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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土木工程专业材料力学金课建设探索 
郭红铄  蔡双阳  罗迎社*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湖南衡阳  421001） 

摘要：目前材料力学教学大多还没有摆脱传统教学方式，存在灌输式等弊端，所以须加快打造材料力学“金课”进程。对此可

以从改革教学模式和革新教学内容两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四维四阶”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并从运用人工智能个性化

教学、引入案例库、融入思政教育三个方面阐述了对于教学内容的改革方法，建立了应用型本科土木工程专业材料力学“金课”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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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材料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重要的一门基础课，上承理论力学，

下启结构力学等专业课[1]。然而现在大多数的材料力学教学都存在

灌输式、批量化的问题，学生知识接收效率低、不能应用于实践，

不能与所学专业有效联系在一起，导致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兴趣

低，教学资源浪费等现象。2018 年 6 月份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上，第一次提出了“金课”概念，随后“金

课”被写入教育部文件，其后在 11 月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学论

坛”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作了题为“建设中国金课”的报告
[2-5]。于是“金课”和“水课”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两个热词。

因此，打造材料力学“金课”成为当下迫在眉睫的事情。 

1 材料力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材料力学是一门理论性强但同时又与工程实践联系紧密的一

门课程，其内容名词概念多、公式繁琐，传统的教学方式大多是教

同学们如何理解并记忆这些概念、公式，并培训如何熟练做题，然

而这样的教学方式会出现学生感觉学习枯燥，深入钻研的兴趣疲

软，不能将所学内容与本专业有效联系，对学习本门课程的作用感

到迷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方式改革缓慢，学分减少，学时不

足。力学学分、课时越来越少，仅仅依靠传统课堂教学方式已经不

能很好的完成教学任务，且传统教学方式单一，学生学习兴趣低落，

师生互动较少。 

（2）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兴趣爱好差别较大，学习目标不尽

相同，师生之间了解不足，众口难调。我校本科生情况参差不齐，

知识底子差别较大，教授方式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根据学生底子情

况以及学习需求，布置不同任务、传授不同知识，而这些无法完全

在课堂上表现，老师也不能在课堂上完全掌握每个学生的知识水平

情况，做不到因材施教。 

（3）知识枯燥，学习乏味，对前程一片迷茫。材料力学属于

专业基础课，知识点比较抽象，与专业知识看起来相差甚远，总是

有同学问“我们为什么要学力学？与我们的专业有关系吗？”、“我

觉得力学好难，拿起书就想睡觉，没有兴趣怎么办？”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学习比较迷茫。 

（4）思政教育薄弱，导致学生社会责任感不强。高等学校作

为大学生培养的主体,承担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合格人才的重任
[6]。教育发展,德育先行,如何在新形势下培养当代大学生形成科学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已成为高校思政教育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如

今犯罪分子中不乏高学历人才，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知法犯法，价

值观扭曲。或者一些学生整天沉迷于追星，梦想的职业是成为明星，

而忽视了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很少关注祖国建设需要各

方面的人才。 

我校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旨在培养应用型高技能型人才，与传

统的研究型本科相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大部分材料力学教学中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方

式，授课方式单调，在公式推导、复杂理论讲解等方面耗费时间过

多，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产业和学生的

实际需求。为践行我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为适应教

学改革，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新途径和新方法就成为非常必要。 

2 改革方案与建议 

2.1 革新教学模式 

2020 年以来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网络教学异军突起，显示

出其独特的优势，逐渐被大众所接受并应用于高校教学。随着应用

型本科高校的比例增加，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

高，传统的教学手段、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于社会需求，就要根

据时代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改革传统教学方式。笔者经过多年的

材料力学教学实践与探索，将微信公众号、材料力学仿真试验软件、

MOOC 等新元素融入到材料力学教学中，课堂教学与案例演示相结

合，线上线下学习相结合，课本与实践相结合，现实与虚拟仿真相

结合，穿插了一些模拟动画，提高了教学效果，增加了学生学习的

兴趣。同时实验课通过动手操作，亲身体验，激发了学生对未知事

物的探索兴趣，开拓想象，提高理解能力与创新能力，逐步形成了

“四维四阶”教学模式，着重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 

“四维四阶”教学模式： 

四维 四阶 

理论课 PPT 黑板 视频动画 教学道具 

研讨课 典型习题 观察案例 方法辩论 经验交流 

实践课 仿真试验 验证性试验 演示实验 设计试验 

课外拓展 网络学习 工程实践 参与科研 小论文 

培养“四种能力”： 

（1）开拓创新能力：通过设计试验以及小论文的撰写，充分

发挥学生们的灵活思维优势，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能力； 

（2）独立思考能力：通过习题求解、演示实验、方法辩论等

教学方法，充分发挥不同学生的多方面优势，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

能力； 

（3）科学研究能力：通过学生参与老师科研项目，可以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研能力，提高科研水平； 

