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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融合'的认识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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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教学科研融合是大学的基本责任!教师的科研经历"创新精神"实践精神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根本# 传授知

识不是简单重复的劳动!是创新知识"创新传授的综合体现!是教学科研融合的体现!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通过教学科

研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是教师的基本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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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学科实力(综合排名(优质

生源竞争#貌似波澜不惊实则跌宕起伏% 大学内

部教师在职称评定(科研项目(学术地位方面的竞

争日趋激烈% 这些均与科研相关#如科研项目级

别(数量#论文级别(数量#获奖级别(数量等等#而

这些指标与学校所得到的资源(教师待遇相关%

而在教学方面基本没有定量指标评价教师的贡

献#导致大部分高校普遍存在所谓*重科研(轻教

学+的情况#出现*科研反哺教学+的匪夷所思的

说法% 笔者认为!从现代大学任务(职责讲#教学

与科研本为一体#不存在融合的问题#出现此问题

是高校相关管理人员(教师认识上存在偏差#导致

行为上更进一步恶化教学与科研关系%

!5大学的责任

大学的本质是在沉淀和创造深厚文化底蕴的

基础上#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问的高等学

府#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具体表现为培养专门人

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长期的历史沉淀表现出

的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最根本的是通过教师育

人来实现% 主要表现为*师生之人格与其言行举

止+*犹一校方有老师也#学生以老师为表率+#什

么样的老师可以作学生表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

也#乃大师之谓也+% 何谓大师#其人格与其言行举

止成为大学的文化沉淀与传承#不断潜移默化影响

学生#给予这样大师相应的待遇决不是所谓*重科

研(轻教学+#而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举措%

#5&鱼'与&渔'

大学培养人才直接责任者是教师% 教师是授

人以鱼#还是授之以渔#显然授人以鱼是不符合大

学精神与教师职责的% 教师授之以渔#首先自己

应有渔的经历(渔的方法及适用条件等% 显然教

师授之以渔#首先自己会*渔+#教师首先要具有

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问经历#也就是科

研工作的经历#才有可能培养传承(研究(融合和

创新高深学问的人才.同时教师的科研经历(创新

精神(实践精神#会激发学生的进取心(好奇心(创

新意识#所以说教学科研本为一体#更不存在*科

研反哺教学+之说%

*5机制的误区

近年来几乎所有大学均进行了人事体制分配

改革#总体分配上向科研成绩突出的教师倾斜#授

人以鱼的教师(授之以渔的教师在讲授同一门课

程对学生的成长影响短期内无法评估#所以就有

所谓*重科研(轻教学+之说%

大学培养人才需要多部门配合#与医院类似#

医院人事体制分配改革是向有处方权(主刀医生

倾斜#应该在收入分配差距幅度上比高校人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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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分配改革收入差距还要高#但医院没有重医生(

轻其他说法% 正是不同教师在讲授同一门课程对

学生的成长影响短期内无法评估#也导致相关部

门部分工作人员也认为在人事分配改革中有所谓

*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

无论是授人以鱼的教师#还是授之以渔的教

师#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均存在工作态度认真的

程度问题#从社会层面讲#更多关注授之以渔的教

师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工作的态度#这部分教师个

别人工作态度存在问题#也就有了所谓*重科研(

轻教学+之说% 笔者近 #$ 年高校基层工作经验

表明!授人以鱼的教师其工作态度存在问题的比

例高于授之以渔的教师%

35教学过程实践

*大学之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

与否#而师资为尤要% 是以吾人之图本校之发展#

之图提高本校之学术地位也#亦以充实师资为第

一义%+在大学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教学科研一体

化主要责任在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何针对课

程特点全方位体现教学科研一体化是每个教师应

该思考的#并为之付诸努力%

简明弹性力学是非力学专业固体力学课程体

系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课程之一#笔者讲授其课

程近 !$年#其课程均为经典的数学与力学理论组

成#其理论框架以牛顿刚体力学体系与拉格朗日

的分析力学体系为基础#!% 世纪中叶已经形成#

基本理论体系至今没有变化% 特别是弹性力学建

立的偏微分方程组是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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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接求解困难#只能得到某些特定边界

条件下的理论解%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做到教学科

研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是授课教师不得不

加以思考的问题%

3)!5重视绪论教学

弹性力学理论框架以牛顿刚体力学体系与拉

格朗日的分析力学体系为基础#对于非力学专业#

其教材基本不讲牛顿刚体力学体系与拉格朗日的

分析力学发展#因此有必要让学生了解力学学科

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知识结论创新的人物背景(过

程特点(知识结构(逻辑递进关系#其发展给人类

文明和科技的进步带来的重大影响#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对专业的热爱以及为科学献身的崇

高理想#从而使学生受到创新精神的熏陶#得到创

新的启示和潜移默化的感染% 同时#指导学生课

外阅读中国科学史(世界科学史等参考书#思考为

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注

重讲述现代力学发展中中国科学家的贡献#提高

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3)#5重视基本假设的教学

弹性力学课程绪论中有 + 个基本假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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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贯穿全课程的知识结构% 因此#应格外予以重

