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力学学会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领导与支持下，《力学与实践》坚持科学性、实

践性、知识性、可读性和时效性的办刊宗旨，尤其强调保持特色，突出实践性。在编委会领

导下，在全体作者、审者、读者的支持与配合下，通过全体编委和编辑部人员的共同努力，

圆满地完成 2019 年度的期刊出版工作。具体情况总结如下： 

一、2019 年度工作总结 

1.刊发稿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10 日，共收到稿件 469 篇，已录用稿件 117 篇，退稿 297 篇，正在

审理的稿件 55 篇。 

全年共刊出的稿件数量为 143 篇：按栏目分专题综述 6 篇；应用研究 52 篇；教育研究

50 篇；力学纵横 35 篇，其中《力学与实践》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专栏 8 篇，力学史话 3 篇，

力学家 3 篇，身边力学的趣话 5 篇，书刊评介 3 篇，术语杂谈 1 篇，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

竞赛 6 篇，小问题 5 篇。 

 

2019 年各栏目刊出稿件比例 

 

2.编委会工作 

（1）由在京编委组成的编委小组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工作会议，为每期稿件质量把关，

遴选封面图片、封面文章，并及时解决办刊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集中审阅库中稿件，加快稿

件审理进度，并为期刊宣传等方面提出有效建议。 



 

（2）1 月份在北京召开第十届编委会主编扩大会议，总结 2018 年期刊工作，为期刊发

展提出建议，包括根据期刊栏目定位，拓宽栏目征稿范围；开通交流平台，加强与读者、作

者的互动；设置文章奖项，增强期刊影响力等。此外，会上还制定了 2019 年期刊工作目标。 

 

（3）编委会制定了约稿及写稿计划，各位编委积极承担写稿及约稿职责，为期刊稿件

质量的提升做出了关键性贡献。2019 年各位编委撰写及约请了各栏目高质量稿件 56 篇。 

3.特色栏目建设 

1）教育研究 

聚焦重点教学问题，包括工程力学教学、基础力学教材等，约请重量级稿件，为一线教

师的教学工作提供参考，引领。相关稿件有余寿文教授《工程力学办学的设问与刍议: 多样

性、目标、途径》，叶志明教授《基础力学课程之教材及其教学体系分析》系列文章，唐少

强教授《知与用：理科力学的微积分教学再议》及陈立群教授《美国静力学教材分析》。 

2）力学纵横 



（1）《力学与实践》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专栏 

为纪念《力学与实践》创刊四十周年，编委会特向历届主编及忠实作者、读者约稿，筛

选文章集成此专栏。作者们有的回顾创刊往事，有的谈到《力学与实践》助力自己的成长，

有的回忆了自己第一篇学术论文的发表在《力学与实践》上的过程，加深了读者们对期刊的

感性了解。 

（2）身边力学的趣话 

约请了一系列趣味科普文章，在此栏目刊出，介绍生活中的力学，如《科幻与现实——

议科幻片<流浪地球>》《“音爆云”现象与“音爆”有关系吗？》《轻于粉蝶瘦于蜂——漫话蜻蜓

的流体力学奥秘》等。 

（3）力学史话 

刊登文章介绍力学学科发展历史或重要力学原理的起源，如《关于力学史的分期问题的

初探》《拍案惊奇：力学中美妙数学定理之诺特定理》等。 

（4）小问题 

本年度分别精选了部分高校经典试题及作者自由投稿小问题，帮助学生们提高知识掌握

的扎实度和灵活性，并结合刊出的小问题开展答案有奖征集，以吸引学生们主动思考、积极

参与。 

（5）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在第十二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举办前后，及时刊登相关文章介绍赛事及获奖情

况，对竞赛起到了宣传推广的作用，同时利用竞赛的热度提高了期刊的关注度；此外，还刊

登文章对竞赛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总结。 

4.数字化建设及宣传 

1）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宣传期刊文章 

及时推送期刊原创的，有影响力的科普文章，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增加期刊的关注度。 

2）每期文章刊出后，及时在期刊网站等刊出电子版，与多家期刊平台合作，提升了文

章的传播速度，增大了读者的覆盖面。 

3）在中国力学学会主办的各个学术会议及学术活动上，进行期刊展览和期刊宣传。 

5.《力学与实践》创刊 40 周年座谈会 

 

2019 年 4 月 20 日，《力学与实践》创刊 4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西郊宾馆举行。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中国力学学会相关领导，《力学与实践》历任主编、编委，部分作

者及读者等代表出席了会议，共同探讨期刊未来的发展之路。 

座谈会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对《力学与实践》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主题发言和自由讨



论。与会专家均表达了自己对《力学与实践》的深厚感情，并积极对期刊发展献计献策。 

6.基础力学教学的基本问题研修班 

2019 年 11 月 16 日，由《力学与实践》编委会发起并承办的“基础力学教学的基本问题

研修班”第 1 期“理论力学中的静力学问题”在清华大学开班，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的 40 余位理

论力学专家及教师前来参加。 

 

研修班每半天一个版块，共 3 个版块。第 1 版块为分进行教师讲课、专家点评。第 2

版块为李俊峰教授的讲座《理论力学的静力学教学》，他整体梳理了静力学的知识点及整门

课程的讲课思路。第 3 版块为在第 1 版块讲课的老师经过点评、改进后的复讲。 

专家们组织与会老师共同交流、思考，重点从对力学概念的理解、知识的整体把握等方

面启发他们，让他们认识到教学也要同科研一样进行钻研，对力学基本概念的准备把握是教

学工作的根基。每位专家都将自己最宝贵的经验通过点评或讲座的方式传授出去，参会老师

都受益匪浅。 

7.第十二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第十二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自 2018 年 12 月份发布第一轮通知开始，经过 4

个月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共有来自全国 30 个省份 300 余所高校的 26725 名同学报名参赛。

2019 年 5 月 19 日上午，竞赛个人赛在全国同时举行。经过各省市阅卷并由组委会组织进行

试卷复核后，共评选出全国特等奖 5 人，一等奖 82 人，二等奖 150 人。根据个人赛成绩，

组委会遴选出团体赛参赛学校 30 所；另外，考虑地区分配原则，并参考个人赛成绩，组委

会确定 13 所高校代表各自的省（自治区）参加团体赛，鼓励这些高校联合本省（自治区）

的其他参加了个人赛的高校组队。 

“理论设计与操作”团体赛于 2019 年 8 月 7 日-8 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共有 45 个队伍参赛

（其中 2 个队伍为承办单位邀请高校，不参与评奖）。经过 2 天的比赛，最终评选出特等奖

1 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等奖 2 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二等奖 4 名（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空军工程大学），三等奖 8 名，优秀奖

28 名。 

二、2020 年工作展望 

1.积极建设特色栏目，突出期刊特色； 

2.发扬全体编委办刊的优良传统，以编委为核心进一步扩大作者队伍和审稿队伍，不断

提升刊出稿件质量； 



3.依托编委队伍，加大约稿力度，提高每个栏目刊出文章约稿比例，切实提升刊出稿件

质量； 

4.积极配合中国力学学会的工作，同时加强期刊的宣传工作，在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中

积极宣传期刊。 

5.做好期刊各项品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