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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翻转课堂在高校弹性力学教学中的运用
娄　佳

（宁波大学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与传统的授课方式相比，翻转课堂教学具有较强的自

主性，对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弹性力学是一门

基础性的课程，也是学生步入工程力学的“敲门砖”，对于学生

未来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文的论述中，教师注重从翻转课

堂的角度，开展弹性力学的论述，真正让翻转课堂式的弹性力学

课程更具有方向性和多样性，打破弹性力学抽象性的刻板印象，

调动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获得良好的翻转课堂教学效益。本文

注重从作者实际的多年教学经验入手，进行力学部分内容的论述，

如有不足之处，希望提供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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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包含多种知识，具有较大的学习难度。弹性力学是

工程力学知识学习的基底。假如学生掌握了弹性力学知识，便可

高效的掌握工程力学知识，还能更好的深入学习塑性力学、岩石

力学等等。为此，教师需要重视这门课程的讲授。与此同时，随

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教学方式应运而生。在此种背景下，

翻转课堂成为力学教学的重要手段。

在本文的论述中，教师注重从翻转课堂的角度，进行弹性教

学，并在此过程中，真正为学生搭建具有生活性、知识性、方法

性、实验性以及情景性的弹性课堂，让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前

提下，感受翻转课堂的乐趣，并在此过程中，加深对弹性知识的

理解，提升学生的弹性知识综合学习能力，也为弹性教学创造新

的可能。

一、构建生活性的翻转课堂，增强弹性教学的生活化气息

弹性力学是为工程力学服务的。工程力学是学生学习弹性力

学的重要目的。工程力学是一门十分接近学生生活的学科。鉴于

弹性力学知识与生活的关系密切相关，教师可以引入相应的与生

活相关的工程案例，让学生从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感受弹

性课堂的生活化气息，促进高校弹性教学质量的提升。

例如，在讲解“隧道受力和应力分析”这部分内容时，教师

可以引入生活化的案例，让学生结合实际的生活，联想个人的生

活常识，并以此为踏板，理解案例中的内容，牵引相应的力学知识。

又如，教师引入“压力隧道的经典解答”的问题，并结合学生的

具体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启发，可以从隧道受力进行切入，

让学生进行此部分内容的探究。更为重要的是，教师考虑到部分

学生的弹性力学基础性差的特点。为此，教师让学生分析教材中

的应力分量，或是位移分量，加深对压力隧道中弹性知识的理解。

之所以教师构建生活性的翻转课堂，教师不仅让学生真正感

受到弹性力学的“可触碰性”，而且转变他们在心理上对弹性力

学“空洞性”“无意义性”的认知，更为了学生可以加深对弹性

力学的深刻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运用在未来的工程设计中。将翻

转课堂运用在此门课程中，教师让学生感受弹性知识的“可触碰

性”，并在实际的弹性知识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中，获得学习体验，

增强高校弹性力学教学的有效性。

二、采用知识性的翻转课堂，打造科学性的弹性力学课堂

众所周知，各个知识之间既是相互联系，也是可以相互证明

正伪的。加之，高校学生的知识较为多样，且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

基于上述情况，教师在开展高校弹性力学教学时，

可以结合翻转课堂的授课特点，让学生运用个人掌握的其他

方面的知识，自主构建各个知识点的连接，也让学生在解决实际

工程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工程知识的可用性，也让学生打破“唯

书本论的认知”，也让他们真正结合实际的问题，以及个人理解

的力学知识，增强学生工程问题解决的综合能力。

例如，在讲解“简支梁受均布载荷作用”这部分内容时，教

师注重跳出固有的教学思维，引导学生利用材料力学方面的知识，

分析应力、应变以及位移量的正确性。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引入

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结合个人掌握的材料力学知识，进

行上述问题的解答，增强学生的综合问题解决能力。为了让学生

的思考更具有科学性，也为了降低学生对此类问题的心理排斥感，

教师引导学生从应力函数以及合理的边界条件两个角度，进行此

次部分内容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相应力

学图示的绘制，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分享绘图思路，以及解决

方式。

通过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教师让学生另辟蹊径，结合材料

力学所学，使得他们将力学知识融会贯通，并不断增强学生的综

合学习能力，促进翻转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使用方法性的翻转课堂，提升高校弹性教学的方向性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高校教师在开展弹性力学的

授课过程中，需要深入了解各个知识点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内容的探究，构建具有方法性的

翻转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动性。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可以充

