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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以生为本，面向未来——《材料力学》金

课建设的探索与创新 

成果完成人  孙伟、张剑、李晨、李栋栋、范钦珊  

成果完成单位          航空学院        

推荐等级建议  ________一等奖_________ 

推荐单位名称            航空学院         

申 报 时 间   2020 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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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  果  简  介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或 

荣 

誉 

情 

况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获奖等级 授奖部门 

2020 2019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精品课程建设专项（材料力

学）） 

优秀 校教务处 

2019 2018-2019年高等学校在线开放

课程（材料力学研究） 

立项建设 省教育厅 

2019 第十二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

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优秀指导教

师奖 

中国力

学学会 

2017.12 江苏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材料

力学） 

二等奖 江苏省高

校微课教

学比赛组

委会 

2020.8 材料力学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研

究 

重点项目 航空学院

课程思政

研究中心 

2019 第十一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优秀指导教师奖 

优秀指导教

师奖 

江苏省力

学学会 

2018 第二届江苏省力学创新创意竞赛

力学微文竞赛指导教师 

一等奖 江苏省力

学学会 

2018 第二届江苏省力学创新创意竞赛

力学知识竞赛指导教师 

二等奖 江苏省力

学学会 

2020 2017-2019年度江苏省力学学会

科普工作 

优秀奖 江苏省力

学学会 

2020 学会工作先进个人 学会工作先

进个人 

江苏省力

学学会 

    

    

    

    

成果起 

止时间 

起始：    2017 年 12 月 30日 

完成：    2020年 10月 30日 

主题词 
 

以生为本、面向未来；“自主学习+深度研讨”；金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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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主要内容（不超过 1000个汉字） 

秉持“以生为本，面向未来”的教学理念，《材料力学》金课建设的成果主要

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构建富有挑战度的“自主学习+深度研讨”的教学模式 

与金课挑战度的要求相适应，课程组于 2018年推出了围绕重要知识点与知识

体系的《材料力学自主学习系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该系统陆续通过网页、APP、

微信公众号、以及百度云盘等线上线下多种形式面向全国师生开放。2020年春季，

课程组在中国大学 MOOC 上线了《材料力学研究》，在超星学习通上线了《材料力

学 2020》。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在线自学记录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进一步提供了保障。 

材料力学课程除了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更要以培育拔尖创新研究人

才为己任。开设基于个人或团队的课堂研讨环节，研讨问题涵盖基本知识点的深

度拓展、举一反三的理论推导与分析、正误辨析与反问题、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等。

学生选题、准备、上台展示，在规定时间内阐述对知识点的理解、提出问题的解决

方案、调研知识点的发展史、展望知识点在生活和工程中的应用，最终形成报告或

论文。 

2) 重塑蕴含高阶性的教学体系 

在教学体系重塑方面，遵循“旧概念新解释”、“旧原理新方法”、“旧内容新体

系”的思路，整合优化后的体系更加简洁、高效、综合。在“旧概念新解释”方面，

以轴对称分析代替“平面假设”，以实际挤压面代替有效挤压面；在“旧原理新方

法”方面，以力系简化法代替截面法，高效快捷绘制内力图，能量原理中通过变分

思想引入虚位移和虚力的概念；在“旧内容新体系”方面，构建以强度刚度稳定性

为核心模块、内力分析为基础模块、能量原理为提升模块的模块化教学体系，实现

由一般到特殊、由近似到准确、由分散到综合的高阶性课程设计。基于新教学体系

的教材已于 201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3) 打造创新性的教学实践平台 

在教学内容的前沿性与时代性方面：（1）参加 2019 年全国第一届超材料大会，

将力学超材料概念引入课堂。（2）结合 3D打印技术提出透明梁内部应力应变分析

的新思路。（3）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周培源力学竞赛、江苏省力学创新创意竞赛。 

在教学方法的先进性与互动性方面：（1）基于雨课堂，开启点名、随机提问、

计算题投屏；基于问卷星，开展随堂测试；基于学习通，开展作业互评、PBL项目

合作研究、发起讨论话题、知识点总结的思维导图等。（2）面向人工智能，学生基

于 Python、C++编制材料力学求解器，实现截面几何性质所画即所得。（3）基于美

国 CSI 的全表面三维应变测量软件，由学生亲自动手测试圆柱体试件拉压弯扭的

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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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 以生为本，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动手实践的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既是教育部的要求，也是创新人才必备的基本功，更是个体终

生发展的需要。新的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促使信息爆炸式增长，知识迭代更新

的频率也是日新月异，终身自主学习能力将成为每一个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

《材料力学自主学习系统》将助力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 

唯有学以致用、知行并进才能将知识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作为一门基于实验

而建立起来的理论课程，材料力学要求学生最终能够设计一些工程实际构件。回

归课堂，要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些做好标记线的 3D打印杆件（矩形、圆柱形）或者

让学生自行设计一些 3D打印杆件模型、基本的固定装置、简单的加载手段、先进

的测试手段（手机拍照+美国 CSI软件）等。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力学创新创意竞赛。 

 

2) 面向未来，基于高阶性的课程体系开展深度研讨 

我校的力学专业是国家级双一流专业，作为一门面向全校工科学生开设的力

学专业基础课，材料力学除了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更要以培育拔尖创新

研究人才为己任。基于高阶性教学体系的教材已于 2019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出版前学生已经在使用新的教材体系。根据“注重基础、挖掘深度、适度扩展、

