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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课时减少情况下提高力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

施慰连

(盐城工专基础科学部
,

盐城
,
2 2 4 0 0 3)

力学课程对工科学生而言
,

是一门重要的与工

程技术联系极为广泛的技术基础课
,

它不仅是后继

课程的理论基础
,

而且是培养学生在工程实践中分

析和解决间题的能力
,

以及进一步探素新的科学技

术领域的基础
。

但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和发展
,

以及

双休 日制的实行
,

各门课程的学时都不断变动和调

整
.

机械类专业力学课程从
、

120 学时缩减为目前的

56 学时
,

因此课程的教学内容多与学时少之间的矛

盾尤为突出
。

简单
、

机械
、

被动的处理方法是学时缩减一半
,

相应的内容也缩减一半
,

其后果是课程的系统性
、

完

整性将不复存在
,

不利于后继课程的学习
,

吏影响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

导致教学质量

下降
,

此种方法断不可取
。

教改的目的
,

是为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
教学学时

缩减了
,

教学质量 又要全面提高
,

教师教的难度增加

了
,

学生学的难度也增加了
.

这就要求教师本身发挥

主观能动作用
,

树立事业心和贵任感
,

提倡严谨的治

学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

勤勤恳恳
、

兢兢业业
,

向

时间要效益
、

要质量
.

在学时减少的情况下
,

首先要上好课
.

而上好课

的关键是备好课
。

备课不是教材的重复和翻版
,

而是

根据专业的培养 目标
、

教学的基本要求以及相应的

教学内容
,

通过教学大纲贯穿起来
,

形成总框架
。

有

了框架
,

然后将各章
、

各节的内容钻探
、

吃透
。

全面掌

握基本概念
、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三大环节
,

重点和

难点的所在
、

前后内容的连接以及在整个课程的系

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
,

列出讲课提纲
,

写好讲稿
,

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
,

听取后继课程老师的意

见和要求
,

不断总结
、

不断充实
、

不断完善
。

因此
,

要

注意以下方面
。

第一
,

备好课不能只局限于一本教材
,

应该以被

选教材为基础
,

参考多种教材
,

充分吸取各教材所

长
,

通过比较
,

采用最易懂
、

最简捷
、

花时最少的
、

最

易被同学接受的方法进行讲解
,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

教学效果
.

例如
,

在材料力学中
,

讲解剪应力互等定

理
,

以前多数教材是讨论薄壁圆简的纯扭转
,

在说明

了薄壁圆筒纯扭转是属于纯剪切应力状态后
,

取一

单元体
,

根据单元体的平衡条件
,

得出剪应力互等定

理
,

前后讲授时间 30 分钟
.

而在讨论了拉杆斜截面

上的应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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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该截面上的剪应力为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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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

求得夕截面上有剪应力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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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得出剪应力互等定理
,

此过程仅需讲授 3分钟
.

第二
,

备好课还要选好例题
。

在力学课程的教学

中
,

适当数量例题的讲解和演算可以帮助 同学们加

深概念的理解
,

掌握理论的应用
,

提高计算能力
.

为

了不使讲解例题过多地 占用教学时间
,

一般选用一

题多用
,

使它贯穿某一章或某一内容的全过程
。

例如在讲授拉神和压缩这一章时
,

选用如图 1

所示的例题
。

( l) 在讲解了内力
、

轴力和轴力图后
,

就

用此题求各截面上的轴力
,

画 出轴力图
。

(2 )在讲解

了横截面上的应力后
,

只要给出截面积 A
,

仍用此题

求各截面上的应力
。

( 3) 在讲解了杆件的变形后
,

只

要给出杆的弹性模量和各段的长度
,

仍可用此题求

出杆件的总伸长
。

当讲解杆件拉 (压 )强度条件后
,

选用如图 ( 2) 的

例题
.

( 1) 当给出了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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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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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题用图

后
,

需做强度校核
、

确定容许载荷和截面设计三方面

工作
,

只用一道例题就反映了出来
。

在讲授能量法这一章时
,

举了如图 ( 3) 的例题
。

( l) 讲解了变形能的计算后
,

计算 A 截面的垂直位

移
。

(2 )讲解单位截荷后
,

仍以该题计算 A 截面的垂

直
、

水平位移和转角
.

(3 )讲解图乘法后
,

仍以该题计

算 A 截面的垂直
、

水平位移和转角
。

如果在 A 截面

加上了一个活动铰
,

则成了超静定问题
。

我们仍可用

该题通过单位载荷法
、

图乘法
、

正则方程进行求解
。

选用 一题多用
,

一题多解的目的
,

主要是在不影

响讲授效果的前提下
,

达到节省时间的目的
.

第三
,

备好课应注意练好基本功
。

教学基本功包

括掌握教学基本要求
、

拟定教学大纲
、

使用教材
、

写

教案
、

课堂讲授
、

写字
、

作图等基本功
。

教师练好了一

套过硬的基本功
,

也就掌握了教学的主动权
,

就能把

课程的理性内容与感性形式
、

抽象概念与鲜活形象

有机统一起来
,

把发展智力与陶冶情感结合起来
。

通

过教师的形象
,

感化启发学生
,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
,

由教师的主导性转化为学生的主动性
,

从而取得

相得益彰
、

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

另外
,

每次上课总是提前进入教室
。

目的有三
:

一方面可对同学们进行辅导和答疑
,

使同学们不因

存在的间题而影响新内容的理解和 掌握
;

其次将本

次课所讲的章节
、

较复杂的图形预先抄写和画在黑

板上
,

尽量少占用上课时间
;

第三则是教师提前进入

课堂
,

可使同学们的情绪提前稳定
,

一旦上课
,

思想

能高度集中
,

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

在两节课中间的

1 0 分钟休息时间
,

也全部加以利用
,

将所举的例题及

图形抄写在黑板上
,

这样每次 100 分钟的讲课时间
,

实际上就利用 了 12 0 分钟
。

由于采取了以上一些措施
,

在教学学时大幅度

减少的情况下
,

基本上没有减少力学的教学内容
,

保

持了课程的系统性
、

完整性
,

重点和难点讲解得到 了

加强
,

同学们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提

高
,

为后继课程的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
,

收到了较好

的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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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类比法在物理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1
、

提高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 将未知的和

已知的进行类比
,

从而引出新的概念
,

能使学生很容

易接受教师要讲授的内容
,

同时还能起到复习 前面

已学过的内容
,

巩固原来学过的概念和理论
,

加深理

解新的概念
、

新理论
.

2
、

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 通过类比教给了学

生一种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的推理方法
,

把待观察

的对象与已知的事物互相对比
,

利用二者相似和相

同之处
,

由已知推测未知
,

从而启迪智慧
、

提出问题
、

提出假说
,

提出实验的设计方案来证明 自己的推理
。

类比法既可在同类对象范围又 可在异类对象范围内

进行近类或远类对比
,

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广阔的范

围内揭示事物及其属性之间的关系
。

类比法深受科

学家们的喜爱
.

开普勒曾说
:

我特别喜欢这些类比
,

它们是 自己的
“
最可靠的老师

” ,

因为它们给我揭示

了自然界的各种秘密
。

这就充分地肯定了类比法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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