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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担了我校 98级土木工程专业教学改革 

试点班工程力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下面着重介绍自 

己在这一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中的情况以及所取得的 
一 些粗浅认识。 

一

、课程体系的调整 

工程力学课程是在原先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两 

门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不是两门课程的简 

单相加或台并。原先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两门课程 

自成体系，相互独立，而在有些方面又彼此重叠。为 

了把这两门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进行了较大 

的体系调整。 

把原先理论力学课程中的静力学部分和材料力 

学课程中的太部分内容相结合，形成工程力学(I)， 

故在一年级下学期进行教学；把理论力学课程中的 

运动学和动力学两太部分加上材料力学课程中的动 

荷载和交变应力两部分形成工程力学(Ⅱ)，放在二 

年级上学期进行教学，这样既节省了学时，又消除了 

彼此重叠的现象。 

在静力学部分的教学中，改变以往平面汇交力 

系、平面力偶系、平面一般力系、空间力系的传统内 

容顺序，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方法，按照静力学 

基本知识、力系的等效与简化、力系的平衡、剐体静 

力学几个专题的新顺序进行教学。通过实践．从原 

先的32学时减少到20学时，而学生完全能够接受。 

另外，在材料力学部分的教学中我们也作了较 

大的体系调整。材料力学部分总体上也可分为前后 

两块。前面是介绍基本理论，后面讨论若干较深入 

的问题，如组合变形、压杆稳定和极限荷载分析等。 

传统的课程体系对于基本理论部分一直是以基本变 

形为主线，按拉压、剪切、扭转、弯曲的顺序分成若干 

章。对于拉压、扭转、弯曲几种基本变形均按内力、 

应力、变形和超静定问题逐层展开讨论，对于剪切则 

主要介绍应力计算。此外，在拉压部分还插入材料 

的力学性质，在弯曲部分则插入平面图形的几何性 

质。这种体系长期以来一直被广泛采用，确实也是 

比较成熟的，但多年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也确实遇 

到一些问鼯。比如学生在学完材料力学后，对于拉 

压、剪切、扭转、弯曲几种基本变形所形成的一条主 

线是明确的，但围绕每一种基本变形讨论了哪些主 

要内容，则不太清晰，感到有些杂，尤其是拉压部分； 

同一个基本概念或方法要重复多次，例如截面法求 

内力，在拉压、扭转、弯曲中都分别讨论过，而每次都 

不深透，遇到较复杂的问题时学生仍有些不知所措， 

不会综合运用{在拉压、扭转、弯曲问题中讨论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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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分布规律，采用的分析方法也是相同的，都是在 

实验观察的基础上作出平面假设，由此得出变形的 

规律，然后集合平衡 几何、物理三个方面，导出应力 

的分布规律，但学生似乎对每一次讨论都感到是一 

个陌生的新问题；材料的力学性质插在拉压部分，平 

面图形的几何性质插在弯曲部分，使课程 容的分 

布显得杂乱，层次不清楚；此外，剪切一章的内容有 

特殊性，它与拉压、扭转、弯曲并列显得不协调 在 

这次试点班教学中，我们采用新的体系进行了尝试。 

新体系放弃了以基本变形为主线，代之以基本概念 

和基本分析方法为主线，即按内力分析 、应力与强度 

计算、变形与刚度计算、超静定问题的顺序进行教 

学，突出了材料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 

而每一个基本变形的内容都作为其特例进行讲解， 

这样就突出了它们的共性，提高了学生的综台分析 

能力。例如在进行内力分析一章的讲解时，综合了 

拉压、扭转 弯曲和组合变形内容来讨论，突出了平 

衡概念和截面法的基本步骤，使学生学会在多种场 

合下灵活运用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在新体系 

中，平面图形的几何性质不再隶属于弯曲问题的组 

成部分，而是安排在应力与强度计算之前，作为讨论 

应力问题的预备知识来介绍。因为无论受拉(压 )、 

受扭、受弯杆件，在分析其应力或变形时，均需涉及 

杆件横截面的几何性质，所以不宜把它插在弯曲问 

题中介绍。另外，在材料力学部分中连接件的应力 

计算限于强度问题，但是其应力分布情况比轴向拉 

伸、圆轴扭转和平面弯曲要复杂，因而不得不引入简 

化假设，采用近似的方法来处理。所以连接件的应 

力分析具有与拉压、扭转、弯曲问题不同的特点，不 

宜把连接件同拉压、扭转、弯曲问题并列地讨论。 

当然一个新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不能急于求成。我们还应结合本校工程力学 

课程的教学实践，进行切实的探索，贯彻边研究、边 

实践、边改革的原则逐步进行。 

二、教学内容的完善 

1．在教学中选用概念题和思考题引导学生思 

考。长期以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少选用概念题 

和思考题，在布置作业和在测验、考试的命题中，计 

算题占绝大多数。尽管教师力图在教学中突出基本 

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但往往因缺乏相应的概念题 

而力不从心。在这次试点班教学中，我们把习题课 

改为分析讨论课，几乎在每一章内容讲解后都要安 

排一堂分析讨论课，把收集到的大量概念性题目充 

实到分析讨论课中去。通过实践，学生对这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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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欢迎，这也要求教师选择好典型题目，恰当地引导 

讨论步步深入，使教学过程活而不乱。 

2．在教学中强调叠加法的意艾、表述厦其运 

用。叠加法在传统的教材中通常是作为处理某一类 

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法来讨论的，如用叠加法作内力 

图，用叠加法求梁的变形等，其表述方式也具有很大 

的局限性。事实上叠加法的使用范围要宽广得多， 

不仅不限于某一类力学量，而且不限于力学学科．在 

众多学科领域中都得到广泛应用。它不仅是一种处 

理问题的方法，而且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即复杂问 

题往往可以分解为若干简单问题，简单问题比较容 

易处理，把这些简单问题解决了，复杂问题就迎刃而 

解了。若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就会 

体现出一种能力上的优势，因此我们对叠加法提出 
一

种广义的表述方式：“若干因素同时作用于某系统 

而产生的总效果等于诸因素分别作用时所产生的效 

果的总和”。 。 

3．传统的课程教学内客与现代化科 学技术的 

发展相结合。尽管受到了学时较少 教材陈旧等诸 

多因素的限制，但我们还是花精力收集了大量的资 

料补充到教学当中。例如把重大土木工程中的力学 

问题，航空航天工程中的力学问题，核反应堆工程中 

的力学问题，以及复合材料的力学机理和强度理论 

等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工程力学课程有着广泛 

而又深入的工程背景，认识到工程力学这门学科中 

还有许多未解决而有待于解决的工程实际问题。 

三、教学手段的改进 

现代教学需要教师把更多的知识和信息传授给 

学生，而又要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问和空间去思考，去 

想象，去创新。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既能节省大量的 

课堂教学时间，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同时又 

为启发式教学和在课堂上开展分析讨论提供了方 

便。目前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制作多媒体教学 

软件提供了极便利的手段。我们自己动手制作了工 

程力学多媒体课堂教学软件，并用于试点班，讲课节 

奏明显加快，信息量明显增大，这大大增强了学生的 

感性认识以及对所学内容的浓厚兴趣。 

四、课程考试的改革 

这次试点班的工程力学课程考试采用两份试 

卷，一份是闭卷，以概念题和基本内容为主；一份是 

开卷，以计算和设计为主。这纷考卷量较大，面较 

广．侧重于基本概念及工程设计，几乎每章都有题目 

且综台性较强，体现了对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考核 

叟求 。 [责任编辑：欧阳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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