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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力学基础教材，着重在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教材与教学体系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对国内力

学课程与教材建设历史概况、国内力学课程教材建设的成绩与问题、国内力学教材使用情况、引进的国

外基础力学原版教材情况、国外理论力学教材体系、国外材料力学教材体系、国外力学相关课程网络资

源及教学技术应用与质量评价等多方面进行了阐述。最后，通过对国外教材的研究，发现其所具有的诸

多特点与特色，可为国内力学基础课程教材和课程改革提供思路和方向。本文为之一，主要阐述国内基

础力学教材基本情况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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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xtbooks of mechanics, especially the textbooks and their teaching
systems of theoretical mechanics and material mechanics. From the national mechanics courses and texy-
books constructed history situation,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chanics
course, national elementary mechanics teaching material usage, the introduction of overseas elementary
mechanics textbooks, overseas theoretical mechanics teaching material system analysis, overseas mechanics
teaching material system analysis, mechanics courses abroad network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and the teach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quality evaluation and other aspects are expounded. Finally,
through the study of overseas textbooks, due to its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and features, for the
national elementary mechanics courses and textbooks reform to provide ideas and direction. This paper
is one of them, mainly expound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elementary mechanics textbooks pubilished
within China
Key words elementary mechanics course, theoretical mechaincs, mechanics of materials, textbooks,
teaching system, teaching-technology

1 引言

力学作为工程学科的专业基础理论之一，在工

程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力学课程是许多工科专

业重要的专业技术或学科基础课，作为基础课和专

业课的桥梁，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随着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越来越多高校引进了经过实践考验的国

外优秀教材，这些成功教材一般来说都比较全面地

反映了学科发展的最前沿，具有内容更新快、教学

理念与方法先进、教辅资源丰富等优点。但是，客

观现实和实践也表明，引进版教材本身由西方的教

学环境而来，与我国的教学方式有比较大的差异。

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国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需要，有

必要研究、借鉴、吸收国外相关教材与配套教辅的

建设经验，提高我国的教材建设质量，促进和带动

今后的教材建设与改革，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

体系。

目前从国外引进的大多是国外比较优秀的基础

力学教材，这些教材的体系、风格、内容和例题、习

题、插图的选取，以及编写艺术等，都有一些和我

国不同的特点。如欧美教材有如下特点。

(1) 注重工程实际的应用，基本概念的工程背
景，不追求理论的严密性与完整性。教材的理论阐

述简明，侧重其实际应用和工程技术背景，设有专

章或专节介绍工程技术中的应用专题，大量的例题

和习题，都涉及广泛的工程应用问题，使学生接触

工程实际问题的机会增多。

(2) 注重精讲多练，力图通过大量的例题和习
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其理论、方法、例题

和习题的编排不受章或节的限制，在例题和习题的

收集和选编上下了不少功夫，考虑得很细致。相比

之下，我们的教材在这方面比较欠缺。

(3) 注重将历史人文内容、哲理贯穿于教学内
容之中，图文并茂。教材的作者在利于学生自学、

启迪学生的学习兴趣上，颇具匠心，所编教材富于

特色，引人入胜。

(4) 进入 21世纪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使
用，国外的基础力学教材建设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材不单纯只是传统的纸介质

教材、教辅，还包括电子和网络平台等在内的完整

教学资源平台。

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国现代高等工程教育

的需要，有必要开展研究国外相关教材的建设特点

和发展趋势，从体系、内容、方法、例题、习题、版

式、插图、思想、理念、哲学思考等方面开展分析

与研究，以服务于我国的教材建设及高校基础力学

课程的教学改革，最终形成与出版具有我国特色的

高质量的基础力学课程教材。我们觉得至少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对国外优秀教材的研究工作。