视#重点讲解#而绝不应视为可有可无#草草带过#

应该站在拓展学生未知领域(培养辩证思维的高

度讲解其基本假设% 最基本假设是连续介质即弹

性力学的研究对象处处连续% 而实际上土木工程

所研究对象理想的连续介质不存在#笔者及同事

有多人从事非连续介质的研究#如结构倒塌(地质

灾害泥石流(边坡滑动等#演示笔者和同事的研究

成果等% 针对 +个基本假设#给出假设的背景#特

别说明当假设不成立时需要研究的问题#全方位

展示弹性力学的现代发展(可能未知的领域#以激

发学生学习热情% 在与弹性力学 +个基本假设不

相符的领域中笔者和同事中均有一定程度研究#

备课时特别注意反映笔者和其他教师在这些领域

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 并通过提出问题#让学

生思考(学习#且选择适当时候进行讨论#提高学

生对假设科学性的认识能力%

3)*5知识巩固与利用

创新能力并不是无中生有#不存在离开知识

的所谓创新#也不存在能够脱离知识而单纯存在

的创新能力#创新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种对现有

知识的重新组合和转换的过程% 知识的可利用

性(可辨别性和巩固性尤其重要#按照现代信息加

工心理学的观点就是贮存于不同个体长期记忆系

统中的陈述性知识(智慧技能和策略性知识的实

质性内容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协调关系上的差异#

导致他们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差

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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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注重知识

的可利用性(可辨别性和巩固性掌握% 弹性力学

的基本理论源自高等数学#某种意义讲应该就是

高等数学中微积分方程中边界条件变化而已#弹

性力学课程的学习内容从数学角度讲并没有新的

内容#全部来自所学习过的高等数学(线性代数课

程% 如当斜面上的切应力为零时正应力为主应

力#有非齐次线性方程组(应力集中系数(半无限

体应力变形分析等#注重讲述知识巩固与利用的

重要性#而不是详细重复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学

习过的推导过程% 如结合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预应力测试理论#实际上是解一组微

分方程组#并根据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求解特征值#

与斜面上的切应力为零时正应力为主应力类似的

形式#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理解知识的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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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辨别性(巩固性和重要性% 教学与科研一体化

在课堂上体现的并不是讲解科研项目#而是要根

据科研经历结合讲授的知识#拓展学生的眼界#在

掌握和学习知识过程中开启他们智慧的心灵%

3)35简单与复杂的辩证

具有科研工作经历的教师应该懂得简单的公

式演绎复杂结果#复杂的现象可以由简单规律解

译#问题的复杂性往往是由多个简单问题集合或

是多个简单问题内部有机联系的集合#问题的复

杂与简单性互为依存% 弹性力学课程其内容简单

与复杂的辩证特别突出#为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针对课程相关内容对这类问题进行分类总结#在

讲授过程中给予特别提示#通过案例教学#演绎复

杂问题的简单性#简单孕育着复杂辩证关系#并进

行讨论% 如艾雷"7(=V$应力函数推导过程(非对

称应力作用下孔洞周边应力集中系数(非均匀荷

载作用下半无限体应力与变形分析等(楔形体的

楔顶与楔面受力演绎到半无限体受集中力与面力

作用等案例教学% 有限单元刚度建立方法#可演

绎各类单元的刚度方程建立与广义单元结点内力

公式推导等#同时也结合实际从事的科研项目举

例讲解#通过案例教学有意识提高学生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

3)+5精确与误差的辩证

学生在学习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后再学习弹

性力学% 弹性力学是基于 +个基本假设讲述连续

介质力学的一般规律#而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在 +

个基本假设前提下进一步给定相关的假定#如梁

平戴面假定与高跨比的范围(不考虑剪力对变形

的影响#支座简化假设等% 对于工程中力学问题

所涉及的微积分方程#其创新往往是在一定的条

件下#获得微积分方程的近似解#其误差满足工程

问题的要求% 没有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过的

教师#不可能对这些假设条件的参数变化有深刻

理解% 通过科研案例教学#理解精确解与近似解

的误差适用范围(误差特征关系#深入理解研究对

象尺寸(边界条件与误差关系#建立近似解#并提

出讨论题目#使学生充分理解精确与误差的辩证

关系#为今后学生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知识基础和

创新思维%

+5结语

弹性力学是经典的课程#同时它的每个成果

无不蕴含着创新思维#基于教学科研融合#通过课

程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是大学教师均应认

真思考的问题% 大学教育发展至今无论是*授人

以鱼+#还是*授之以渔+#教师知识的传授与学生

内化质量直接决定培养人才的质量% 知识的传授

不是简单重复的劳动#创新知识(创新传授#也就

是教学科研融为一体#是培养高质量创新(创业人

才的根本途径#也是大学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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