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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达到教学改革目的，在土建类力学教材的编写和教学过程中，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和手段，使教学具有特色。 

本文作者结合土建类专业特点。进行了本科力学教材和教法的改革。提出了改革后的力学教材的特点。阐述了力学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渠道 ，以提高力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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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来 ，各高校都 进行着教学改革 ，改革后 的理 

论力 学、材料力学 、结构力 学学时减 了又减 。为达到 

教学改革 目的 ，在 土建 类力 学教 材 的编写 和教学 过 

程 中 ，要采用灵 活多样 的方法 和手段使教材 、教法具 

有 土建特色 。教材 和教法要为后继 的钢筋混凝 土结 

构 、钢结构 、砌体 结构 、高层建 筑 防震等 专业课 奠定 

必要 的基础 ；要为 工程 实践 和建 筑技术 管理所 注册 

师考试制度服务 ；要 结 合本 课程 理论 与工程 实 际运 

用并 重 的特点 ，着重 提 供理 论与 工程 实践 之 间的思 

维方法 ，培养 学生 的 自学能力 、动手动脑能力和创造 

能力 ，以提高 力学教学质量 。 

二、力学教材编写中问题的探讨 

编写教 材 前 应 该 明确 三大 力 学 目的、性 质 、用 

途 ，明确实现培养 目标 和完成 人才 培养 规格 所需 的 

基础 知识和应用知识 ，作 到心 中有数 。 
一 是笔者认为房建施 工、道桥专业 ，删减基本 内 

容时 ，要注意保 证重 点 内容 ，只能在 与 高 中物理 ，或 

普通物理相重复 的 内容 上开 刀 。基 本 方法 (矢 量 分 

析 )一定要保 留 ，体 现出力 学与物理差别 。 

二是对 于工程管理 、装饰装修 、建筑 学等本 科专 

业方 向专业 ，由于力学课 时较 少 ，三 大力 合并编写 为 

《建筑力学>势在必 行 。在编写过程 中 ，把运 动学 、动 

力学内容 删去。章节 编排顺 序 可 以适 当调整 ，教材 

力求精炼 。 

笔者在 此粗 略地列 出适合 本科 工程 管理 、装 饰 

装修 、房屋 建筑学等专业 方 向 的《建 筑 力学 >的编 写 

方 案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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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目录 内 容 提 要 