（4）动手能力：通过仿真试验、验证性试验、设计试验，培

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2.2 革新教学内容 

目前材料力学教材仍旧是针对研究型学习需求编写的，内容繁

多复杂；而且教材中的案例大多数为机械、航空等方面的内容，与

土木工程专业联系相对较少，导致许多学生不能将材料力学与土木

工程联系到一起，丧失学习积极性。由于我国高校教学改革，加之

新知识不断增加，大部分课程学时有所减少，课堂上不能精讲所有

知识点。针对这些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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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融入人工智能教育，定制“个性化”教学 

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爱，同理教育亦不能违背人性的发展，在

新时代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本科教学不应仍是所有学生批

量生产，灌输式教学。有效结合人工智能，通过线下线上两种方式

结合使用，才能因材施教，实现精准教学。首先调查了解学生对于

以后学习、工作的发展规划，然后根据学生不同的目标制定不同的

线上学习套餐，对此可以采用通过“（线下+线上）*（必修+选修）”

的教学结构，并规定每位学生最少所需学习的选修课时数。 

由于学时限制部分知识点不能够在课堂中详细讲解，比如可以

将应力状态、强度理论、疲劳荷载以及一些公式推导等一些比较复

杂内容在课堂中粗略讲述，同时将这部分内容增加线上选修课时，

对于之后打算继续考研的学生，可以通过选修这部分课时进一步学

习深造。 

同时可以增加仿真试验作为选修课时。由于受硬件、场地、时

间等条件的限制，学生不能够自由进行试验，对于拉伸、扭转、弯

曲等知识点相对比较抽象，因此可以通过虚拟仿真试验使学生巩固

和加深材料力学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独立观察现象、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通过“（线下+线上）*（必修+选修）”的教学结构使学

生掌握重要知识点的同时可以根据自己兴趣爱好或者需求选修自

己所需知识点。且通过两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这样教学方式深受学

生喜欢，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幅提高了学习效率。 

2.2.2 建立材料力学案例库 

材料力学与工程实践息息相关，然而目前教材中的案例一方面

大多为机械构件案例，另一方面案例太少，理解困难，容易导致应

力、变形等公式与工程实践脱节，所以建立土木工程案例库势在必

行[7-10]。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单单依靠教师力量有限，在建立案例

库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老师与学生共同建立，学生既是案例库的铸造

者，也是案例库的使用者。 

首先由教师对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并引出关联案例，比如在

讲解轴向拉压杆的时候以悬索桥中拉杆为例分析其受力、变形、作

用等，一方面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浅出，使得抽象的知识点更加容易

理解，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实际工程案例让同学们了解到材料力学的

实用性以及重要性，由被动接受变成主动学习。 

为激发同学们主动观察生活、发现力学模型，找到学习材料力

学的乐趣，可将搜集案例纳入平时考核，根据同学们对案例的点击

率以及反馈情况计算其本次得分，再不断优化案例库的同时促进学

生认真搜集力学模型、案例，避免出现应付作业的情况。 

2.2.3 融入思政教育，提高社会责任感 

在材料力学授课过程中，如果将思政教育生硬的插入到日常教

学当中容易引起学生反感，教学效果适得其反，所以这就需要教师

进行巧妙设计，将思政教育无缝衔接到材料力学教学当中。 

比如在讲解材料力学的基本任务时，可以通过列举我国的著名

建筑应县木塔、赵州桥、港珠澳大桥等，一方面加强材料力学与土

木工程的联系，找到课程定位，一方面可以带领同学们认识到我国

建筑史的悠久和强大，增强民族自豪感。另外如今工程事故层出不

穷，每年都有生命葬送于工程事故中，造成人力、财力的巨大损失。

在材料力学授课中，可以通过穿插一些相关联的工程事故，例如在

讲述失稳这一章节时，可以让同学们分析福建泉州欣佳宾馆倒塌事

故，通过观察事故发生的特点，了解其造成的后果，分析其发生的

原因，并思考在自己以后的工作中如何避免事故的发生，以史为鉴，

牢记使命，增强社会责任心。 

通过三年的教学实践，不断的改革优化，逐步形成了适合本校

学生的材料力学“金课”教学体系（图 1）。 

3 结语 

应用型本科材料力学“金课”教学改革可以从改革教学体系和

教学内容两方面入手。通过多年教学实践，笔者建立了“四维四阶”

教学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为进一步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保持材料力学“新鲜感”，增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教学内容深入

浅出，对于教学内容的改革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教育平台建立“（线

下+线上）*（必修+选修）”教学结构，同时授课内容中增加案例教

学和思政教学。实践证明，通过建立新的教学体系能够有效提高应

用型本科的教学质量，并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需求进行精准教学，

明显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独立解决

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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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材料力学“金课”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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