(1) 教材内容和体系。教材的基本内容、组成
体系等是一本教材的基本构架，也是教材全面反映

作者思想以及面向什么样的读者的基本要求。有人

说，由于体系不同，有些国外的教材不适应我国高

校的教学。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存在差别，才有研

究的必要性和意义，才需要开展深入系统的比较研

究。为什么不同？怎么不同？就是要以这个不同来

分析与比较我们的体系，甚至于对我们的体系形成

必要的冲击，从而产生创新的火花，实现教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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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容上的创新。

(2) 教材中有关基本概念和方法。教材中有关
论述的观点、阐述的方法和应用是教会学生掌握知

识、掌握方法的关键。通过如何以内容为载体来阐

述一些观点及方法，是教会学生掌握基本概念、了

解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关键，所以这

是作为研究者要重视的内容之一。

(3) 教材中例题和习题。国外一些优秀教材中
的例题和习题，很多是最近几年来创新的成果，时

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为什么？这就是要时刻把

握理论联系实际，抽象结合具体的结果，我们在研

究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借鉴这些做法，创建全新的例

题和习题来。

(4)教材版式和插图。国外的基础力学教材，时
常是以全新的、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材版式和插

图呈现，插图边上注明插图的来源和作者等，注重

知识产权意识。结合人文历史进程，不断地给读者

以史学教育，引发学习者的兴趣等，这些做法在传

授知识的同时，也局部地展示了知识创新、产生与

发展的过程，还教育学生引导学生不断地产生兴趣

以及进取的欲望。

(5) 教材中采用的技术和应用。国外很多优秀
基础力学教学中采用了很多新兴计算技术、表达技

术等。例如结合Matlab，Maple，Mathematica等计
算机代数系统软件和有限元软件，为基础力学课程

教学的计算和应用服务，使得学生在掌握理论的同

时，很快地把知识用于工程实践之中。同时，在解

决了计算手段后，学生可以将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放

在力学建模上。

(6) 教材中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教材编著者的
教学思想、教育理念、方法论、哲学体系是编著一

本好教材的核心和关键。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正确的方法论是引导学生走向更加成熟与成功的

基石，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掌握正确的方法论与价

值观。

总而言之，目前我们还比较缺乏对国外优秀教

材的深入研究。因此，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有必要积

极支持一些高校和专家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活动，不

断研究，不断创新，不断实践，最终为建设与出版

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基础力学教材奠定基础。同时

这些研究内容与方法也适合其他学科。

表 1∼表 4显示了我国高校与境外高校在基础
力学课程设置上的不同与比较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

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调研获得)，从课程名
称上的不同，可见教材体系内容上也会有所不同。

表 1 机械类专业课程设置比较

国内 中国香港、国外有关大学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弹性力学

流体力学

刚体静力学

刚体动力学

工程力学

材料力学

流体力学

应用流体力学

机械振动

表 2 土木类专业课程设置比较

国内 中国香港、国外有关大学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结构力学

弹性力学

流体力学

或

水力学

静力学

动力学

材料力学

结构力学

固体力学

流体力学

有限元分析

结构动力学

表 3 其他工程类专业：如航空航天、力学、能源专业的

课程设置比较

国内 中国香港、国外有关大学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或

工程力学

流体力学

静力学

动力学

材料力学

材料的力学性能

固体与结构力学

空气动力学

流体力学

复合材料力学

表 4 国内非力学专业力学基础课程课时平均值

土木 机械 材料 电子 能源 管理 建筑

理论力学 67 68 54 56 59 47 60

材料力学 70 65 54 36 57 40 61

工程力学 72 67 62 48 57 65 68

结构力学 87 54 48 — — 61 69

弹性力学 40 41 — — — — —

流体力学 44 39 — — 60 — —

水力学 54 — — — — — —

2 国内基础力学教材基本情况

2.1 国内力学教材建设历史概况

建国之初，高校力学课程教材以借用英美教材

为主。为适应经济建设发展对人才的需求，1952年
教育部明确以翻译苏联教材为主作为教材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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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到 1959年我国已翻译出版了近 60 种力学教学
用书，涵盖了工科各门力学课程，其中包括洛强斯