6 绪论 

l 静力学基础 

平 面力系的合成与 

平衡 

空间力 系的合成与 

平衡 、重心 

轴向拉伸与压缩 

5 扭 转 

6 平 面体 系的几何组 

成分析 

7 静 定结构的内力分 

析 

8 

9 

l0 

l1 

直梁的弯曲应力和 

变形 

应 力 状 态和 强度理 

论  

组合 变形 

压杆稳定 

l2 静定结构的位移计 

算 

l3 力 法 

l4 位 移 法 

l5 力矩 分 配法 

l6 影响线及其应用 

附录 I 

附录 Ⅱ 

研究对 象、任务、方 法、荷 载 

分类、杆 系分类基本形式、计 

算简图、学习方法 

基本概念、公理、支座、受力 

分析 

平面汇交力系、平行力系、力 

偶系、任意力系 

力在轴上 的投影 、力对 轴之 

矩 、重心 

轴向拉伸 与压缩，以及连接 

部分的强度—— 剪切和挤压 

圆轴扭转、矩形截 面等 直杆 

自由扭转 

基本规则、组成分析举例 

列方程、利用微分关系、叠加 

法绘制 梁、多跨 梁、刚架、桁 

架、组合结构 内力图 

弯曲强度条件、变形 

梁的主应力、主应力迹线、强 

度 理论 

斜弯曲、拉(压)弯、偏心压缩 

压杆稳定三状 态、临界力，欧 

拉公式、经验公式计算临界 

应力，压杆稳定 的 系数 实 

用计算 

虚功原理 ，利用积分法、图乘 

法计算静定结构的位移 

基本结构、原理、典型方程 、 

对称性等 

基本 结构、原理、常数、典 型 

方程、转角位移法、对称性等 

抗弯劲度 、分配 系数、传递 系 

数、不平衡 弯矩、力矩 分 配 

法 。对称性的利用 

影响线概 念、绘 制、应 用。包 

络 图 

平 面图形的几何性质 

型钢规格表 

三、三大力学教法改革的初步探讨 

1．教 学手段 实施 改革 

在教 学手 段上改 变一 支粉 笔、一 本教 材 的单一 

枯燥 的教学 手段 ，全面 推广计 算 机 多媒 体 、投影 仪 、 

电视录相 、实训操作 、参观实训实 习教学 。借助计算 

机辅助 设计 教 学 手段 cat，或 采 用 CAD绘 图技 术 、 

word文字处 理 、PowerPoint制幻 灯 片 ，以 由教 师 控 制 

播放的 、动画形 式的课件生动地在课 堂上边演示 、边 

讲 、边 练 。让 学生在工程实际 中、现代化 的教学气氛 

中接 收新 知识 ，掌握新技能 。教 学手段的改革 ，学生 

不仅掌握 知识快 、记 忆 牢 ，而且 节约 了授 课 时 间 ，增 

加了每节课 的信息量 ，并锻炼 了学生 的实 践操 作 能 

力 。 

2．教 学方 法 实施 改革 

讲授法是我 国高校传 统教学 中运用最 普遍 的方 

法 ，讲 授法的优 、缺点都 十分 明显 。讲授法 作为一种 

以语言为媒体 的教学方 法 ，不 能使 学生 直 接体 验这 

些知识 ，学生常常忘记教师所讲 的许多 内容 。因此 ， 

力 学教 学 中 应 尽 可 能 地 多 列 举 生 产 和 生 活 中 的 实  

例 ，以激 活看似枯燥 的力学知识 ，从 而向学生传递 知 

识信息的 同时 ，控制学生掌握知识信 息的过程 ，并 在 

此基础 上促进学生认识 能力 的发展 。笔者在讲解 梁 

的合理设计 时 ，在列 出矩 形 、圆、圆环等 截 面图形 面 

积相等时 的惯性 矩之 比之后 ，学生 一般 认 为 圆形 截 

面是最不合理 的 。但是 ，圆形 截面 不但 有 良好 的工 

艺性 ，而且具有各 向同性 的性 质 ，这是其 它形状所不 

能相 比的 。 以 圆 形 截 面 和 环 形 截 面 相 比较 ，在 面 积  

相等 ，当 a=0．2时 ，直径之 比为 d：D=1：1．02，惯性 

矩之 比为 1：1．08。 自然 生 长 的树 木 ，都 是 圆形 截 

面 ，以适应来 自任 何方 向的风 载荷 ，根 部粗 而坚 实 ， 

适应悬臂梁弯矩变化 的规律 。生 长很 快 的竹子 和庄 

稼 的秸杆 ，则是 采用 了最经济的环形截 面 ，植 物也 能 

给我们这样的启 示 。如 此这 般 的讲 解 。学生学 习兴 

趣大为提高 。 

笔者在力学 教学 中 ，除 了运用讲 授 法 外 。还 创 

造 了以下三种适合力学教 学的方法 。 

① 问题求解式 的教 学方法 

问题求解式 的教学 方法的步骤 ：提 出一解 决(思 

路 、方法 )一优化 (讨论一结论 )。 

如讲 材料 力学 中梁 的弯 曲强度 等相 关 章节 时 。 

提出 ：有 的教室为什么要 限制 学生的人数 、教室堆放 

钢铁行不行 ?为什么梁要 出现裂缝 ?为什么在钢筋 

混凝土结构 中梁要配筋?纵 向受力钢筋 和箍筋各 自 

是用来承受何 种应 力?这 与梁 的弯 矩 、剪 力 图有什 

么关系?用什么方法求解 ?有好 多种 方法求解 ?哪 

种方法最佳?优缺点有哪些 ?其结果正不 正确 ?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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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对 计算结果进行讨论 。通过提 出一解决一优化 的 

