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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今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了 10 月 22~23 日

在湖南长沙召开的 2006 全国力学教学与教学改革交流会，并在会议期间举行了

教育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会议。 

交流会由主任姚振汉主持，到会参加交流的老师有 50 多人。副主任隋允康，

黄克服，秘书牛莉莎和部分委员参加了会议。会上颁发了 2005 年度全国力学专

业和力学课程优秀学生的奖状。会议得到了承办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和雷勇军教授

等的大力支持。 

交流会安排了国家名师奖获得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张少实教授的教学经验报

告、弹性力学国家精品课北京大学力学系王敏中教授关于弹性力学教学经验的报

告、以及材料力学国家精品课的主讲教授清华大学施惠基和北京工业大学隋允康

两位教授的教学经验报告。 

其它分组交流的论文均收入论文集，共计 44 篇。内容涉及：教学思想和理

念，教学方法、教学环节和手段，直到具体课程及其某部分内容的教学和教改经

验等。西南交大的老师介绍了创办有特色的国家工科基础课程力学教学基地的经

验；华南理工、吉林大学等的好几位老师交流了力学课程对学生工程意识、工程

素质、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的体会；北京工业大学隋允康教授提出要发掘和塑造

“认知活性体系”；军械工程学院的老师介绍了理论力学和谐性课堂教学的体会；

湖南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的老师介绍了培养创新思维方式和工程实践能力等方

面的体会；昆明理工大学的老师介绍了关于基础力学创新教育的理论和环境的体

会；大连理工大学的老师介绍了研究型教学模式认知与建构方面的体会；西南交

通大学的老师介绍了加强教师工程实践提升课程效果的经验；国防科技大学、北

京林业大学的老师介绍了材料力学实验的教改体会；西华大学、军械工程学院的

老师介绍了考试改革方面的经验；广西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的老师介绍了多媒体

教学和多媒体软件方面的经验；重庆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老师介绍了基础力学

双语教学方面的体会。此外还有老师介绍了中少学时和高职学校力学教学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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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师介绍了对于具体课程内容与内容衔接等方面的教学经验。 

由于教学工作涉及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中国力

学学会在高校和大中专工作的最广大会员面临的头等重要的大事。而力学教学如

何适应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和面对目前教学实际中的种种问题，是广大教师都在思

考、探索和实践的问题。我们的交流会一方面邀请名师、精品课介绍先进经验，

同时给广大教师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对于我们共同关心的力学教学与教改

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通过广泛的平等交流，才能互相取长补短，不

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与国内组织的其他力学教学的会议相比，我们作为学会

这种社会团体组织的会议，特别强调这一点。 

会议期间举行了教育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会议，出席委员 15 人。会上回顾了

一年的工作，决定今年未能完成的评选全国优秀力学教师的工作和明年评选全国

力学专业和力学课程优秀学生的工作均应在明年委员会换届之前完成。明年主要

配合中国力学学会的力学大会，在力学大会上组织好力学教学与教改经验交流的

分会场，不再另外单独组织召开力学教学与教改交流会。另外在中国力学学会常

务理事会确定新一届委员会主任人选之后，本届委员会将与他配合做好换届准备

工作，争取在力学大会前后用一天召开教育工作委员会的换届会议。 

除此之外，教育工作委员会将积极参与今后的周培源力学竞赛的组织工作，

并希望教育工作委员会来自各省的委员也积极参与各省的参赛组织工作。由于竞

赛的参加者主体就是我们的教学对象，基础课的学生，参与竞赛的组织也是我们

教育工作委员会责无旁贷的一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