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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钱学森的主要贡献及教育思想

钱永刚 (钱学森之子)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在应用力学、航

天工程、系统工程等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巨大贡献. 他提出

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和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 的

理论及其实现形式，是他晚年最具亮点的学术创新.

他的教育思想由两个部分组成，前者是技术科学教育的

思想；后者是大成智慧教育的思想，即广义的通识教育思想.

他认为，21 世纪的中国公民应该受到全方位的教育. 大成智

慧教育的核心就是通过对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学习

和理解，打破各学科的界限，集理、工、文、艺于一身，贯通

古今，培养出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有文化艺术修

养，一方面有科学技术知识，既有 “性智 “又有” 量智” 的新

型人才.

(2017.7.24 钱永刚致清华钱学森班首席郑泉水, 已经钱

永刚许可刊出)

附件二：

航天航空学院：材料力学 4 (指 4 学分，后同)、理论力

学 4、流体力学 4、工程热力学 4、弹性力学 4、振动理论基

础 2、黏性流体力学 3、振动测量 2、计算固体力学或计算流

体力学、计算力学基础 4、力学实验技术 4

机械工程系：理论力学 4、材料力学 4、流体力学 3 或

4、工程热力学 2；

精密仪器系：理论力学 4、材料力学 4、工程热力学 2；

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理论力学 4、材料力学 3、流体力学

4、工程热力学 4、基础力学实验 2

汽车工程系：理论力学 4、材料力学 3、流体力学 3、工

程热力学 4

工业工程系：工程力学 4

土木工程系：工程力学 (1、2) 4+4、结构力学 (1、2)

4+2、流体力学 4、水力学 2、土力学 (1) 3、弹性力学及有限

元基础 2

水利水电工程系：理论力学 4、材料力学 4、结构力学

(1、2) 4+2、水力学 (1、2) 3+3、土力学 (1、2) 3+2、计算

流体力学 3、弹性力学及有限元基础 3

建筑管理系：结构力学 (1) 4、工程力学 4、土力学与基

础工程 3

材料学院：工程力学 4、流体力学 4

环境学院：工程力学 4、流体力学 (1、2) 3+2

从竞赛看基础力学教与学的质量提升

——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和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相关分析与思考

叶志明 1) 黄 兴

(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摘要 通过对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全国周培源大

学生力学竞赛、参赛各学校情况以及各校基础力学课程的教

学课时等方面数据进行相关性数据分析，初步揭示了教师、

学生与其教学情况之间的关联度等问题. 希望通过这些数据

分析对基础力学教学的未来、教学质量的监控及其改革等提

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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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青年教师基础力学课程教学业务素质和

水平、推动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学经验的交流、促进

师资队伍建设，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教学

指导委员会会同高等教育出版社每两年举办一次全

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该项比赛已连续举

办了 6 届.

为培养人才、服务教学、促进力学基础课程的改

革与建设，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

现力学创新人才, 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展示基础知

识和思维能力的舞台,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托，中

国力学学会和周培源基金会与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

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一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

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该项竞赛已连续举办了 10

届.

本文试图通过对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

赛、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参赛各学校情况以

及各校基础力学课程的教学课时等方面数据进行相

关性数据分析，拟在揭示教师、学生与其教学情况

之间的关联度等问题. 希望通过这些数据分析对基

础力学教学的未来、教学质量的监控及其改革等提

供借鉴和参考.

1 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和全国周培源

大学生力学竞赛的相关统计分析

1.1 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的相关统计与

分析

1.1.1 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获奖教师与

高校类型之关系

据前两届获奖情况看，理论力学讲课比赛一等

奖获奖教师基本都来自 985 或 211 高校，二等奖获

奖教师来自非 985和 211高校与 985和 211高校人

数基本持平，甚至要略高一些. 材料力学讲课比赛

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奖教师来自非 985 和 211 高校与

985 和 211 高校人数总体基本持平. 这些数据表明

了：(1) 在理论力学教学方面，985 和 211 高校的教

学优于非 985 和 211 高校；(2) 在材料力学教学方

面，985 和 211 高校和非 985 和 211 高校的教学情

况差别不大. 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讲课比赛获奖教

师与学校类型关系详见图 1.

