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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论

渗透力反映孔隙水对土颗粒的作用，作者以流

管中孔隙水为研究对象，考虑其所受包括浮力反作

用力在内的各力作用，沿渗流方向列平衡方程，给出

了渗透力的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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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流体力学》教学中的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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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流体力学》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学习到西方科

学的精神，更要让学生学习到中国文化的智慧. 围绕这一目

的，作者在《流体力学》课堂教学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探索. 比

如：彰显《流体力学》中的西方科学精神；在《流体力学》课

堂中融入礼乐的氛围；适当地采用文学化的语言讲解流体力

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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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君民，教育为先”. 不管是西方的教育，

还是东方的教育，其目的都是要开启人类清明的本

性.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努力在大学《流体

力学》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学习到西方科学的精

神，更要让学生学习到中国文化的智慧.

1 正本清源，为学次第

扪心自问，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学

问在哪里？学问是为了什么目的？山里面有山泉

水，水从哪里来？水源被山挡住了. 而作为一个有

价值的人，就要把自性所本有的潜力、智慧启发出

来，而现在，潜力就像那水源一样被蒙住了. 水源

不止，人要好好利用它，不要浪费它. “活到老，学

到老”，在我们本性里面本来具有的智慧，人也要穷

其一生来好好开启它.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

人”. 我们学习永无停止，我们做学问，不是为了追

求外在的名利，而是为了使我们的心地变得非常清

净、广大而高明，开发出人性深处的意义.

笔者在大学里讲授《流体力学》课程已有 8 个

年头, 时至今日才开始悟到了一些做为教师的责任

和喜悦. 难道学生通过《流体力学》这门课只学会

一些流体力学知识，顺利通过考试，就可以满足了

吗？“修己以安人”，自己的德行修养在哪里？能无

愧于自己的学生吗？

几年之前，笔者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学而

时习之，不亦说乎？”人类的学问是为了开启智慧，

回归人类清明的本性啊，心定则生智慧. “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我们的学

问是为了什么目的？假如你不知道，你的人生就是

没有方向，你就不能知止，不能知止你就不能定. 一

名大学生问笔者：“我们现在的心很浮躁、迷茫，不

知道学习是为了什么. ”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孔

子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

就在一部部的经典里. 读着孔子的书，你就仿佛在

跟孔子及他的弟子们生活在一起. 读着老子的书，

你就仿佛在聆听老子的智慧. 我们可以借由古人的

心灵，来开启我们现代人的心灵.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作为一个中国

的教师，真正的使命是要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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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使学生的心灵得到成长. “一殚食，一瓢饮，人不

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 颜回教给我们，只要一息

尚存，就要思考人生的意义. 我们的教育，应该使我

们的学生学会思考生命的意义，使我们的人生从此

充实、饱满起来. “尧，何人也？舜，何人也？”古人

告诉我们，人皆可以为尧舜. 教育，本来可以使每一

个人具有天地一样广阔的胸怀. 笔者要通过学习老

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经典，修正自己的行为，然后用

真诚心去教学，把古人的智慧渗入到《流体力学》的

教学之中，使学生能够立德业.

2 教学方法的探索

“德为教之本. ” 我们的古人很明确地告诉人

类，伦理道德就是教育的根本. 中国人要尊重，更要

学习自己的文化，立志做一个能够发扬伦理道德的

真正的中国人.

“道须臾不可离”.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无论你

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你的教学活动中应该时时渗

透着伦理道德. 哈佛大学不就开设了老子的《道德

经》，还有最受欢迎的《幸福课》吗？我们中国的教

师，完全可以透过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

时时引发学生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培养出有着悲天

悯人情怀的坦荡荡的君子.

2.1 彰显《流体力学》中的西方科学精神

流体力学的教学内容，不应忽略对相关科学家

情况的介绍. 纵观流体力学的发展历史，不如说是

科学伟人横空出世的历史，比如阿基米德、牛顿、帕

斯卡、伯努利等等. 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些科学

伟人，不仅是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甚至还是著

名的哲学家、散文学家. 他们的科学成果里无不闪

烁着哲学的光芒，蕴藏着对人性的思考. 对于教学

内容的呈现，有必要向学生介绍知识背景,以及相关

科学家的情况，以让学生领悟科学精神.

比如，欧拉方程是描述理想流体运动规律的微

分方程，是由瑞士数学家欧拉推导的. 讲述这一内容

时，我们还应让学生了解欧拉的一生. 由于灾难，欧

拉完全失明以后，仍然以惊人的毅力与黑暗搏斗，

凭着记忆和心算进行研究，直到逝世，竟达 17 年之

久. 欧拉的一生，是为数学发展而奋斗的一生，他那

杰出的智慧，顽强的毅力，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和高

尚的科学道德，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再来看牛顿. 在《流体力学》中，牛顿黏性定律

给出了流体黏性大小的计算方法，是一个最基本且

重要的定律.在讲解这一部分内容时，可以让学生搜

索一些有关的材料，并让学生发言讲述牛顿发黏性

定律的发现过程. 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白，我们学

习流体力学等西方科学，不仅要学习其中的知识，

更要体会到西方的一些真正科学家清明的心灵. 牛

顿有诸多科学成果，不是为了名和利. 爱因斯坦发

现相对论，也不是为了名和利. 他们一辈子就为了

自己的思考，静下心来，不追求成就，不追求现实，

这样就成就了科学，成就了人类的思考智慧. 我们

在学校这个象牙塔里，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学生用这

种态度来追求科学，坚守住一份纯真.

2.2 在《流体力学》课堂中融入礼乐的氛围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 中国古

人做学问是非常灵活的. 孔子就有很深的音乐修养.

