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滑叉在上端　　　　 (d) 拉杆在下端

　　 (e) 滑块在上端　　　　　 (f) 滑叉在下端

图 2 刨床传动机构的 6 种形式

实践表明 , 理论力学现场课 , 作为一种特殊的教

学方式 , 具有全面应用书本知识的综合性 , 与工程问

题紧密联系的实践性以及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等优点 , 可给教学增添生气和活力 , 对培养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很有帮助. 因此 , 为提高教学质量舍

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开展理论力学现场课 , 值得. 尽管

还有许多问题 (如选题、实践场地、组织工作、指导

方法和经费等) 需要进一步研究 , 但方向是正确的.

在当今校内外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中 , 人们是否情愿

这样做 , 有个选择的问题. 不过 , 我觉得 , 在当前高

校的各种改革中 , 外语教学、计算机教学是具有时代

气息的改革之举 , 但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改革也是国家

办学方针要求的 , 应当给于重视和完善.

　本文于 1998 - 03 - 02 收到.

浅谈力学专业教育中的建模问题

曾纪杰 熊渊博
(岳阳大学 , 岳阳 414000) 　 (湖南大学 , 长沙 410082)

摘要 讨论了在本科力学专业教育中建模教育做得不够

的原因 , 提出加强建模能力培养的意见.

关键词 力学人才 , 力学专业教育 , 建模

阅读文 [ 1 ] , 每次都受到鼓舞. 作为力学教育工

作者 , 理应为力学的发展、力学教育的振兴呐喊. 同

时 , 面对力学人才受到用人单位的冷落这个现实 , 也

促使我们深思. 既然是一个社会现实 , 也就存在其合

理的一面. 这种合理性也许反映了力学专业教育中的

某些不足. 郑哲敏教授在文 [ 2 ] 中指出 : “本世纪以

来 , 应用力学发展了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 就

是在捕捉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 并发展了多种有效

的解法 , 或用于求得解析解或用于求数值解. ”这些方

法有效的关键 , 就是建立了合理的力学模型 , 在计算

机普及的今日 , 建模能力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 但是

在本科力学教育中 , 偏离了这个方法论 , 忽视了建模

教育. 以致于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将自己的知识应用到

工程实际问题中去的“接口模块”, 只得自叹英雄无用

武之地. 力学教育要振兴 , 当然离不开社会各方面的

支持与理解 , 更需要自身练好内功 ———自身的改革与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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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 力学专业教育 (特别是本科教育) , 建模

教育做得很不够. 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主观的 , 也有客

观的. 在主观方面 , 由于力学课程是基础课 , 被当作仅

是服务于各专业的工具. 因此 , 教师在教学中回避实

际问题 , 认为建模问题应放在专业课中去讲 , 这对于

机械、航空、工民建等专业的学生而言 , 其专业中存

在大量的力学问题. 如果他们的力学知识扎实 , 就能

大显身手 , 或许能成为力学大师. 而就力学专业来讲 ,

其专业课还是力学课 , 只是程度深一点 , 涉及不到具

体的、某些方面的建模问题. 建模教育就成为一个空

白 , 这一空白产生的直接影响 , 在力学专业的毕业论

文中就体现出来. 论文题目不好找 , 即使勉强找了几

个 , 也十分空洞. 毕业后 , 许多学生就像冯元桢先生

描述的那样 :“我知道很多学生 , 他们读过很多书 , 作

过无数的练习 , 但是从未把一个问题用公式表示出来

过. 我希望他们用另一种方法学习 , 即提出很多自己

的问题 , 然后再努力去发现解法及其细节. ”在国外 ,

冯先生是批评学生的学习方法不对 , 而我们却在培养

这样的学生. 这样的学生不可能受到社会的欢迎. 这

种对社会的不适应使得优秀高中毕业生不愿报考力学

专业. 近来许多大学力学专业的新生的素质明显不如

其它专业的学生 , 又给力学专业教育带来了不利因素.

