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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上好《结构力学 》习题课的探讨
’

吴亚新

(盐城工专基础科学部
,

盐城
,

22 4 0 0 3)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
,

我国高等院校结构

类专业相继开设了计算结构力学这门新课
。

传统结

构力学教学内容的精简和计算结构力学教学内容的

加强是发展的总趋势
.

不少学校因此对传统的结构

力学不加重视并尽量删减习题课
.

但我们认为
,

一堂

好的习题课
,

既能加深对课堂讲授内容的理解
,

又能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基础理论去解决实际同题

的能力
,

应该重视对学生力学概念的培养
,

仍然应该

上好习题课
.

一
、

习题课应以
“

讨论
”

为中心

习题课可以有不同的上法
,

我们认为应避免注

入式教学
,

也不要把习题课变成学生单纯在课堂上

做题目
,

教师答疑
,

最后给出正确答案
。

这样做不能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

学 生收获也不会很大
。

我

们认为
,

习题课应以
“
讨论

”
为中心来组织教学

,

可以

称之 为
“

习题讨论
”

。

如用力法计算超静定结构
,

有一

定的复杂性和难度
,

为了阐明解题的方法
,

可对
“

力

法计算简化
”

问题进行专题讨论
,

找出简便的解算方

法
。

举双孔地下涵洞为例
,

把一般荷载分解为对称和

反对称荷载
,

据对称性用半刚架法逐步简化
,

使之成

为两个一次超静定刚架
,

此时可立即求得 内力并绘

出内力圆
。

习题讨论课在内容上应注意基本概念和计算题

并重
,

在课外解题的基础 上
,

组织一些概念性强
、

方

法多变的综合性题目予以分析讨论
,

并适当安排课

内练习
。

在层次上应循序渐进
,

由浅入深
,

先易后难
,

有启发性
。

课堂讨论的内容确定后
,

要提前告诉学生

做好准备
。

要求学生发言论点清楚
、

概念明确
、

语言

精炼
。

教师要做讨论的小结
,

指出问题的实质
,

阐明

其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

发展前沿状况等
。

事实表

明
,

这样的课堂讨论
,

对学生加强
“
三基本

” 、

开阔视

野
、

增长知识是大有益处的
。

二
、

结合专业
、

联系实际

结构力学是一 门技术基础课
,

是学 习工程结构

等专业课
,

进行结构设计和 科学研究的基础
.

应结合

专业的需要
,

多选择该专业常用的有关结构方面内

容的习题
,

以便学生通过做习题了解和熟悉该专业

中常用结构的特性
、

受力性能
、

变形及其计算方法
。

例如对工民建专业
,

可选择杆系结构梁
、

框架和排架

等类型的联题
。

讨论它们的几何组成
、

计算简图
、

结

构型式
。

比如在学习了力法后
,

可举一厂房计算为

例
,

当外来因素是荷载作用时
,

可以通过计算绘出内

力图
;
假若改变条件

,

冬季或夏季内外温差不同
,

其

外来因素是温度变化时
,

又可通过计算绘出内力图
;

而当厂房某段地基处理不好发生沉陷时
,

其内力图

又有改变
。

这样
,

运用了厂房这一典型结构
,

多次改

变外来作用条件
,

通过计算实践
,

比较内力大小
。

由

此使同学对温度变化和支座沉陷加于超静定结构内

力的影响
,

有了实际感受和深刻印象
。

另外
,

我们还

可联系某结构的裂缝开展讨论
,

为什么有些结构由

超静定设计方案改为静定设计方案
,

促使学生进一

步加深对工程结构设计应该全面考虑各种外来因素

进行设计
、

计算
、

校核的必要性
。

这种结合专业内容的讨论
,

既增强了感性认识
,

又使学生对力学的基本概念形成深刻的理解
,

并能

灵活自如地运用这些基本概念
,

使他们不致于 面对

大量的电算结果缺乏理解
,

感到茫然
,

对一些明显的

错误也不能及时发现
,

从而成为数学的奴隶
。

当然
,

这就需要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
,

要求教师有较宽的

知识面
,

经常掌握工程结构
、

科研
、

设计
、

施工等方面

的最新情况
。

三
、

注意单项练习
、

加强基本功训练

所谓单项练习
,

是将某一结构分析常见的容易

出错的问题归纳集中起来让学生练习和讨论
.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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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定结构内力一章
,