面向未来”的教学改革思路，“深度研讨”环节将会把知识传授、能力养成与智慧

激发融为一体。开设基于个人或团队的课堂研讨环节，研讨问题涵盖教学内容的

深度拓展与广度分析、举一反三的理论推导与分析、正误辨析与反问题、学生自己

提出问题等。学生选题、准备、上台展示，在规定时间内阐述对知识点的理解、提

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调研知识点的发展史、展望知识点在生活和工程中的应用，最

终形成报告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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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点（不超过 800个汉字） 

 

1) 为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而推出的《材料力学自主学习系统》 

为破解学生进行材料力学自主学习的畏难情绪，与金课挑战度的要求相适应，

课程组于 2018年推出了围绕重要知识点与知识体系的《材料力学自主学习系统》，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该系统陆续通过网页、APP、微信公众号、以及百度云盘等线

上线下多种形式面向全国师生开放。材料力学自主学习系统总共 13 个单元，每一

单元的知识点组合起来就构成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所有单元均涵盖认知—深化

—扩展—再认知四个阶段，照此循序渐进，自主学习效果将会水到渠成。2020年

春季，课程组在中国大学 MOOC上线了《材料力学研究》，在超星学习通上线了《材

料力学 2020》。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在线自学记录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进一步提供了

资源与平台保障。 

 

2) 为提高学生数值计算能力和编程能力而开发的《材料力学计算器》 

人工智能的时代，手算已经不是 00后主要的目标任务。建模能力、电算能力

以及对电算结果的合理性进行定性判断的能力则是新时代赋予材料力学新的课程

目标。Python、C++与 Qt 是目前计算机领域最为热门的编程语言，学生根据自己

的喜好选择不同的语言，开发特色不同但功能一样的材料力学计算器。虽然实现

界面编程以及画图的功能需要耗费数月的时间，但学生乐此不疲，三个月就能实

现一些主要的计算功能。通过编程体验，学生对材料力学的认识更加深刻，并践

行了从理论到工程设计的跨越。此外，在软件国产化的浪潮之中，在大数据和云

计算的时代，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与历史使命感均得到极大的提升。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材料力学自主学习系统》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众多高校同行的关注，21个

高校申请了线下系统。微信公众号《NUAA材料力学研究》一经上线，就吸引了 410

人的关注。学校精品课程网站的《材料力学 2020》点击率达到 480851 次。一位对

材料力学 A 课程有畏惧感的女生，通过课下利用自主学习系统，很快跟上了大部

队的学习节奏，期末也考出了理想的成绩。 

 

2）“自主学习+深度研讨”的教学模式深受学生欢迎。一位学生是这样评价《材

料力学 A》课程的：“如果要说材料力学这门课与其他课程最大的不同，也许就在

于新颖的教学模式了——自主学习+深度研讨，有一些内容，老师不会放在课上着

重强调，但是会让我们自己在自主学习系统之中学习。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那

这样的模式还不能算是十分的新颖，本学期课程的真正新颖之处还在于深度研讨

的环节。”相关的教学改革成果与学生评价已发表于 2018 年 05 期的《力学与实

践》。2018 年上材料力学 A课程的钱伟长班 3人保送清华、1人保送北大，2019年 

2 人保送清华、1 人保送北大。在 2019 年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中，我校学

生创历史最好成绩：个人赛第一名和团体赛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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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姓名 孙伟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2020年 8月 最后学历 博士 

参加工作时间 2007年 11月 高校教龄 13年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高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副系主任 

工作单位 航空学院 联系电话 15195968526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材料力学教学/ 

实验力学教学科研 
电子信箱 

nancysun@nu

aa.edu.cn 

何时何地受何种 

校级及以上奖励 

2017.12江苏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二等奖 

2019第十二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主   

 

要 

 

贡 

 

献 

 

 

  

 

 

 

 

 

 

 

 

1）在《材料力学 A》以及《材料力学 I》课程中开展“深度研讨”环节。 

2）面向全国开放《材料力学自主学习系统》，微信公众号《NUAA 材料力学研

究》上线。 

3）中国大学 MOOC 上线《材料力学研究》，超星学习通上线《材料力学 2020》。 

4）指导学生参加 2018 年和 2020 年两届江苏省力学创新创意竞赛，学生结

合学习内容，写出了既有趣味性且原理应用正确的微文，制作出了包含多种

力学原理的力学多米诺作品、切应力放大机构等。 

5）指导学生基于 Python、C++与 Qt开发《材料力学计算器》。 

6）指导学生结合 3D 打印技术和美国 CSI 软件测试透明悬臂梁内部应力应

变。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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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完成人姓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年       月 最后学历  

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高校教龄  

专业技术 

职    务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电子信箱  

何时何地受何种 

校级及以上奖励 
 

 

 

 

 

 

 

 

 

 

主   

 

要 

 

贡 

 

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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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  ）完

成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主 

 

 

 

要 

 

 

 

贡 

 

 

 

献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由学院或相关单位在栏目内如实地写明完成单位对本成果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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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核、推荐及评审意见 

单

位 

审 

核 

意

见 

 

 

经本单位审核，该成果符合申报条件，所报送的材料真实可信。申报材

料已在单位门户网站公示不少于 5日，未出现异议。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单

位

推

荐 

意 

见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评 

 

审 

 

意 

 

见 

 

 

 

 

 

 

 

 

校评审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