针对这一问题 , 首先我们必须解放思想 , 在主观

上彻底解决到底什么是力学专业的专业课这个问题.

我认为应该到力学的源头去找它的专业课 , 它们应该

是“建筑力学与结构”、“材料与设计”、“汽车动力学”

之类的课程. 我们作为力学教育工作者 , 应该拓宽力

学专业课的范围 , 让学生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在上述

课程中 , 重点讲述如何建立力学模型. 既然其它的专

业可以利用力学为其专业服务 , 为什么我们就不可用

一些专业知识服务于力学专业教育呢 ? 与其让学生毕

业之后去寻找自己的立足点 , 不如让他们根据自己的

兴趣 , 在教师的指导下 , 先自立于一席之地. 另外 , 还

可以开设一些与工程实际有联系的专题讲座 , 以开阔

思路 , 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讲座中提出问题 , 由

学生自己建模 , 以培养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目

前的情况下 , 只有改革教学内容 , 力学专业才能走出

困境 , 增强活力 , 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在客观方面 , 由于力学正在不断开拓新领域 , 并

向更深层发展 , 其力学模型也相对复杂化 , 在本科教

育中建立适当的 (简单的) 力学模型存在一定困难.

在力学的发展历史中 , 建立在质点、刚体、小变形、

线弹性这些概念上的简洁的力学模型 , 解决了无数的

工程实际问题. 今天 , 这似乎成了过去的好时光. 现

在力学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从材料、环境、载荷作用方

式都呈现出复杂化与多样化. 随着塑料、复合材料甚

至生物材料的引入 , 环境、温度的变化 , 都造成了本

构关系的复杂化 ; 载荷作用方式的不同 , 引起不同类

型的破坏和响应 . 面对这些复杂、多样化的实际问题 ,

要在本科生已有的知识水平上建立力学模型 , 如何简

化是建模的关键. 当然 , 并不是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

有一个简单的模型 , 亦不是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不能

简单化. 在文 [ 3 ] 中 , 有一种所谓部分建模的方法 ,

即仅从研究的系统 (如汽车) 的某一方面建立简单的

力学模型 , 是十分适合力学专业本科生的.

对一台汽车而言 , 即使将其看成一个由五质量

(四轮与车身) 用弹簧2阻尼元件连接的系统 , 用动力

学微分方程去描述其运动 , 也十分复杂. 若再考虑驾

驶员操纵给系统的反馈 , 则是一个更复杂的闭合系统.

然而 , 若从考虑汽车的某一方面的特性出发 , 则可以

建立简单的力学模型. 在研究汽车的动力性与制动性

时 , 假设道路平直 , 汽车作直线运动. 这时可将其看

成一平动刚体 , 受力与运动的关系就十分简单. 在研

究汽车的平顺性时 , 假设道路直而不平 , 汽车匀速前

进 , 仅考虑汽车在垂直和俯仰两个方面的运动 , 则可

简化为具有前、后车轮二个路面输入 , 两个自由度的

双轴汽车模型. 而在研究汽车操纵稳定性时 , 假设道

路平而弯 , 汽车匀速前进 , 仅考虑汽车的侧向与横摆

运动 , 则汽车可简化为在方向盘给前轮一定角阶跃输

入下的二自由度汽车模型. 这些模型建立之后 , 学生

完全有能力求解并讨论其细节了.

总之 , 在力学专业教育中 , 主观上应重视建模教

育 , 不应该也不可能让位给其它课程. 在客观上 , 尽管

随着力学研究的横向与纵向发展 , 复杂性是不可避免

的 , 这也是尖端科学的需要. 但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建

模教育 , 那怕粗略一点 , 也应力争化复杂为简单 , 我

们应该像冯·卡门说的那样 :“一生寻求简单的解答”.

只有简单 , 才能普及. 若我们力学专业的学生能普及

到各行各业中去 (这是力学的源头) , 而不仅仅是面向

高等院校和研究所 , 我们力学教育才能得到更大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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