基的《理论力学教程》、别辽耶夫的《材料力学》、拉

宾诺维奇的《建筑力学教程》等。这批翻译教材的

出版对我国几十年来的力学教学和教材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1954年高教部参照苏联的教学大纲，并结
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制订了我国的力学课程教学

大纲，1956年高教部颁布《高等学校教材编写暂行
办法》，开始组织编写教材，如杜庆华先生等编著

的《材料力学》就是这一时期出版的自编教材。这

批自编教材数量不多，且是在学习苏联教材基础上

编著的，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我国实际情况，

反映了我国的教学经验，其中不少教材后来经修订

产生了广泛影响。纵观这一阶段力学教材建设，可

以说，在当时条件下，把学习、移植苏联的教材作

为我国教材建设第一步，对解决当时教材有无问题，

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非常

积极的作用。

1960年，国家教育部指出编写全国通用教材是
教材建设的主要方向，随后编写出版了 15种力学
教材，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编《理论

力学》就是其中之一。1962年，为了加强教材建设，
教育部组织编制了高等学校理科和工科基础课程教

材建设规划，建立了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和技术基

础课教材编审委员会 (这些编委会后来发展成为现
在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分设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水力学 4个编审
小组。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任务是拟订教材建设计划、

编审评价有关教材。这一措施对推动教材建设起了

积极作用。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后，制订了理

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理论、水力学

等课程的15个教学大纲，研究了新教材的组编、评
选以及已有教材的修订和推荐。从 1962年到 1966
年共新编及修订了25种力学课程教学用书，翻译出
版了30多种苏联力学教材。这一阶段我国自编力学
教材在1961年选编出版教材的基础上，在提高教材
质量的同时，逐步解决品种不全的问题，并已逐步

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较为完整的教材系列。现在

仍在使用的一些力学教材就是当时出版的教材修订

版，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第7版)、郝桐
生编《理论力学》(第 3版)、浙江大学编《理论力
学》(第3版)等。

1966—1976年的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工科力学教材建设基本中断。

1977—1995年期间，工科力学教材建设历经 4
个阶段，即执行了 1978—1980年、1981—1985年、
1986—1990年、1991—1995年4个教材建设规划。

第一个阶段是解决 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所面
临的教材有无问题和进行教材内容更新以适应科学

文化及国家建设的发展。这一阶段首先大量重印了

“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仍可用于教学的好的力学教
材，并组织新编 (修订)了一批教材，到1982年累计
编辑出版了近50种力学教材，在此期间还翻译出版
了15种国外力学教材。本阶段出版教材的质量大多
数是比较好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教

材内容的深度、广度不尽适宜，不少教材程度不同

地存在要求偏高、内容偏多、篇幅偏大，以及有些

教学内容偏深和对教学方法注意不足。1980年教育
部恢复建立的工科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在全国组织

开展了对国内外工科力学教材的研究工作，并制订

了10种力学课程教学大纲，为这一阶段提高教材质
量、扩大品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阶段，经

过多方面的努力，到1985年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的力学教材、教学参考书 (包括翻译书)等共计33
种，教材已基本配套，有些教材经修订再版，质量

不断提高。至此，力学教材已基本满足了高校的教

学需要。1985年工科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更名为工
科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订了15种力学课程
教学基本要求，代替以前制订的统一的教学大纲。

此举避免了教学大纲所存在的规定 “太死”、“过细”
的缺点，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编写

出有特色、风格多样的教材，以期打破同类教材大

同小异的局面。1986—1990年期间仅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一家就出版了各类力学教学用书90种，每门力
学课程平均有 3～ 4种教材可供选择，配合教材还
有教学参考书、工具书等。由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各

种力学教学用书也有百余种。“八五”期间力学教材
建设注重提高质量，适当发展品种，到1995年，由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力学课程教学用书总计为 40
种，这一时期出版的教材无论在水平和内在质量上