一首好的乐曲，可以激励人类美好的心灵.

笔者一般提前 20min 到达教室，放一些中国的

古典古琴曲，比如《无极》、《春江花月夜》等. 当学

生踏着优雅的乐曲走进教室，会渐渐地让自己的心

灵归于宁静，定下心来投入课堂的学习.在课间的时

候，我会放一些诸如《母亲》这类感恩孝亲的歌曲，

而且把歌词显示在幻灯片上. 我会看到，学生在休

息的时候，会不由地跟着一起哼唱. 我相信，如果每

天有这样正面的乐曲缓缓注入学生的心田，必定会

洗涤他们年轻的心灵，至少会使他们的心灵有些许

的触动.

“不学礼，无以立. ” 至于礼，我在开始上课前

一定会向学生行 90◦ 鞠躬礼. 刚开始这么做时，学

生们颇有些诧异，我也还有所保留. 时日一长，我真

的是发自内心、满心欢喜地向学生行礼. 而我的学

生也会主动向老师行礼. 加强自身的修养，身体力

行，无需满口的大道理，我知道，他们清明的心灵会

由此而得到些许的成长.

在讲解流体的范畴时，学生们大都会知道诸如

水、空气、石油、血液这样常规的流体. 我会放《流

水》这类乐曲，让学生们感受其实流动的音乐也可以

说是流体.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

流逝的时光不也是流体吗？“覆水难收”，流出去的

水可就流不回来了.

2.3 适当地采用文学化的语言讲解流体力学的

概念 [1-2]

南怀瑾先生曾经在《论语别裁》中有这样一番议

论，大意是说现在很多学者，无论他怎么下功夫，他

的文章始终只是一个科学家的文章. 看科学的书，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看得有趣味. 我的很多学生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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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流体力学内容枯燥，如果不是为了考试，是不会

主动去学习它的. 科学本身很枯燥，所以最好讲得有

趣味.我们为何不像南怀瑾先生所建议的那样，配合

文学手法来教流体力学? 何况经典流体力学所研究

的流体是与我们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水和大气，

而水的流动以及大气的流动，其中所蕴含的物理原

理，不正是人类所需要学习的大智慧吗？我们中国

的文化，最善于用水这样的流体表达人生的哲学.流

体力学发展历史中那些伟大的西方科学家们，研究

流体流动的初衷又何尝不是为了思考人生的意义，

追求美好的真理呢？

在《流体力学》第 1章中，讲的内容是流体的 3

个主要物理性质，即流体具有流动性 (惯性)、黏性

和可压缩性. 比如，流体的流动性的力学定义是，在

剪切力作用下，无论这个剪切力多么微小，流体都会

发生连续不断的变形. “抽刀断水水更流”，这样一句

古诗多么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力学定义呀！如何让水

持续地流？只要持续不断地对水施加剪切力. 一个

人，也应该借助于 “剪切力”，使他的一生快乐地流

动起来. 人生的这个 “剪切力”是什么呢？它不是名

利，它是美好的品德，它是人类清明的本性. 子曰：

“不愤不悱，不启不发. ” 孔子认为，弟子如果没有

愤悱之情是不能教的. 作为一个大学生，本来是不可

以迷茫地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因为他前途无量，

他需要奋斗，他的内心充满着热情，充满着远大的志

向.而且这种奋斗的热情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叫做

愤悱之情. 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

是要时时地启发学生内心的激情，并引领学生走向

正道，使之趋于高尚.

再比如，流体的黏性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流体

的黏性就是流体具有内摩擦力的性质. 这个 “内摩

擦力” 的内涵是什么？如何正确地分析黏性力的作

用方向？根据历年来的教学，可以发现很多的大学

生尽管会做很多流体力学题，但最终却没能对这样

重要的概念有清晰的理解. 我在最近的教学中，尝

试这样来讲解：有一群人在很快地跑步.突然有一个

跑得很慢的人从天而降，这个人只管自己，根本不顾

及周围的人. 那些跑得很快的人只好让自己跑得慢

下来，否则就会跟那个慢人撞在一起. 这个慢人就像

“慢层流体”，会对 “快层流体” 起到阻力的作用. 反

之，有一群人在很慢地走. 突然有一个跑得极快的人

从天而降. 那些走得慢的人只好让自己跑得快起来.

这个快人就像 “快层流体”，会对 “慢层流体” 起到

动力的作用. 流体的内摩擦力就包含了这样的动力

和阻力. 就像那些本来跑得快的人，如果有急事，被

迫被一个慢人带慢了，岂不会误事？而那些本来在

慢走的人，如果他们身体不太好，却被迫被一个快人

带快了，岂不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流体的内摩擦

力，不管它们起到了阻力的作用，还是起到了动力的

作用，它们都是阻碍了流体的流动. 这样，学生们在

学习有关 Navier--Stokes方程的推导内容时，就会很

容易地分析出各个作用面上的黏性力的作用方向了.

3 结 论

通过学习一些教育学方面的理论，笔者明白

了，在《流体力学》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学习到西方

科学的精神，更要让学生学习到中国文化的智慧. 围

绕着这一目的，笔者在《流体力学》课堂教学方法上

进行了一些探索. 比如：彰显《流体力学》中的西方

科学精神；在《流体力学》课堂中融入礼乐的氛围；

适当地采用文学化的语言讲解流体力学的概念. 笔

者很感恩《流体力学》这个教学平台，因为 “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 水能勇往直前，奔

流到海不复回；水能滋润万物而无怨无悔. “上善若

水”.我们学习《流体力学》，就是在学习水的美德，

在追求人类高尚的品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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