 

组织教学，这种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 

在专业设置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只注意到基础的 
一 面，而忽视应用的一面，导致没有专业依托，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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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现状，我们已经发现，它与时代前进的步伐极 

不相适应，使力学学科的教学状态在新千年有一个 

大的变化，我觉得应着重围绕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从教学体制方面人手。根据力学学科在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中的双重地位，改变现行本科 

教育单设力学专业的格局，将力学专业教学形式融 

人到各工程专业的教学中去，而把力学专门人才的 

培养放到研究生层次。这样有利于加强力学基础教 

育在工程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利于力学专门 

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改变理论与实际脱 

节的局面，这一思想已有不少学者作过阐述，并开始 

在一些重点大学逐步实施。 

其次，要加大力度开展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教 

学手段与方法的改革。前者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和政 

府行为加以实现，而后者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 

力学教学工作者自身，应该说任务更重、难度更大。 

这里，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的改革既是难点又是重 

点，因为力学专业融人其它工程专业以后，已无力学 

专业和非力学专业的概念，因此，必须根据工程类别 

重组力学课程体系，配置更新课程内容，使其与相关 

课程融会贯通，形成力学总体概念，达到培养和训练 

学生综合能力特别是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力的目 

的。我们是建筑类院校，其力学课程主要是为建筑、 

规划、设计、施工等相关专业服务．这---r程领域里 

的力学问题不少，而且属关键技术，但力学在建筑领 

域里的应用和该领域的工程实际问题在力学课程教 

学中的融合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必须尽快修订 

或制定相应的课程教学大纲．对经典内容加以创新 

处理，采用渗透融合的办法．力求反映现代力学的最 

新动态和本专整领域实际工程中的力学问题，更有 

针对性地培养学生学习和应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 

有关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改革，要注重推广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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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必 ； 鲫  革思路 始 馕 髫 
[摘 要]本文通过对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及问题的分析，从改变教学观念、加快教材建设步博、改革教学方法、拓宽课程内容、 

重视第二课堂教学、考试形式多样化和考试方法科学化、加快教学技术和教学手段现代化步伐以及加速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对大 

学生英语运用能力的培养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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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经济时代对大学生英语运用能力的要 

求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人才的素质，除了专业水准外，还要 

求有较熟练的英语运用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任 

何一个国际问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合作项目的成 

功，与其说取决于参与者的专业知识 ，不如说取决于 

参与者的全面素质，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语言和文化 

素质。因此，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具有较高英语运 

用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二、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及问题的症结所在 

教育部高教司岑建君在《我国高校外语教学现 

状》一文中指出，20年来我们的外语教学取得了一 

定进展．但和经济与科技发展要求的差距越来越大。 

现在的企业要求大学不仅具有阅读和翻译能力，更 

主要的是要具有写作能力和会话能力。而现在我们 

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只会“哑巴英语”。虽然大学 

英语四、六级统考举行 了 l0多年，但大学英语教学 

并无质的突破，原因何在?为此，笔者对目前大学英 

语教学现状进行了专门研究，并采用问卷方式对重 

庆建筑大学97级和98级部分学生共385人作了一 

次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教材内容、教材难度、 

强多媒体电化教学，逐步实现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的现代化。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这方面的基础建设工 

作，集中人力和物力进行课程电子教案和 CAI课件 

的研究与开发，否则，实现多媒体教学就是一句空 

话。学校应对这方面的教改项 目给予政策倾斜，同 

时加强宏观指导和监控，确保这项工作在短期内有 

所突破和进展。 

参 考 文 献 

1 范艘珊：《工程力学教程)[M]高等戢育出麓社，1998 

2 杨家军：《机械系统创新设计)[M]年中理工大学出麓杜，1999 

[责任编辑：周虹球】 

(收稿日期]1999 12—23 

[作者简介)郜晓玲(】956一)，女，重庆人．重庆建筑大学副教授，本科，从事英语教学、翻译及诃}[学研究。 

· 25 ·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