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此期间，各大学出版社、

部委出版社及地方出版社出版的力学教学用书总计

200余种，其中不乏水平较高者，但相当一部分是
低层次和低水平重复出版的教材。

1995年国家教委制订了 “高等教育面向 21世纪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从 1996—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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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5年、2006—2010年经历了 3个教材建设
规划阶段，我国力学教材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根据国家图书馆版本库有关资料初步统计，全

国 “九五”(1996—2000年)期间共出版力学课程教材
285种，在这些教材中，研究生、力学专业教材 33
种，工科力学课程教材 252种，其中，理论力学教
材52种，材料力学教材62种，工程力学教材 61种，
结构力学教材 30种，流体力学、水力学教材 32种，
弹、塑性力学教材 15种等。其中，“九五” 国家级
和国家教委重点立项教材 12种；面向 21世纪力学
课程教材 21种。出版力学教学软件 14种，其中含
“96-750”项目 (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研制开发与应
用)成果8项，这一项目是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列入国
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第一个教学科研项目。这批

“九五”重点立项教材、“面向21世纪力学课程教材”
及 “96-750”项目成果的出版，推动了我国高校力学
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十五”(2001—2005年)期间，
全国共出版力学课程教材 311种，研究生、力学专
业教材41种，工科力学课程教材256 种，其中，理
论力学教材 46种，材料力学教材 41种，工程力学、
建筑力学教材 75种，结构力学教材 38种，流体力
学、水力学教材48种，弹、塑性力学教材22种。其
中 “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种，18种由高等教育
出版社出版。从2006年至今，“十一五”国家规划教
材已经出版了 70种 (根据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教材网
统计)。1995年以后是高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比较广泛和深入、教学改革成果比较丰硕的时期，

力学教材的品种、数量大大增加，一大批优秀力学

教材经过不断地修订和再版；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同

类力学教材如出一辙，教材内容、体系大同小异。

2010年以后，本文第一作者有幸参与了教育部
教材建设规划制定工作，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教

材建设上的成就。

(1)教材出版进一步繁荣。教材数量大幅度增
加，教材专业门类更加齐全，注重体现分类指导，基

本满足教学需求。

(2)教材质量进一步提高。教材建设密切关注
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紧密结合学科专业发展

和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更新内容，丰富形式，编写

出版了一批精品教材。

(3)各方面参与教材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特别是充分调动了地方院校和出版社编写出版教材

的积极性。

(4)教材管理进一步优化。教育行政部门完善
了教材评价体系，拓展了教材建设管理、服务的信

息化平台，开展了各级精品教材、优秀教材的评审

推荐工作，推进了优质教育资源进课堂。

(5)教材的国际化进一步推进。引进了一批在
国际上居领先地位的境外优秀教材，为我国普通高

等教育本科教材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输出了一批

国内优秀教材，中国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材进一步

走向世界。

2.2 国内力学教材建设的成绩与问题

经过60余年的教材建设，国内基础力学课程教
材出版数量已具相当规模和数量，且每门课程的教

学用书也配套成龙，经过“六五”到“十二五”的国家
规划教材建设，力学教材中出版了一批影响大、使

用面广的教材，有不少教材代表和反映了21世纪初
我国高校力学教学改革成果和教材建设水平，具有

指导和示范意义，还研制出一批创意新、功能全、

效果好的教学软件。但不得不看到，随着我国社会

经济的发展，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科技、教育的

发展，力学教材建设相对滞后于科技的发展，已明

显不适应时代发展，且尚未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高

水平力学教材体系。我国力学教材还不同程度存在

着以下一些问题和不足：

(1) 部分内容陈旧、落后，力学基础知识面窄，
理论偏多，滞后科技发展，反映计算机的迅速发展

和使用不够，不能适应培养现代化、高素质人才的

需要。

(2) 部分力学课程及教材过分偏重于各自的系
统性和完整性，自成体系，造成教材内容之间存在

内容相互重复或脱节现象。

(3) 工科力学教材仍然存在理论叙述详尽有余，
理论联系实际面窄，联系工程技术实际问题少，特

别是缺少把实际问题抽象简化成力学模型的环节，

教学和教材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重理论、轻应用，重

知识的传授，相对忽视方法论与应用能力培养的

倾向。

(4)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基础力学课程
的学时数不断在减少，教学计划中力学课程安排密

