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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专业弹性力学课程教学探讨 ①

任中俊
（湖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提出了对工科专业弹性力学课程教学的具体建议，以提高学生对弹性力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针
对不同专业合理选取教学内容，在教学环节中注重引入工程实例，注重解题思路、多学科结合教学以及综合考核学生应

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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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力学［１－２］是固体力学的重要分支，它研究弹性

体在外力和其它外界因素作用下产生的变形和内力，弹

性力学是材料力学、断裂力学、塑性力学、计算力学、岩石

力学等学科的基础。在弹性力学的教学中，学生普遍存

在畏难情绪，学习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一是对弹性

力学的认识不够，认为弹性力学主要是理论推导，应用面

不宽；二是弹性力学需要用到较多的交叉学科的知识，学

生在学习中难以贯通相关学科的知识，客观上造成了弹

性力学课程的难度。结合我校弹性力学教学改革的相关

教学实践，探讨提高学生对弹性力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

及学习效果，培养学生对弹性力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１　教学方法与教材选取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弹性力学被逐渐引入到我国

大学课程中。在当前的弹性力学教学中主要有理科弹性

力学和工科弹性力学。理科弹性力学更注重弹性力学的

严密的数学推导，从一般的数学原理出发，考虑弹性体的

大变形，并利用张量数学，得到不同坐标系下的弹性力学

基本方程。比如，北京大学王敏中教授编写的弹性力学

教程［３］就采用了理科弹性力学教学方式。工科弹性力学

则只考虑弹性体小变形，利用不同坐标系下的力学平衡

得到弹性力学的基本方程，着重培养学生利用基本方程

解决弹性力学问题的能力。工科弹性力学有两种不同的

教学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由简单到复杂的教学方法，在学

习弹性力学基本理论时从简单的平面问题开始，最后再

学习复杂的空间问题，河海大学徐芝纶院士编写的弹性

力学［４］就采用了该种方法。另一种方法则是由复杂到简

单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从最一般的空间问题开始，推导

一般情况下的弹性力学基本方程，最后再退化到简单的

平面问题，比如同济大学吴家龙教授编写的弹性力学［５］

即采用了这一种教学方法。

选择弹性力学教材时，应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实

际学习效果选取适合的教材。根据我校的弹性力学教学

经验，简单到复杂的教学方法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因

此，我校更倾向于选择采用工科弹性力学教学方式并且

授课过程是由简单复杂的弹性力学教材，比如徐芝纶院

士编写的《弹性力学》［４］。

２　教学内容
弹性力学课程内容较多，具体教学内容应根据专业

特点和学习时数的不同加以取舍，在教学过程中还需根

据学生的学习效果适度调整。对于工程力学专业的本科

弹性力学课程，一般设置６４学时，而对于机械、土木等非

力学专业往往只设置３２～４８学时，如果全部讲解弹性力

学的相关内容，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可能造成学生对各

个部分都不能很好地掌握。在我校近几年的弹性力学教

学中，选用徐芝纶的《弹性力学》［４］，在教学中进行了如下

的选取。平面问题部分是弹性力学课程最重要的内容，

也是需要重点讲解的部分。平面问题的复变函数解答对

于复变函数的知识有较高的要求，而很多学生往往难以

有效贯通复变函数的数学方法，因此该部分内容通常可

以省略。温度应力对于不同专业应该进行取舍，由于温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０４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Ｇ３１３０３）
作者简介：任中俊（１９８１－），男，四川渠县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材料及结构的断裂与损伤研究。



