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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材料力学实验教学 

注重培养学生的工程素质与创新能力‘ 

唐 晓雯 

CIt京建筑工程学院 基础部 ，北京 100044) 

[摘 要】 文章阐述了材料力学实验教学巾存在的限制学生能力发展的问题，并结合实验教学内容、方法、考核等方丽提出 

了相应的改革措施 。使材料力学实验教学改革与课堂教学改革更相适应 ，更有利于发挥材料力学实验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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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experimental teaching on mechanics of materials 

an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of students 

TANG Xiao-Well 

(Department of Basic Science。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and Civil Engineering。Beijing100044。China) 

Abstract：The author addresses the issue that the experimental Ixxtagogy on mechanics of materials has IK)W oonstrained the develop— 

ment of studems’ability．Combining with the oontem 。methodology。examina tion and other asp∞ts in the  experimental Ixxtagogy。the 

author discussesthe related reformativemeaa123-e8tomakethe experimentalIxxtagogy reform inlinewiththe C ""lassroolllpedagogy reform of 

mechanics of ma terials and bring the experiments into a greater play in quality education． 

Key words：mechanics of ma terials；experimemal teaching ；quality education；creative and innovative ability 

目前 ，我国 的工科力学教学 正处在 内容和体系 

的改革时期 ，其 主要 目标 是使 工科 力学 能够充 分起 

到工程 素质 教育 和创 新 能 力 培养 的作 用 。我 院 自 

1997年底 开始 参 与教 育部 “面 向 21世 纪 基础 力学 

系 列 课 程 改 革 ”项 目 以来 ，已连续 三届 在 土 木 专 业 较 

为成 功地进行 了工程力 学课 程体系和 内容的课 堂教 

学改 革。如何改 革材料 力 学实验 教学 ，加 强素质 教 

育 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 ，已成 为高校 基础力 学 实验教 

学值得探讨 的课 题 。 

材 料力 学实验 ，对 固体 力学 的发展和创 新有极 

其重要 的地位和 作用 。因此 ，材 料力学 实验 理应成 

为对 学生进行工程素质教 育和培养学生创新 能力的 

重要 环节 。然而 ，长期 以来 ，材料 力学实验的教学模 

式单一 ，教学 内容 陈 旧 ，教 学方法 死板 ，学 生 只要 按 

实验指导书上 的步骤去做 ，就能顺 利地测 到数 据 ，完 

成 实 验 。这 种 凝 固 的教 学 方 式 在 一定 程 度 上 限制 了 

学 生 的思 维 ，限 制 了学 生 学 习能 动 性 的 发挥 ，不 利 于 

学生 的个性发展 ，束缚 了学 生 的创新 意识 和创 新 能 

力 。为此 ，我们在材料力学实验教学 改革 中 ，针对 存 

在的问题 ，结合教 学 内容 、方法 、考 核成 绩等 方 面进 

行 了一些探索性 的改革实践 ，取得 了一定 的成效 。 

一

、面向新世纪材料力学实验改革的基本思路 

自2000年底 开始 ，我 院 以“工程力 学课 程 体 系 

和内容的综合改革 ”为 中心 ，开展 了材料力学实验教 

学 的改革 ，其主导思 想是 ：① 改验 证性 实验 为设 计 、 

探 索性实验 ；②加强 学 生独 立实验 、动手 、动脑 等 能 

力的培养 。通 过实验 教学 观念 的更 新 、实验 内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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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调整 以及 实验 教学装 置 的升 级改 造 ，逐 步形 