图 1 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讲课比赛获奖教师与学校类型之关系

1.1.2 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获奖教师与

学校课程教学时数之关系

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讲课比赛获奖教师所在高

校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教学课时基本上都大于全

国该课程教学平均数 [1]. 数据表明：较多的课程教

学课时数，势必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课程知识教学

实践时间，这对锻炼教师在这些课程内容上的教学

能力，提高课程教学素养与教学水平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获奖教师与

学校课时数的关系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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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讲课比赛获奖教师与学校课时数关系

1.2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获奖学生数据的相

关性分析

1.2.1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2] 特、一、二、三

等奖获奖学生与学校类型之关系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特等奖获奖学生几

乎全部都来自于 985和 211高校；一等奖获奖学生除

了第十届和第八届有少数几位是来自非 985 和 211

高校之外，其他都是来自于 985和 211高校；二等奖

每届都有来自于非 985 和 211 高校的学生，但是人

数较少；三等奖来自于非 985 和 211 高校的学生人

数明显增加，但是与来自于 985 和 211 高校的学生

相比，获奖学生总数又明显减少. 这些数据表明 [2]：

(1)985 和 211 高校学生对基础力学掌握情况的整体

素质和能力明显好于非 985和 211高校；(2)依据全

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获奖教师与学校类型

之关系分析结果 (理论力学教学方面，985和 211高

校的教学成效优于非 985 和 211 高校；材料力学教

学方面，985 和 211 高校和非 985 和 211 高校的教

学水平差别不大的结论)，可以推断 985和 211高校

的学生在基础力学课程教与学的质量上远远优于非

985 和 211 高校. 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特、一、

二、三等奖获奖学生与学校层级的关系详见图 3.

图 3 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特、一、二、三等奖获奖学生与学校类型之关系

(注：第十届参赛人数 21350，学校 300 多所；第九届参赛人数 17338；第八届参赛人数 17026，学校 280 多所；

第七届参赛人数 12089，所有数据来源于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网站)

1.2.2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特、一、二等奖获

奖学生与课程教学时数之关系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特、一、二等奖获奖

学生所在高校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的教学课时数基

本上也都大于全国高校基础力学课程教学课时平均

数 [2]，仅有极少数获奖学生来自于理论力学和材料

力学的教学课时数小于平均数的高校. 数据分析表

明：较多的教学课时数 [2] 在目前学生学习以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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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主、在教师讲授式教学为主的情况下，是明显增

强学生对基础力学课程有关基本理论与基本概念掌

握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学生基础力学整体素质和

知识运用能力的关键性因素. 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

赛特、一、二等奖获奖学生与学校基础力学课时的

关系详见图 4.

图 4 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特、一、二等奖获奖学生与学校基础力学课程课时的关系

1.3 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获奖和全国周

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特、一、二、三等奖获奖之

关系分析

同时都有基础力学讲课比赛教师获奖和周培源

大学生力学竞赛学生获特、一、二、三等奖的学校是

基础力学讲课比赛教师获奖学校总数的 85%以上，

然而基础力学讲课比赛教师获奖学校总数仅是周培

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学生获特、一、二、三等奖学校的

总数的 30% 以下. 这些数据结果表明：教师的教学

水平对学生竞赛获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不是

绝对性和关键性因素. 学生竞赛获奖的关键因素还

在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所在学校课程的教学课时

数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传授、实践能力等的多

寡). 基础力学讲课比赛教师获奖与周培源大学生力

学竞赛学生获奖的关系详见图 5;历届全国周培源大

学生力学竞赛学生获特、一、二、三等奖的学校数详

见图 6.

图 5 基础力学讲课比赛教师获奖与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学生获奖之关系

(注：教师和学生都获奖学校数据是依据第七至第十届全国周培源

大学生力学竞赛特、一、二、三等奖获奖学校和第五、六届全国基础

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获奖学校数据统计获得)

图 6 历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学生获特、一、二、三等奖的

学校数

2 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和全国周培源大

学生力学竞赛相关统计分析结果的若干思考

依据全国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和全国周

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了，教

师获奖和学生获奖与其所在学校类型、学校基础力

学课程教学课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性，甚至于

还与学校的学生学习效果等密不可分. 因此，如何

提高工科类高校的基础力学课程教学质量，我们认

为还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思考与解决：

2.1 加强基础力学课程教学内容建设和改革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基础力学是多数工科类专

