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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林业大学办学特色的《结构动力学》教学改革

【摘     要】

【关键词】

首先，分析了《结构动力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其次，基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办学特点提

出其教学改革方法和考核制度；最后，以实验班论证了该教学改革的实效性。

《结构动力学》；林业大学办学特色；教学思路；考核制度 

《结构动力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基础
课程，它具有公式繁多、计算难度系数大、涉及内容多、理解
困难等特点 [1]。

目前，传统的教学模式下结构动力学课程教学中存在以下
几个问题。第一，教材选用问题。目前结构动力学教材大多选
用了刘晶波主编的结构动力学，该书不能反映当前结构动力学
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该书对研究生未来的研究工作指导意
义有限。第二，培养目标单一。培养方案的设计与新形势需求
脱离，难以很好的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第三，教学手段
单一。已有仅通过课堂面授的形式进行多媒体教学，对学生吸
引力较低。第四，实验与实践能力缺乏。目前学生缺少对结构
动力学实验技术的了解和操作能力，缺少实践机会，且理论教
学与实际应用不一致，学生缺乏实践能力。第五，考核方式粗
放。目前各高校结构动力学课程普遍采用结课论文的形式考核，
要求较低，抄袭现象严重 [2]。

面对这些问题 , 且结合以林业为主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如何结合本校的特色进行专门的课程设计，上好《结构动力学》
课程，既要体现结构动力学核心课程作用，改善传统教学模式，
提高课程教学效果，又要体现我校专业设置的特色，进行《结
构动力学》教学改革至关重要。

1、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
由于《结构动力学》课程的重要性，很多学者结合该课程

的特点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研究。鲁正 [3] 从课程要求、课
程内容等多个层面对比分析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和同济大学等大学该课程设计，研究发
现结构动力学课程的设计情况（表 1）和课程内容（表 2）与
各大学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和研究方向有关，还受所处国家或地
区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并针对本校的特色提出结构动力学教
改的两点建议：一、进一步细化教学内容；二、增加计算机编
程对该课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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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结构动力学课程内容 [3]

同济大学

新加坡国立
大学

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

麻省理工学
院

结构动力学 结构动力学的科学与技巧；结构动力学基础与运动方程的建立，单自由度体系动力特性；结构
动力学中的能力与阻尼问题；复频响应与隔振原理；多自由度体系的特征方程和频率方程；振
型的正交性与振型叠加法；阻尼矩阵的构造与振型加速度方法；梁的偏微分运动方程以及自振
频率和振型求解；解动力反应数值分析的显示方法与隐式方法；数值算法中的基本问题；结构
实用振动分析方法；结构动力分析的离散化方法概述；专题介绍等

结构稳定性与动力特性的基本原理；局部以及整体的稳定性设计；单自由度体系动力特性；多
自由度体系的动力特性；连续结构体系的动力特性；计算结构稳定性和动力特性的数值方法以
及电脑编程应用；结构稳定性与动力特性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计算结构在单自由度体系和多自由度体系的动力响应以及结构变形；计算地震荷载下结构的变
形与内力；利用反应谱计算结构的最大响应；实验验证

多自由度体系下结构的动力特性；刚性的平面运动；虚功原理的应用；拉格朗日方程在质点与
刚体平面运动上的应用；自由状态下多自由度体系的振动特性…利用数值方法以及 MATLAB
解决动力与振动问题

结构稳定性与
动力特征

结构动力学

动力学与控制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

表 1 同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课程要求 [3]

学校名称

同济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课程名称

结构动力学

结构稳定性与动力特征

结构动力学

课程性质

必修

必修

必修

学时

3 小时 / 周

3 小时 / 周

3 小时 /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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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 1 发现各大学校在《结构动力学》课程每周课时量
设置基本相同，说明该课程的学习难度系数大，需接受的时间
较长。从表 2 可以看出同济大学在结构动力学课程的教学还
是集中在理论基础知识上，这和国内其它院校基本一致。而新
加波国立大学加入电脑编程和实际工程应用内容，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则加入了实验验证内容，麻省理工也加入了编程内容
（Matlab），可见，对《结构动力学》进行单一的理论讲解
是完全不够的。