方 式 ，最后 提高 了学生对 弯 矩 、剪力 图 、主应 力迹线 

等知识 的认识 和应用 ，培养 了学生动手动脑 。 

② 实训 式 的 教 学 方 法  

采 用实训 式 的教 学方法 的思路 是 “教 、学、做合 

一

，做 为 中 心 ，在 做 中教 ，在 做 时学 ，实 训 中教 学 ”。 

以实 物或模型 为基 本工具进行讲授 ，让学生在直观 、 

形象 的气氛 中学 习知识 和掌 握知 识 。如 ，在 学到结 

构力学绪论 中确定 结构 的计 算简 图 时 ，可 以把学 生 

带到结 构实验室 ，结 合实 验 室的 大梁 、连续梁 、多跨 

梁 ，按照确定 结构 的计算简 图原则 ，对杆件 、支座 、结 

点 、荷 载 进 行 简化 ，作 出结 构 的计 算 简 图 、受力 图 。 

这 为 以后 的相 关 章 节 、212程 实 际 、结 构 设 计 中 ，进 一 

步分 析结构 的内力 图绘 制 、位移 计算 打下 了必要 的 

基础 ；同时也培养 了学 生 善于 “抓 主要 矛盾 ，忽 略次 

要 矛 盾 ”的辩 证 思 维 方 法 。这 种 教 学 模 式 在 现 场 中 

边 做 、边 写 、边 总 结 ，动 脑 、动 手 、又 动 口 ，学 生 在 轻 

松 、实在 的环境 中学 习 ，学 生 的学 习积极 性 、兴趣全 

方 位 得 以调 动 。 

③ 点评 式 的 教 学 方法  

多数教师都会运 用讲座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进 

行教 学 ，笔者 在这两种方法 的基础 上 ，创造 出点评式 

的方 法 。 点评 式 教 学 方 法 的 关 键 是 学 生 为 主 ，教 师 

点评 ，其思 路是学生认真 预习 ，同时培养 出骨干发 言 

人 ，通过 骨干发言人 的优劣表现进行 广泛讨论 ，讨 论 

后 ，由教 师 进 行 点 评 。 点 评 的 关 键 是 本 节 课 的 中 心 

内容 ，特别 要对 难点 、重 点 、运用 、关键 词 、解题 的程 

序和思路 ，以及 与后续课的衔接 问题进行讲解 。 

比如 ，讲解 材料在拉压时 的力学性 能一 节时 ，先 

让学生 预习课本 ，找 出低碳 钢 轴 向拉伸 时的变 形过 

程 的四个 阶段 、两个刚度 指标 (E、 )、两个强 度指标 

(os、ab)、两个塑性指标 (艿、‘l，)。再查 阅《建筑 材料》、 

《钢筋混凝 土结构 学》等相关 书籍 ，解决如下 问题 ：如 

何 确定混凝 土的弹性模量 ?在钢筋混凝 土构件计算 

中 ，对 于具有 屈服 点 的钢筋 为什 么也取 其屈 服极 限 

作为强度极 限?怎样 确 定假 想屈 服 点 (oo．2)数值 ? 

这种学 习方法 ，培养 了学生 的 自学能力 ，由于与专业 

结合 比较紧密 ，大大提高 了学生 的学 习积极 性 ，同时 

也为后 续课 的学 习打下较好的基础 。 

该 方法 在 阶段性 复 习课 中、期末 复习课 中优势 

更 为突出 。笔者对 组合 变形 ：斜 弯 曲 、拉 (压 )弯 、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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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压缩 、弯扭探讨 出点评程序 ：“#1-力分析 ，判变形 ”、 

“内力 分 析 ，判 危 险 面 ”、“应 力 分 析 ，判 危 险 点 ”、“强 

度 条件 ，强 度 计 算 ”；按 此 解 题 的 程 序 和 思 路 讲 解 和 

复 习 ，学生学得 容易 ，在作 业或考试 时不 至于无从下 

手 。在 期 末 复 习课 上 可 以列 举 一 些 综 合 较 多 章 内容  

的例 子 ，让 学 生 通 过 思 考 、讨 论 ，再 加 以点 评 ，可 以达  

到复习巩固、深化 的 目的。 

四、结语 

笔者根据本科教 学改革 的力学教学 大纲和培 养 

目标 的要求 ，探讨 出适应 三大 力 学教 材 和教法 的 改 

革基本 思路 ，进行 了可操作性 的实践 ，并提 出了初 步 

探 索 出 的 教 学 手 段 和 方 法 。 笔者 在 近 几 年 的力 学 教 

学 中进 行 了实 际 试 用 ，收 到 了较 好 的 效 果 ，学 生 反 应 

好 。学生通过 问题求解式 、实训式 、点评式 三种教学 

方法 ，学到 了真正实用 的力学 知识 ，所 学知识运用 到 

专业 中能立竿 见影 ，实 实在 在提 高 了教 学质 量。 由 

于笔者对力学改 革还 处 于初 探 阶段 ，存 在 问题 在所 

难 免。在 此 ，旨在抛砖 引玉 ，与 同行交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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