业课程学习之根，根深才能叶茂，必须扎在适宜其

生长的土壤里才会向纵深延伸使根系发达，撑起一

片绿色的天空. 基础力学课程是多数工科类专业教

育的基础,是提高力学技能、培养各类合格工科类人

才的奠基工程. 它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中起着重要的

启蒙和基础性作用. 没有好的基础力学教育,很多工

科类专业后续教育与创新将受到制约与影响.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学生获奖情况数据

分析结果显示基础力学教学质量是学生获奖的关键

因素之一.因此，需要大力加强基础力学课程教学内



206 力 学 与 实 践 2018 年 第 40 卷

容建设和改革，妥善处理基础力学课程教育与专业

课程教育之间的衔接、配合和协同问题，妥善解决

好基础力学课程的教学课时数等问题，从源头上抓

起，通过提高大学生基础力学课程学习质量来提高

相关工科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的质量.

2.2 加强和改进基础力学青年教师培养方式，努力

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

青年教师决定学校的未来和发展，是学校的核

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学校发

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教师的力学课程教学素养和教学水平高低不仅

对学生竞赛获奖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与学校在既

定的教学课时下如何取得有效的教学效果等有着一

定的关联性.

因此，教师的力学课程素养和教学水平也是决

定多数工科类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各高校需要以加强和改进青年教师的培养方式、提

高青年教师的力学课程素养和教学水平为抓手，才

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力学课程素养和掌握基础力学

课程相关知识与运用能力的质量.

2.3 合理改革和安排学科培养计划，提供合适的基

础力学课程教学课时 [2]

基础力学是多数工科类专业系列课程中的核心

学科或者技术基础课程，是联系基础课程 (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 和后续准专业课程、专业课程 (机械

原理，机械设计，结构力学、结构分析原理、工程结

构设计等)的桥梁和纽带，对培养学生知识、能力和

素质,对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

意义. 学好基础力学课不仅为后续的专业课奠定坚

实的理论基础, 而且该课程所涉及的内容及知识亦

可直接应用于工程实际中，更深层意义在于培养学

生的科学素质.

设置合适的基础力学课程教学课时数 [2] 不仅

可以提高学校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而

且也是影响学生整体基础力学素养和能力的关键性

因素.

因此，各高校需要在合理改革和安排学科培养

计划、调整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合适

地安排基础力学课程的教学课时数，以确保专业人

才培养的质量.

2.4 继续办好青年教师讲课点评会

教指委自 2013 开始创新型地在各类组织的教

学会议或课程论坛上创办了青年教师讲课点评会场.

我们采取教师自愿报名参与，点评会上二十分钟讲

课，然后与会专家与老师们对讲课内容等开展点评

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解决青年教师讲课中的有关问

题，由此也引出一般性、普遍性的共性问题的讨论与

研讨. 经过四年来多场点评会的举行，收到了非常好

的效果.一则得到广大青年教师积极响应和参与，有

时比赛获奖教师还报名参加. 有些曾经参加过点评

会讲课的教师讲到：虽然是短短二十分钟讲课以及

后续的点评过程，但是对于其一生的教学产生了非

常积极的影响，受益终生. 二则点评会的举办，在教

师之间也养成了互相学习与交流，积极发言阐述各

种观点的氛围，使得会场气氛热烈，尤其是得到很

多青年教师们的欢迎，他们说点评会的现场氛围感

染了他们投身教学的积极性与如何讲好课程的主动

性. 点评会上指出讲课中的不足与问题，如何讲好课

程，如何处理好有关知识点的教学等问题，成为与会

教师们共同研讨的话题，并能形成最终的共识，有效

地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则是通过几年来点评

会的设置与实践，的确起到了对讲课中的某些内容

开展有效地研讨，并能精准及时地解决与纠正讲课

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使得讲课教师与参会教师们

都得到极大地受益.

本文由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文员会

基础力学组李晓阳教授、王琪教授、禹奇才教授、支

希哲教授、王璋奇教授、周宏伟教授、王世斌教授、陈

维毅教授、白铁钧教授、孟广伟教授、孙毅教授、徐

鉴教授、邓宗白教授、尹晓春教授、陈安军教授、宫

能平教授、沈玉凤教授、李同林教授、沈火明教授、

张陵教授、倪新华教授、唐国金教授、殷雅俊教授等

委员共同完成，由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叶志明教授、

秘书黄兴副教授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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