分发挥教学的主导性作用，让学生立足教师的指引，进行相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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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的独立学习，让学生的弹性力学学习更具有方向性。

众所周知，弹性力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弹性力学与其他

课程具有重要的联系。弹性力学是断裂力学、塑性力学以及有限

元分析方法的学习基础。与此同时，结合教师多年的教学经验，

以及实际的教学状况，教师考虑到：在位移求解的过程中，学生

需要将 15 个变量转化成 3 个变量，即将 15 个方程转化成 3 个方程，

从而进行相应的解答。这种方法，计算费力。

针对上述状况，教师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即注重教学的方

法性，让学生根据教师的引导，运用“辅助数值法”解题，让学

生在此过程中，真正了解新型的学习方法，提升学生的综合学习

水平，也加深学生对各个知识点的认识。以“简支梁受均布荷载

时的应力结果”教学为例，教师应真正地“学会放手”，放手让

他们针对具体问题，并结合课本的图示，着重从“辅助数值法”

的角度，解决这部分问题，真正让学生更为直观和便捷地掌握此

部分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学生分享个人的学习成果时，

需要了解学生的学习问题，根据每一位学生学习的特殊性，进行

针对性的指导，让他们掌握更为便捷的方法，也让他们获得良好

的学习体验，真正增强翻转课堂教学的高效性。

四、应用实验性的翻转课堂，提高学生知识学习的灵活性

实验教学的本质是将枯燥化的知识，以直观化的形式展示。

这种方法有利于让学生更为直观地理解知识，解决问题，也能让

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与此同时，教师在教

学的过程中，需要深入研究何种弹性知识需要实验教学，并真正

将实验教学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为此，教师在实验教学的过程中，

可以引入翻转课堂的方式，真正让学生独立解决相应的问题，并

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相应的学习方法。

在工程力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发现实验是工程力学学习的

重要手段。实验包括实验室实验、熟知实验两部分。平面问题是

学生力学学习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此部分内容的教学过程中，教

师既要认识到各个知识点的联系性，又要真正从实际教学的角度，

选择合适的方式，开展力学教学，真正让学生掌握较为科学的学

习方法，提升此部分知识教学的有效性。

“相似模拟实验”是教学中的重点，教师要真正“懂得放手”

的内涵，敢于“忍心”让学生在错误的历练中，获得综合学习能力，

在实实在在的实验中，增强他们思维方式的灵活性。

与此同时，教师以课下作业的方式，让学生独立面对这个问

题。更为重要的是，教师会给予课件的支持，让学生解决以上问

题。通过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教师让学生真正在相应的指导下，

在相应课件的支持下，结合具体的多媒体情景，提升学生思维的

灵活性，增强翻转课堂教学的高效性。

五、打造多媒体式翻转课堂，增强高校弹性教学的便捷性

板书是最为常见的教学方式。绝大部分高校教师采纳这种方

式。这种方式也常常面临多种问题。针对这种状况，高校教师在

讲解相应弹性知识的过程中，可以制作情景性的翻转课堂课件，

即将“躺在”课本上的弹性知识，转化成具有动态性的视频，让

学生在课下观看视频的过程中，加深此部分知识的理解，获得良

好的翻转课堂教学效果。

在实际的力学学科教学中，教师以板书，进行验算，导致学

生对学习产生厌恶感，整体教学繁琐，教学质量差。以“弹性力

学教学中的应力函数引入”为例，教师可以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

即通过动态图的方式，让学生非常直观地了解平衡微分方程，并

在此过程中，加深对重点知识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考虑到应

力函数学习的重要性；应力函数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思维。

针对此种状况，教师可以深入解读应力函数的知识，深入了

解多媒体的特点，并以课件的方式，将此部分知识，转化成动态

视频，提高学生的思维量，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动性。总之，翻转

课堂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教师需要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维，打破固有的教学思维局限，构建客观的翻转课堂模式，

也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趣味性，增强弹性力学授课的便捷性。

六、结语

总而言之，弹性力学是一门应用型的课程。教师在开展弹性

力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地引入翻转

课堂的方式，构建“弹性”的翻转课堂形式，让学生加深对弹性

知识的理解。与此同时，教师在弹性力学的教学过程中，应意识

到翻转课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应该注重从多个角度，多种

方式，多种思维，进行相应的教学，让弹性力学课程丰富多彩。

以此提升学生的学习新鲜感，也让他们解决问题，学习方法，增

强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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