第５期 任中俊：工科专业弹性力学课程教学探讨

度应力对于土木专业的学生比较重要，在学时允许的情

况下该部分内容应适当讲解，工程力学专业的学生要求

能全面了解力学相关知识，因此也应详细讲解，而其余专

业由于学时限制以及重要性不同可以考虑省去该部分内

容。空间问题对于全面了解弹性力学课程至关重要，在

学时允许的情况下都应该详细讲解。扭转问题和变分法

需要对工程力学专业进行详细讲解，非力学专业由于学

时限制可以不予讲解。弹性波可以对工程力学专业进行

简单的介绍，以拓宽学生的力学知识面，而非力学专业则

无需讲解。

３　教学探讨
３．１　注重引入工程实例

在我校最近几年的弹性力学教学中，学生普遍对弹

性力学的应用前景心存疑惑，尤其是弹性力学课程公式

繁多，学生认为该门课程就是公式推导，没有太大实际价

值，因而对弹性力学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为了消除学生

的疑虑，在讲授本门课程的绪论部分时，应该广泛介绍弹

性力学的工程应用领域，并且使学生明白弹性力学与其

它相关学科的关系。比如，我们在第一次课就引入水坝、

边坡、隧道、地下洞室、输油管道、地基沉降、地震波等具

体的工程案例，使学生明白弹性力学可以广泛应用于土

建、地下、石油、地震等各个工程领域。课程一开始就多

引入工程实例的教学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在讲应力、应变这两个弹性力学的概念时

尤其要使学生明白这两个物理量的物理意义，并且要特

别强调这两个物理量在工程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在弹性力学基本理论的应用上，可以把第一次课中

提到的工程案例依次引入到各个章节中，对各个工程案

例要求学生自己简化力学模型和外部条件，独立寻求对

各个实际问题的解决，并要求学生对解决方法的合理性

进行探讨。该种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３．２　注重解题思路

弹性力学的公式推导对于本科生来说大多比较繁

琐，学生难以掌握每一个计算公式。因此，在讲解基本理

论时可以把重点放在理论体系的建立，不要求学生能独

立推导每一个公式，只要求学生弄清各个公式的来龙去

脉。对于基本理论的应用方面，应着重培养学生对弹性

力学问题的思维能力。比如在讲解习题的时候，强调如

何合理地假设应力函数或者位移函数，让学生明白为什

么要采取这种形式的应力分量，而不应该直接写出应力

函数、位移函数以及应力表达式。再和学生一起分析问

题的边界条件，最后由学生自己考查其计算结果的正确

性，并引导学生去积极思考当计算结果不合理时应该如

何对应力函数或者位移函数进行修正。

３．３　多学科结合教学

弹性力学需要用到较多的其它课程的知识，学生常

常因为相关知识的生疏而影响对弹性力学的学习。因

此，在弹性力学的教学中需要补充相关知识，或者及时提

醒学生复习相关知识，加强学科之间的结合。比如，在推

导平衡微分方程的时候写出完整的泰勒级数，让学生清

楚单元体上各个应力分量的数学关系，并且让学生回忆

理论力学的静力平衡条件，引导学生建立单元体的平衡

方程。在讲解梁弯曲时，让学生自己找出材料力学的相

关解答，利用材料力学的有关结果提出弹性力学的应力

函数，并将两门课程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指出两门课程

在该问题的优缺点。

３．４　课程考核注重综合应用能力

弹性力学的课程考核应重点考核学生对弹性力学总

体思路的掌握程度，考核学生利用弹性力学基本方程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于弹性力学问题的分析过程需要

反复斟酌，往往每道题目都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因此在考

核题目上尤其应注意计算量。题目设置应尽量简单，已

知条件可以采用简单的数字，并且题目的内容也应该尽

可能与例题或习题保持一致，否则应直接给出应力函数、

位移函数或者应力分量的表达形式。

有的老师喜欢只让学生写出问题的边界条件，这种

方式的缺点是不能真实反映学生对弹性力学基本理论的

应用能力，由于考核内容只是平时学习内容的一小部分，

因此，考核结果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投入。考核题

目可以设置３～４道解决弹性力学具体问题的计算题或

者证明题，各个题目应涵盖弹性力学各章节的重点问题，

比如平面问题的直角坐标解答和极坐标解答、简单的空

间问题、扭转问题以及简单的变分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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