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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二本、三本高校过渡成为应用型本科，需要培养出具备有实践操作能力的大学生。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高校中的专业教学体系及授课内容的改革迫在眉睫。阐述了工程力学教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从教学目标入手，

针对教学体系、内容中发现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来完善对应用型本科中工程力学的教学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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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wo, thre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an applied undergraduate, 

which needs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with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system and teaching cont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urgent. This paper expounds som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engineering mechanics teaching, starts with teaching target, discusses several problems found in teaching system and conten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o perfect teaching innovation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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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程力学在理工学科中是较为基础的知识，其涉及到大量的专业基础概念和知识，在运输行业，水利项目，房屋

建筑等诸多范畴都能够加以利用。工程力学不但能够为我们在开展结构部件设计工作的时候给予重要的理论支持，并

且还能够为相关其他科学知识的学习起到积极的影响。工程力学实验在整个工程力学课程教授中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在理工科理论教授中能够培养学生借助科学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更好的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加以培养，在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而怎样在工程力学试验教学工作开展中，提升提升教学效果是现如今试验教

学工作中较为关键的部分。 

1 工程力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 

工程力学牵涉到的理论层面较多，并且其分支内容与诸多的工程技术领域相联系，是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的基础学

科，工程力学定理，定律以及结论十分的广泛，并且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水平，是现如今解决工程现实问题运最为

频繁的理论基础。工程力学其对于其他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能够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当下国内有很多的高等院校都

开设了工程力学的专业，其具有良好的力学理论知识，计算技巧以及实际操作能力，可以在多种工程中实施开展针对

性的研究创新工作，并且为相关领域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
[1]
。这样也可以充分的说明，工程力学与工程的实践工作是存

在密切的联系的，进而在那些重点培养技术型人才的高等院校中，怎样将理论知识与现实操作结合在一起，寻求一条

与实际需要相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教育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2 转变观念，加强实验室建设 

（1）长时间以来，学校在实验教学方面的投入较为欠缺，进而导致重理论轻实验的问题十分的严重，然而在开展

实验教学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学科理论知识能够在实践工作中加以切实的运用而铺设，单纯的将实验当做

是对理论知识的验证的一种方法。工程力学实验室并不是核心作用的实验室，进而对其施加的资金并不多，各类仪器

设备较为老旧，在历经了较长时间的使用之后，设备的磨损程度较大，这样就极易导致实验效果较差的问题，在学生

们进行实验操作的时候，因为各类教学仪器设备都较为落后，进而只可以采用新旧设备混合使用的方法，其次，仪器

设备的数量与现实需要差距较大，往往只能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进行小组操作，在实施材料扭转实验操作的时候，往

往是因为扭转实验设备只有一台，进而只能教师进行演示操作，而学生只可以在一旁观察，这对于提升学生的实验兴

趣是非常不利的，并且也不能发挥出实验对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重要作用，长此以往也会削弱学生对实验课程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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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利于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提升。鉴于此，学校务必要彻底的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扭转陈旧的重理论青饰演的思

想，增加实验的资金支持，并能够及时的将前沿的仪器设备加以运用，有效的带动学生的综合能力的提升
[2]
。 

（2）其次，在对实验设备加以不断优化的同时，也需要对实验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加以优化，经过大量的信息数

据分析我们发现，实验教学人员的个人素质水平与实验教学的效果存在密切的关联。现如今学校内从事实验教学的人

员的实际情况与现实的教学要求还没有达到完全匹配的状态，很多的实验教学人员专业水平较差，实践操作技能水平

较低，还有部分实验教学人员不能独自担负课程教学工作，只可以从事一些辅助性质的工作，再加上现如今实验教学

人员在职等级评定以及日常工作待遇方面还没有达到较为完善的水平，进而就造成了实验工作人员对于设备的维保工

作以及教学工作的研究创新方面存在力不从心的秦坤啊个，这样就严重的阻碍了实验教学工作的健康发展。想要更好

的解决上述问题，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外聘用一些高素质高水准的专业人才，更好的对实验教学团队的综合能力加

以提升，从而带动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提升
[3]
。 

3 考试方式的变革 

以往在各类阶段性的考试中跟家注重的是理论知识的考察，进而对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较为忽视，这样就造成了

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差的不良后果。进而我们在实施教学改革工作的时候，务必要加大力度来对学生的知识掌

握程度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以考核，可以借助大作业，小论文相融合的形式。这样能够更加全面的对学生的知

识掌握情况加以了解，最终可以制定后期的教学计划，从学生的薄弱处入手加强教学工作，促使学生能够更加准确全

面的掌握知识。 

4 开放实验室，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 

4.1 开放实验室 

之前，实验室的实质作用就是单纯的为学生提供一个进行实验操作的地方，在很多的时候，仪器设备都是被放置

起来，这就说了仪器设备的利用效率较低。然而实验教师在开展实验教学工作的时候，往往都是沿用的传统陈旧的方

法对实验流程以及操作重点事宜加以讲解，最后会对学生的实验报告加以批阅，这样就限制了教师的制造作用的发挥，

造成了很多的学生在学习实验的时候不能全身心的投入进来，一旦对某部操作存在问题也不会及时的与教师沟通，只

是会生搬硬套教材，这对于学生的知识的掌握是非常不利的
[4]
。教师在指导学会说呢过进行工程力学实验操作的时候，

尽管他们之前也从事过金工实习，对于基本的设备操作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于实验设备的操作还是会非常的陌生，

这就需要教师从最基础的知识入手循序渐进的加以教授，这样才能保证学生能够对仪器设备灵活的加以操作。 

4.2 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 

在之前陈旧的实验教学模式中，较为侧重的是教师的主导地位，而整个教学都是教师一味的灌输教授，在实验教

学活动中，教师讲解实验的目标，操作流程，助益事项，之后才会进行演示操作，学生在学习之后会进行自己操作，

并对实验结果加以记录。尽管利用实验操作能够对书本中的理论知识进行验证，但是对于促进学生的理论知识的提升

不会起到更大的帮助，对于学生的创新意识的培养缺少一定的必要的影响作用
[5]
。如果在实验中，教师只讲重点内容，

改变以往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个实验的做法，时间长短不受限制，重复几次不受限制，或者在规定的实验项

目中，学生选择什么材料、什么试样，实验方案设计、操作方法、步骤不受限制，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动手、

讨论，学生动手操作的积极性得以调动，对提高实验质量也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

态度。 

5 结束语 

此课程改革方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使学生在具有一定理论与基本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应用课程的知识，解决本

专业相关的工程实际问题，激发学生的兴趣，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真正的让学生参与到教学实践活动中，培

养应用型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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