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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相关专业培养目标的调整，材料力学课程的教学时数有所减

少，但对材料力学后续课程的要求没有降低。此外，社会对应用型人才

和复合型工程创新人才的需求也对材料力学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在培养目标调整的环境下，如数值计算的有限元模拟商业软件和应

用程序的不断改进，材料力学教学也应该不再强调复杂的计算过程和计

算方法，培养学生的基本概念、方法和问题的强有力的工程实践，根据
力学建模功能，是当前材料力学教学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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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培养目标和时间减少的现实，从材料力学课程的特点，
在课堂教学训练，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力学建模和分析机械建模能
力培养的综合评价等几个方面，加强学生力学建模材料力学教学
能力训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结果表明，这些方法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对提高教学质量具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 

一、注重课堂教学环节的全程训练 
当前的大学生实践认知环节缺乏，对所计算问题的工程背景

普遍不了解，而相对欧美材料力学教材中大量使用工程实际图片
和制作精美的三维图片，国内教材在内容描述、例题和习题中只
对工程问题进行语言描述和绘出平面线图，学生在理解内容和做
作业时无法和工程问题相联系，严重的最终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
趣，降低教学效果，针对材料力学教学中缺乏力学建模能力训练
这种现实情况，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从以下几点上加强对学生力学
建模能力的培养。第 1，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优点，在课
程开始时做到因材施教，针对相关专业播放“材料力学在 XXXX
中的应用”视频材料，使学生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对材
料力学在相关专业中的应用有了全局的了解。第 2，在基本变形、
组合变形的受力与变形特点学习时，给出大量工程图片，并且针
对典型问题进行如何从工程实际提炼力学模型的训练，包括支座
约束的简化、几何尺寸和截面形状的大致确定、材料选择、许用
应力确定、载荷分析。另外对典型例题也给出合适的工程图片，
使学生了解教材中平面线图的由来。第 3，在相关章节布置力学
建模的作业，要求学生对工程问题画出受力简图，以培养学生的
自主力学建模和定性分析的能力。第 4，在工程问题选择上，教
师要尽量结合当时的重大事件：例如冰雪灾害的结构强度的影
响、奥运会场馆结构分析、动车追尾事故的动载荷初步分析、神
舟系列发射中的强度刚度问题等。 

二、力学建模与分析报告的综合训练 
为了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在课程开始时就把学生分成

若干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需要合作完成多项学习任务，其中力
学建模与分析报告是重点内容，在课程开始时就以《力学建模与
分析报告指导建议书》的形式布置下去，它包括以下内容：工程
问题描述和解释(包括工程和生活实际的照片或图片)；简化得到
力学计算简图，建立力学模型；具体分析计算；本组的创新点说
明；对本组在建模过程中表现的自我评价；小组成员在报告形成
过程中的贡献等，力学建模与分析报告有点类似于以前材料力学
教学改革中的“大作业”，但这里有两点不同之处：更强调从工
程和生活实际中自主选择并提炼力学模型；需要以小组的形式合
作完成，最后提交 PPT 报告。分析以往几届学生提交的报告，
内容覆盖的知识面较全面，涉及的工程领域较多，例如管子台虎
钳强度分析、街道信号灯杆的强度刚度分析、楼房雨棚的强度设
计、指甲刀的强度校核、提水绞车轴的弯扭组合分析、舰载战斗
机弹射起落架强度和稳定性分析等。报告的陈述和评价由学生来
完成，目前采用以下方式。每个组推选本组最善于表达的一个同
学上讲台使用多媒体 PPT 讲解汇报，时间为 8min，另外每个组
安排一位同学作为评委，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评价：选题的
综合性和难易程度(20 分)、力学模型建立是否准确(30 分)、分析
计算是否正确(30 分)、PPT 制作和讲解(20 分)。同时安排学生使

用 DV 对每个组的汇报进行全程摄像和拍照，影像资料可提供给
每个组学生留作纪念，最后把各组的评分表交回教师作为最终成
绩的一部分。 

三、力学建模能力的考核评价 
教学改革与创新活动必须具有一个约束机制或者较为公平

的考核评价方法，这样才能保证绝大多数学生参与其中并且受益.
力学建模能力的考核评价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 1，在期末考
试试题中设计一个力学建模分析的考题，通常给出工程图片，要
求学生对工程结构建立力学建模，并写出强度、刚度分析的主要
思路，在强调定量计算的同时，注重定性分析能力的培养。第 2，
把力学建模与分析报告每个组的平均分值作为本组每一个学生
的平均得分，占平时成绩的 1/3。 

四、教学效果 
培养学生力学建模能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学生的全过程参与提高材料力学教学效果.
经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和调查反馈，可以认为较好地达到了预期
效果。第 1：到课率比较令人满意.到课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利用学生在课上做随堂小测验的机会，进行
过两次到课人数统计，分别为 92%和 95%。第 2：期末成绩相比
较其他班级比较突出教改班的卷面成绩优秀率、良好率明显高于
非教改班，卷面不及格率教改班明显低于非教改班。这也从一个
侧面很好地反映出，力学建模能力培养对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起到
积极正面的作用。第 3，学生反映较好.每一学期期末复习阶段都
要求各组提交“材料力学问题与建议反馈”，从中可知学生对加
强力学建模能力是非常认可的，有的意见如下：“老师的教学方
法，方式很好，能让学生投入到其中，也是我们做人的榜样”、
“这种方法很好，让我感觉材料力学不是很吃力，效果很好。”
另外在同学走上讲台进行力学建模汇报时，学生都给以热烈的掌
声，这也反映学生对力学建模活动的认可程度，如果严格地评价
这些力学建模分析报告，有的还不完善，甚至个别还有理论方法
方面的错误，但是在这里不能苛求这些刚结束材料力学课程学习
的学生，而是强调应用材料力学知识分析工程实际问题的意识和
能力，以及学生们在团结完成报告过程中的心灵碰撞所产生的火
花。 

总之，教师作为实施教学创新的主导，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
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结构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还要具有较高的力
学建模的能力和敏锐性，不断为材料力学教学提供更多力学建模
案例，这样才能在力学建模分析时深入浅出，做到润物细无声，
真正形成学生力学建模能力培养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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