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已为我们

提供了基本理论和计算方法
,

学生接受起来并不困

难
,

甚至有人觉得内容有些重复
,

但是他们一动手做

题又常常出错
。

因此
,

这部分内容我们安排了以练为

主
,

辅以讨论
,

用一节课时间绘静定结构内力图 12

题
、

改错 8 题
,

通过反复训练
,

使大家掌握基本方法
、

总结内力图基本规律
,

从而达到熟悉
、

正确
、

快速地

绘静定结构内力图的目的
。

在用图乘法求位移一章

中
,

我们也将最容易出错的地方编选了相应的题 目

进行单项练习
。

对于结构力学某些杆件数目不多的题目
,

可在

计算之前让学生凭概念和直觉迅速勾勒出结构的弯

距图
,

然后再计算对照
,

这样做对培养学生敏锐的力

学感觉
、

加强基本功训练是很有帮助的
。

四
、

安排综合练习题

每学期安排一次综合练习题
,

可以作为实践性

教学环节的补充
,

也是课堂学 习的扩展和深化
。

综合练习题是由习题向实际设计和研究课题的

过渡
,

其对象是整体结构或主体结构
,

要考虑的范围

和内容比习题广泛和复杂
。

综合练习题是结构力学

基础理论教学与工程实际问题的结合
,

也是书本知

识与工程实际问题的初步结合
,

做综合练习题
,

能使

学生不仅从书本上学习
,

而且也从工程实践中学习
。

综合练习题的内容可做如下考虑
:

在结构力学超静定结构的各种计算学完之后
,

可选择平面佑架的设计
、

平面刚架的设计
,

吊车梁的

设计和排架的设计与研究为题目
,

要求学生从结构

类型的选择
、

荷载因素的确定以及到力学分析的方

法都先自己动手
,

各人自选方案和方法
,

然后再集体

讨论
,

归纳出各种方案
、

方法的优缺点
。

在结构矩阵

分析
、

算法语言学完之后
,

可选择直接刚度法计算平

面刚架 ( F O R T R A N 语言 ) ;平面析架计算程序
、

平面

刚架优化设计等题目
,

引导学生编好计算程序
、

上机

进行计算
,

这样可以提高对结构的分析能力和运算

能力
。

实践证明
,

要上好习题讨论课
,

对教师本身素质

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

首先要求教师必须认真负责
,

深入掌握教材内

容
,

收集学生在课外作业及答疑中共同存在的间题
,

选择典型的
、

恰如其分的
、

概念性强的讨论题
,

拟定

出引导讨论的方案
。

其次教师应该熟悉同学
,

大致了解每个同学的

学习情况
,

在讨论时要 注意创造 一个良好的课堂气

氛
,

鼓励学生大胆发言
,

教师则不断提出启发性的问

题加以引导
,

要使学生感到轻松自如
、

兴趣盎然
。

每

一个教师都应该是一名优秀的课堂讨论的
“

主持

人
” 。

教师还应该经常深入施 工现场
、

设计
、

科研领

域
,

必要的时候可以参加课程设计
、

毕业设计这些教

学环节
,

这样可以进一步认识所教知识的应用情况
,

也可以从这些环节中提炼出更深入
、

更实际的课堂

讨论题材来
,

使我们的教学水平更上一层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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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论

本文基于旋风除尘器的基本理论导出了优化设计 目标函数
,

借助计算机采用优化设计
,

得

出最佳尺寸比
,

并和常规工程设计计算进行对比
,

优化结果是明显的
。

本文尚未对优化模型进

行工程验证性试验
,

其实用性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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