成 了面向新 世 纪 材 料力 学 实验 教 学 改 革 的基 本思 

路 ，其 核心是 以培养 学 生 的探索 能力 和创新 能力 为 

目标 ，建立材料力学实 验教学 内容 的新体系 。 

在 构建材 料力 学实 验教学 内容新 体系 的 同时 。 

必须破除 陈旧 、过 时的传统教学观念 。例如 ，把实验 

与理论 的关 系 ，由原来 实验完全从属 于理论教学 、服 

务 于理论教学 ，转 变为二者相互配合 、相 互补充的关 

系 ，充 分体现 出实 验教 学在 培养 学生创 新 能力 中的 

重要作用 。材 料力学 性 能试 验是 如此 ，弯 曲应 力 的 

电测 实 验 更 是 如 此 。 因为 电 测试 验 不 仅 可 以验 证 材 

料力学理论 ，还可 独立 作 为应力 分析 的另 一重要 手 

段 ，用于难 以用解 析法 或数 值法 解决 的工 程结构 的 

应力 分析 问题 。另 一个 应该 摒弃 的传 统教学 思想 ， 

是 验 证 理 论 的实 验 要 占有 相 当 的分 量 。实 验 验 证 对 

于学 生加 深 、巩 固对 理论 知识 的理解 和 掌握 固然是 

有必 要的 ，但 问题 是 过去 构 造的实 验验 证模 型过 于 

简单 ，而有些理论 即使不 进行 实验验证 。学生也容易 

接受 。因此 ，必须加大 验证性 实验的改革力度 ，强调 

在“探索 ”和 “创新 ”方 面做文 章 。另 外 ，由于实际 问 

题 的多样性和实 验模 型单 一性 之 问 的矛盾 ，以及从 

培 养 学 生 的应 变 能 力 着 想 ，在 材 料 力 学 实 验 中很 有 

必要 引 人计算 机辅助教学 或计算 机仿 真实验。 

基 于上述 分析 ，我们提 出了面 向新世 纪材料 力 

学实验教学改 革 的基本 构想 ：精选 材 料力 学基本 实 

验 ；革新简单 的验证性实验 ；设 计 、开发一些综合性 、 

探索性 的分 析实验 ；充分利 用现 代教 育技术 改造 传 

统 的实验教学手段 、方法 ，建立起既能使学生打下较 

扎实 的实 验基础 ，又 能锻 炼其创 新性 研究 能力 的实 

验 内容新体 系。 

二、改革的基本方案与实施 

我们 以新世 纪基础力学教学 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 

革为蓝本 ，按照人才培 养 目标 的要求 ，对材 料力 学实 

验进行新 的构思方案如下 ： 

1．精 选基 本 实验 、设计 开发 具 有探 索性 、研 究 

性 的 新 实验 

根据工程力学课 程的要求 ，精选 出低碳 钢 、铸铁 

的拉 伸 、压 缩试验 、扭 转试 验作为基本 的材料力学性 

能实 验 ；把纯 弯 曲梁 的 电测实 验和 薄壁 圆管 的弯扭 

组合 变形作为 基本 的应 力分 析实 验 。另外 ，根据各 

专业 的需要 ，专 门开 发 了非 比例伸 长应 力 opo．2的 

测定 (黄铜 )、叠合梁 的应 力分析 、压杆 临界力的测定 

等具有探索 性 、创新 性和研究性 的新实验 ，构成整个 

实验 内容体系 的提高部分 。 

对 于弯 曲实验 ，在保 留原 单体 梁弯 曲正应 力实 

验 的基 础 上 ，成 功 地 开 出 了具 有 探 索 性 的叠 合 梁 的 

弯曲实验 。 由于单梁 、叠 梁 的弯 曲实验 同时 昆合 安 

排 ，并且是一人一组 ，增加 了实验 的随机性 。促使学 

生必须在 实验 时认真 阅读 实验 指导 书 ；实验 中认 真 

测量 数据 ；实验后认 真分析 结果 ；独立 导出其应 力分 

布规律 和理论计算 公 式 ；并 与实测 结果 相 比较作 出 

正确 的定 性 误 差 分 析 ，这 样 才 能 完 成 高 质 量 的实 验 

报告。这对于综合提高学生运用所学 的力学 理论分 

析 、解决工程 问题 的能力 ，培养学生 的工程 思维能力 

和科 学实验素质 ，都起 到了很 好 的促进作用 。 

压杆稳 定是工 程力学 课程 的重要 内容之一 ，也 

是土木 、建筑 、机械等工程 中常遇见 的问题 。增设各 

类支承压杆临界力 测定 的实 验 ，是新 世纪 基础 力学 

课程 改革 的需 要 。通过 各 类 支 承压 杆 临 界 力 的测 

定 ，加强 了实验 的研究性与设计性 ，使学生有充分 的 

时间与空 间动手 、动脑 。提高了学生在实践 中发现 问 

题 、处 理 问题 、解 决 问题 的 能力 。 加 深 了学 生 对 压 杆  

丧失稳定概念 的理 解 与认识 ，收到 了 良好 的实验 效 

果 。 

2．改 造 更 新 老 设 备 、提 高 实验 的检 测 手 段 

要 使 基 础 实 验 达 到 国家 标 准 ，必 须 改 造 、更 新 老 

的实 验设 备 。本着少花钱多办事 、办实事 的原则 ，力 

学 实 验 室 对 已运 行 了 30年 的 五 台 万 能 试 验 机 进 行 

技术 改造 ：在不改 变原试 验机功能 的基础上 ，增加位 

移传感器 ，力传感 器和数显表 。经过改造 ，实验机在 

数显表 的跟踪下 ，实验 中能对 力 和位 移进行 跟 踪测 

量 ，所 采集的全 部数据被输入计算机进行数据 处理 ， 

并 自动绘 出力——变形关 系曲线 。实验技术 的 自动 

化 与现代化 ，大大提高 了实验教学 的水平 ，增强 了学 

生参与实验 的兴趣 ，激发 了学生 在 实验 中探索 力 学 

规律的热情 。 

3．加 强 相 关 工程 素 质 的 训 练 。科 学评 价 学 生 的 

能 力 