赵红华 [1] 从“高等结构动力学”教学内容的具体环节出发 ,
以寻求教学改革与提高学生能力为目标 , 探讨培养和提高学生
各种能力的有效办法。指出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应对学生进行学
习能力、表述能力、科研能力、各学科知识应用能力以及科研
作风等方面进行培养。并在总结研究生“高等结构动力学”课
程教学的基础上 , 论述了专业硕士研究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及
有关措施。

何伟 [2] 介绍了结构动力学核心课程建设基本情况。提出
了以工程实际需要为目标加强实践工作的想法，增强理论联系
实际工程应用的能力，补充增加了现代结构动力学分析与动力
监测测试技术的新内容、新方法。

盛宏玉 [4] 分析了“结构动力学”课程的特点，总结了该
课程教学和学习困难的原因，并针对性的相应措施，同时指出
该课程的教学需与最近科研成果保持一致，确保该课程教学的
与时俱进，面对时代需求，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工程素养，满
足工作的需求。

岳中文 [5] 指出要上好《结构动力学》必须提前备好课，
采用传统教学手段和多媒体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有
效的结合教与学的关系，利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和工程实例法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谢顺利 [6] 从结构动力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找问题，并对其
在教学内容、课堂设计、培养学生目标、教学考核等方面进行
教学改革，从根本上改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热
情。

综上所述，目前对《结构动力学》课程的研究主要是结合
该课程特点和硕士培养的目标进行了相关的教学改革，取得了
一系列的成果 [2-6]。但本校以林业为主要研究方向，拥有国家
林业局 948 专项，以研究现代木结构基本性能为基础，完成
了木结构动力性能的研究，并在本院试验中心进行了木桥的比
例模拟试验，获得了大量的木结构动力性能方面的研究成果。
如果直接硬搬其它院校已有的《结构动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进行教学，其应用效果将不显著，也体现不了我校的特色，因
此结合本校办学特色进行《结构动力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
科学意义。

2、基于林业大学办学特色的《结构动力学》教学改革
我校是一个以林业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拥有大量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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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动力学方面研究的资料，针对本校学生状况和学校办学特色
对该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具体的改革内容如下。

第一：结合我校特色修改《结构动力学》的教学大纲和教
案，形成一套与林业大学办学特色相匹配的《结构动力学》教
学大纲和教案。我校选用的研究生教材是由刘晶波和杜修力主
编的《结构动力学》，该书在选材上重视基础理论的循环渐进，
基本概念清晰，内容系统完整，易于理解和自学。教学过程中
同时结合其他经典教材进行补充，例如 R. 克拉夫、J. 彭津主
编的《结构动力学》。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保
证基本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结合我校特色修改《结构动力学》
的教案和教学大纲，加入木结构动力学方面研究成果。

第二：改变传统的多媒体面授上课模式，形成一套多元化
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上要突出师生间的交流，提高学生课堂练
习的机会，多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平台，从根本上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在授课方式上，改变传统的单一多媒体面授上
课模式，首先通过添加木结构动力学方面的实验课程，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其次增加学生课外阅读和课堂讨论相结合的自
我学习模式。另外课堂上还可以遗留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动力学
问题作为作业，课外多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相关《结构动
力学》的论文，阅读完后在课堂上跟其它同学分享自己的阅读
内容，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提高了其学习兴趣。最后，还
可以增设网络教程，解决《结构动力学》学时紧缺的问题，提
高课程的教学质量。

第三：完善考评制度，细化考核目标，形成一套多方位相
结合的考核制度。首先，要改变传统的《结构动力学》成绩分
配比例，增加学生平时接受动力学方面的知识的机会，把平时
学生的自主学习成果作为综合成绩中考核的一部分内容。从而
要求学生要注重平时的学习积累，而不是依赖期末的临时抱佛
脚来通过该门课程的考试。

其次，采用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的考核方法。不是简单的期
末做个试卷考个高分，就算完成该课程的学习了。《结构动力学》
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平时自主学习的评分比例。

3、总结
通过建立某级土木工程专业方向的专业硕士班为示范点，

以该班作为实施基地，采用新编的教学大纲和教案，采用多元
化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使用多方位相结合的考核制度进行考
核评定教学成果，改革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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