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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先争优•典型引路】记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杨春秋老师 

作者：single  时间： 2011-06-20 12:59  点击：0   

        杨春秋，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教师。历任力学教研室党支部委员、党支部书记；工程力学

系党总支委员、党总支副书记；固体力学教研室主任；工程力学系教学副系主任，大连理工大学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特聘专家，中国力学学会教育委员会委员，辽宁省

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及副秘书长、辽宁省土木学会抗震防灾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 

  她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全国）、全国力学教

学优秀教师、辽宁省高校教学管理先进个人、辽宁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大连市优秀教师、大连

市劳动模范、大连市“巾帼建功”标兵、大连理工大学教学名师奖、大连理工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

等奖、大连市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等优异成绩和光荣称号。 

  在大连理工大学执教的35年中，拥有着40余年党龄的杨春秋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自觉坚

定理想信念，模范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为年轻教师树立了典范。 

  教学与育人结合  培养力学人才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书育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也是一个教师的天职。杨春秋



深知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在加强自身业务理论学习的过程中，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同时保持清醒

的政治头脑和良好的思想修养，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做到育人先育己，育己重育德。她

积极发挥一名优秀党员的带头作用，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认真把好教学环节中的每一关，工作态

度端正、细致。备课详尽、仔细，精心设计教案，注重按照教学内容的内在要求掌握教学节奏。在

课堂教学这一最重要的环节，她以知识的传授为根本，注意与学生的沟通与交流，总是达到良好的

教学效果。 

  对于本科生，杨春秋注意抓“两头”的学生，带动中间一大片。力97级学生王洪涛在参加大连

理工大学多媒体创新中心课外科技活动的过程中，曾一度影响了专业课的学习，杨春秋帮助他正确

处理主业和副业、专业学习与课外科技活动的关系。王洪涛不仅获得了全国大学生“挑战杯”一等

奖，还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为适应学校培养精英型创新人才的新要求，杨春秋同志积极组织力学系本科生参加科研创新实

验计划项目，并亲自指导了多项国家级、校级创新计划项目；她通过组织大学生科技论坛和教授学

术讲座，将教学由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将学习的重心由一维拓展到三维（教室、图书馆、实验

室），有利于思考，有利于实践，有利于创新，使优秀的学生更加出类拔萃。对于学习困难的学

生，她逐一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对症解除固疾，增强其自信心，激励他们奋起直追。 

  教学与科研结合  提高教学实效性 

  杨春秋从事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超过35年，为本科生、研究生和助教进修班讲授了结构力学、计

算结构力学、结构动力学、板壳力学、工程结构抗震等近8门不同层次的课程，培养了17名硕士研

究生，指导国内访问学者3人，年年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模范地实践着一个人民教师教书育人、

传道解惑的职责，并乐在其中。 

  为了使使得课堂教学内容更丰富、更具体、更详实、更有说服力，杨春秋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

合在一起。近五年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三项；国际合作项目一项；省部级科学基金三

项；横向委托课题五项；其中七项为课题负责人。发表科技论文40余篇。参加冶金部基金项目“构

筑物抗震设计规范”，研制了基于Ritz向量法和波前法的井架抗震计算多用程序。该项目获得了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并承担“八五”攻关项目，“3600M3/h斗轮挖掘机结构分析”为大型露天

矿连续开采成套设备的消化引进国外技术，及其国产化、标准化作出了贡献。该项目获得了教育部

科技进步三等奖。曾先后赴日本、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参加“亚太地区地震和海啸减灾技术国际会

议”等学术活动。 

  传统的观念普遍认为力学只是一种工具，教师在教学中普遍注重的是教给学生解题的方法，而

杨春秋同志则以学生对力学科学的兴趣培养为牵引，更注重训练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工程应用

能力，培养学生在力学前沿基础理论研究与重大工程应用方面的发展潜力。因此，她积极为课堂教

学和工程应用之间搭桥，邀请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领导等从不同的角度谈对力学课的

认识与要求，编写出版了《工程薄壁结构计算》、《工程概论》、《纳米表面工程力学》、《力学

在工程中的应用—土木工程篇》、《板壳力学补充讲义》等教材。   

  她主讲的板壳力学被学生们称为“老虎课”。由于备课充分，讲解逻辑性强，深入浅出，教学

效果好，受到学生们普遍好评，她在被学生们称为“杀手”的同时，又被学生们评为力学系最受欢

迎的教师之一。 

  “基础要够宽、够厚，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杨春秋的教学信条。经过36年的教学

实践，她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加强师德修养，已形成了鲜明的教学风格，教学效果受到学生欢迎和

认可，多次获得 “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称号，称得上教书育人的楷模与名师。 

  教学与管理结合  致力改革创新 

  自1999年任工程力学系教学副系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7年。在教学工作量超负荷的情



况下，挑起行政管理的担子，致力于教学改革和管理改革。她在工程力学专业办学一度面临困境的

情况下，坚持唯有改革创新，才能适应于社会需求，培养高素质的工程力学人才。她针对困难，创

造性地提出了适应社会需求改革专业和课程多层次多模式多渠道培养工程力学人才，实施在专业下

设置方向，从力2000级开始由过去的单一方向转化为“工程力学一直读”、“工程力学一建工”、

“工程力学一工程科学计算”和“工程力学一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四个方向，制定了与之匹配的指

导性培养计划和一系列改革措施。 

         “工程力学优势专业建设”是大连理工大学重大教改立项项目，杨春秋同志是该项目的

负责人。同时，她主持大连理工大学重大教改立项项目“力学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与体系改革”，并

于2002年获得大连理工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组织论证大连理工大学基础力学实验中心世行贷

款建设项目。编写、出版《力学教学研究与教育改革》和《力学应用与研究》。先后发表了“构筑

工程力学专业培养新模式”、“关于优势专业的思考与建设”、“力学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与体系改

革”等教学研究论文。她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级教改项目2项、辽宁省教改立项项目4项，大连理工

大学重点教改立项项目4次，一般项目多项。 

        学部成立后，她为了提升全校工科专业本科生的基础力学教学质量，主动担任了工程力学

系基础力学教学研究所所长，更加注重青年教师教学能力与教学艺术等方面的培养提高。她高质量

承担大量本科教学任务，还积极组织承办了三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大连赛区赛事、首届全

国基础力学实验竞赛大连理工大学赛事及校级基础力学竞赛等多项大学生科技竞赛，承办首届全国

力学课程报告论坛，推动了学风建设，提升了学校的影响，被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聘为特邀专家。她指导多名青年教师在国家级、市级和校级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中屡获佳绩。目前筹

建的“钱令希力学创新实验班”，杨春秋也是其中的主要参加者，成为了工程力学专业建设和教学

团队建设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岁月如歌，斗转星移。迎来了一批批胸怀大志的新生，又送走一届届学业有成的毕业。，杨春

秋在平凡的教书育人岗位上，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使教师的责任感与

使命感在教书与育人的结合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学生记者 钟天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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