度又过大，难以给学生的学习留出一定的空间和时

间，与现有教材使用上的矛盾日益突出。

(5) 实验课的学时普遍偏少，实验教材也很缺
乏。启发学生独立思维、独立设计与制作、开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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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性学习、独立进行创新研究的课程很少、相关的

教材在教材市场上不多见。

在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有：教材编写激励

机制不够完善，部分高水平教师编写教材精力投入

不足；涉及基础力学课程教材偏多，涉及力学实践

教学教材缺乏；教材质量监管制度不够完善，教材

评价选用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少数学校选用低水

平教材的现象仍然存在等。

2.3 国内力学教材使用情况

从我国高校力学教材使用的情况看，可以看出：

(1) 有些教材使用时间很长，使用面较宽，至
今有几十所甚至于上百多所高校在使用，这里可能

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该教材确实是一部优秀

的教材，的确为各学校广大师生所喜爱；二是可能

反映了一部分院校教师用惯了老教材而不愿意更换

其他新教材。

(2) 部分质量比较好的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
“十五”到 “十二五”的国家规划教材使用面还不够
广。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即先进教材的

使用有一个评价与推广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教材使

用机制问题，即缺乏激励基础力学课程教师知识更

新与使用优秀教材的积极性。

(3) 有少部分教材自编著出版以来，基本上是
作者所在学校使用。这里可能存在所谓 “职称教材”
等问题。

(4) 当前又存在着由于各出版社利益驱使，出
现的教材出版发行过滥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这已严

重影响有些优秀教材的推介和使用。

因此作者认为可以通过各级监管层面上制定有

关教材编写、出版与使用优秀教材政策，同时对各

高校的有关教材使用、课程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

师资培训、优秀教材推介，专业认证与评估、及各

高校教学工作的考核等方面制定一些可操作的办

法，使得优秀教材能获得广泛的使用，形成淘汰一

些不合时宜的陈旧教材的机制，从而为我国基础力

学产生一批名教材奠定基础，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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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重点对基于力学思想的字体结构评价方法

进行了介绍，利用归一化后的字体图像形心定量描

述字体结构的重心，利用归一化后的字体图像极惯

性矩定量描述字体结构的中宫。此外，本文设计了

算例进行分析，验证了此方法可以将字体结构重心

和中宫这两个概念进行定量描述，得到的结论与人

眼观感一致。相比传统通过人眼主观的评价和分析，

本文提出的基于力学思想和概念进行计算的定量评

价方法具有合理性和适用性，可为今后美学领域中

字体结构的评价与设计提供定量化参考。

参 考 文 献

1 王新蔚. 书法篆刻艺术对汉字字体设计的影响与启迪. [硕士论

文]. 淮北：淮北师范大学, 2016
Wang Xinwei. Effect and enlightenment of calligraphy and
seal cutting on chinese characters typography design. [Mas-
ter Thesis]. Huaibei: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2016 (in
Chinese)

2 丁涵东. 20世纪末数字化境遇下的汉字字体设计发展研究. [硕
士论文].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 2009
Ding Handong. The researching of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design. [Master
Thesis]. Hangzhou: China Academy of Art, 2009 (in Chi-
nese)

3 王静艳, 朱史霞. 汉字字体设计的重心概念辨析. 包装工程,
2018, 39(24): 39-42
Wang Jingyan, Zhu Shixia. Barycenter concept of chinese
typeface design.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39(24): 39-
42 (in Chinese)

4 吴振平. 重心在印刷字体设计中的应用. 印刷杂志, 2018(8):
49-54

(责任编辑: 胡 漫)


	Abstract
	1引言
	2国内基础力学教材基本情况
	2.1 国内力学教材建设历史概况
	2.2 国内力学教材建设的成绩与问题
	2.3 国内力学教材使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