学生 的 知 识 、能 力 ，尤 其 是 创 新 能 力 很 难 通 过 

一

、 两次考试 就可 以检测出来 ，评价 的 内容应 该是多 

方面 的。材 料力 学实 验 成 绩 的评 定 依 据 是 实验 报 

告 。对 于实验报 告 ，我们 向学 生提 出“完整 、简练 、准 

确 ”六个字的要求 ；让学生独立完 成实验设计 、理论计 

算 、误差分析 ；鼓励 学生从写实验 报告 开始锻炼撰 写 

科研论文 。根据实验 的分组和实验类型的具体情况 ， 

我们改变了以往实验报告撰写 的模式 ，由一人一份改 

为 一组 一 份 。例 如 ，对 于 4— 5人 (下转 第 l0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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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考试教 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 

为 宜 。 

六 是 要 具 备 教 学 大 纲 、教 材 等 考 试 命 题 材 料 和 

题库组建使用 的详 细材料 。 

七是与 时俱 进 的原则 。题库在使用过程 中要根 

据使用 的实 际情 况 、学科 的发展 、考核对象变化等不 

断地补充 、修改和更新 。 

五、建立考试工作质量评价及信息反馈 系统是 

提高考试质量的可操作性保证 

高校在建 立考试工作评价及信息反馈 系统方面 

应做好 以下 工作 。 

第 一 ，从考试设计 、考试组织 管理 、命题 、题库建 

设 、考 试质量 、学生成绩分析六个方面建立评估指标 

体 系(见 附表 )。 

第 二 ，根据评 估 的结果 学 院每 学期 召开专题工 

作会 ，表扬优 秀的先进个人和单位 ，帮助工作 不足的 

单位 或个人 找 出问题 ，要求单位或个人 限期整改 。 

考试作为高校 教学 管理工作 的重要 内容之一是 

一 项 系统 工程 ，考 试工 作质 量 的全 面提高需 要高校 

各教 学单位和全体教师 的精 心协作和紧密配合 。随 

着 高校 考试评估 体 系的不 断完善 和认 真组织 落实 ， 

考 试质量将会得 到不断提高 。 

评价项 目 评价 内容 评价方式 

①考试 目标 、内容和 考试 

考釜蓑计葛 和类型的选蠹 喜 
一" 择 评估指标体系测评 

③命题计划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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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组 的拉 (压 )实验 ，注 意学生学习程 度的搭配 ，指定 

组长负责 。每个 人根 据 自己的特长 ，承 担实验 中的 

一 部分工 作 ，而完成 实验 报 告 时 ，要 求发 挥 团队精 

神 、共 同合作 、写 出精 品 。而对 于 电测 实验 ，则是一 

人一组 ，独立完 成 。材 料力 学实 验报 告成绩 按一定 

比例计入期 末 总成绩 。为加 强实 践性教 学环 节 ，对 

不参加 实验 的学生 ，平 时成 绩 以零分记 并取 消其期 

末 考试资格 。通过 实践 ，我们深切感 到 ：积极引导学 

生通 过实验观察 、思考和发现 问题 ，既活跃 了学生的 

学术气氛 ，开阔 了学生 的视 野 ，又使学生 的潜在 能力 

得到充分的发挥 ，激 发 出学 生更大 的创造 能力 和创 

新精神 ，有 效地提 高 了学生 独立解 决实 际问题 的能 

力 。许 多学 生对叠梁 的应力分析写 出了质量较 高的 

实验报告 ，这也 是以前从 未有过的。 

三、结语 

实验教 学改 革 ，只有摆 脱 旧的教学 思想和 教学 

观念 的束缚 ，才有可 能获 得实 质性 的突破 ，否则 ，改 

革 就会成为修修补 补的代 名词 。建立新的实验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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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是新世 纪材料 力学 实验教 学改 革 的一项 基础 

性工作 。我们虽迈 出了重要 的第 一步 ，接 下 去还要 

把初步形成 的实验 教学体 系加 以改 进 、完善 。应 该 

指出 ，材料力学实验作为工程力 学课程 的组成部分 ， 

其改革必须 同理论 教学 的改 革 配合 进行 ，这样 才 能 

使材料力学实验 改革 深入 进行 下去 ，并 取得 很好 的 

效果。就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而言 ，我们认为 ：同理 

论 教学相 比，实 验教 学 的作 用 也十分 重 要。材料 力 

学实验应 该 是 工程 力学 课 程 中创 新 教 育 的重 要 环 

节 ，应该 为学生提 供获 取知识 、收集 处理 信 息 、进行 

创新性研究 的空 间与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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