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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与任课教师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材料力学 课程类别：必修课√ 选修课□ 

学时/学分：60/3.5 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8 

授课时间：周一 1、2节 

      周三 1、2节 

授课地点：6C-301 

           6C-102 

任课教师姓名：张宏辉 职称：副教授 

开课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适用专业班级：2014机械卓越本 1班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课前、课后，教室，交流和集中讲解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由基础理论课过渡到设计课程的学

科基础必修课，它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对构件的强度、

刚度和稳定性问题要有明确的基本概念，必要的基础知识，比较熟练的计算能力，

一定的分析能力和初步的实验能力。  

三、课程目标 

结合专业培养目标，提出本课程要达到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 

1．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杆件在静载荷作用下

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计算原理与方法，理解拉压、剪切、扭转和弯曲四大基

本变形的基本概念，了解四大基本变形的特点和适用范围，掌握组合变形的分析

方法，能够熟练分析和计算有关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针对超静定问

题，能正确分析变形协调关系，运用力法、变形比较法、位移法等加以求解。 

2．过程与方法目标：保留了传统教学手段“粉笔+黑板+模型”的合理内核，

同时积极开发、利用多媒体资源，形成全方位的立体化的教学手段，从而达到“减

压增趣”、“提智扩能”的教学目标。在学习的过程中，使学生的思维和分析方

法得到一定的训练，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逐步形成科学的学习观和方法

论。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根据 21世纪教育教学改革“宽口径、厚

基础、高素质、强能力”的原则，学生应有较好的素质结构、较全面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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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与各类工程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处理工程问题的能力是学习该课

程学生的必备素质。学生应重视本课程在素质培养中的作用，本着对自己、对社

会高度负责的态度搞好课程学习。体现在学习中，具体要做到：明确学习目标，

端正学习态度，培养学习兴趣，认真完成每个学习环节。同时，积极落实人才培

养计划，使自己成为出色的、受社会所欢迎的工程技术人才。 

四、与前后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是机械类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

理论力学，其内容是机械设计、有限元分析等后续课程的基础，对学好上述后续

课程有很大的影响。 

五、教材选用与参考书 

1．选用教材：《材料力学》，徐金华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 年 4

月。 

2．参考书：《材料力学》，单辉祖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第 3版。 

六、课程进度表 

表 1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 

次 
教学主题 要点与重点 要求 

学

时 

1 

拉压杆的内力和

应力，材料拉伸

时的力学性能 

轴力与轴力图；拉压杆横截面上的

应力；低碳钢的应力应变曲线 

熟练掌握轴力的计算和轴力图

的绘制，理解拉压杆横截面上的

应力公式推导；熟悉低碳钢的拉

伸力学性能 

4 

2 
拉压强度条件、

拉压变形 
强度条件的应用和变形计算 熟练掌握强度条件的应用 4 

4 

连接件的强度计

算、扭转应力及

强度条件 

扭矩与扭矩图；扭转应力；强度条

件 

熟练掌握扭矩的计算和扭矩图

的绘制，理解扭转剪应力的公式

推导；熟练掌握强度条件的应用 

4 

5 
扭转变形与刚度

条件 
变形公式与刚度条件 能理解和灵活应用 2 

6 弯曲内力 
剪力、弯矩的计算和剪力、弯矩图

的绘制 

熟练掌握剪力、弯矩的计算和剪

力图、弯矩图的绘制， 
4 

7 弯曲应力 弯曲正应力及其强度条件 

熟练掌握弯曲正应力的计算和

强度条件的应用，了解弯曲剪应

力的计算及其强度条件 

4 

8 
弯曲变形、习题

课 

挠度和转角的概念；叠加法求变形。

四大基本变形小结 

理解挠度和转角的概念；熟练掌

握叠加法求变形。理解材料力学

的一般分析方法，即综合考虑静

力学关系、几何关系和物理关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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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的方法，并用来对拉压

杆、圆轴扭转、直梁弯曲作出变

形和应力分析。 

9 
超静定问题的直

接解法 
力法，变形协调条件 

正确分析变形协调关系，运用力

法解决超静定问题。 
2 

10 
超静定问题的直

接解法 

变形比较法、位移法、装配应力和

温度应力、联合超静定问题 

掌握变形比较法、位移法，正确

分析并解决装配应力和温度应

力、联合超静定问题。 

4 

11 
应力状态分析、

强度理论 
应力状态的概念；四大强度理论，  

正确理解应力状态的概念，了解

四大强度理论。 
4 

12 组合变形 弯拉组合变形、弯扭组合变形 

能根据应力状态及材料性质选

用合适的强度理论对组合变形

杆件进行强度计算。 

4 

13 习题课 组合变形  2 

13，

14 
压杆稳定 稳定性的概念，临界力的计算 

掌握压杆稳定性的基本概念和

压杆临界力的计算方法，能对压

杆进行稳定性校核。 

4 

14，

15 

动载荷和交变应

力 
动荷系数；材料的疲劳极限 

了解动应力的计算和疲劳强度

的计算 
4 

15 复习   2 

表 2  实验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 

名称 
要点与重点 掌握程度 实验类型* 实验要求** 学时 

3 
实验 1：材料

的力学性能 

观察低碳钢拉

伸过程中的物

理现象。测定低

碳钢的屈服极

限、强度极限、

延伸率和断面

收缩率 

熟悉材料实验机和引伸

仪的使用。 
验证性 必做 2 

3 

实验 2：弹性

模量和泊松比

的测试 

弹性模量和泊

松比的测量原

理 

熟悉材料实验机和引伸

仪的使用。 
验证性 必做 2 

5 
实验 3：扭转

实验 

测定低碳钢的

剪切屈服极限，

低碳钢和铸铁

的剪切强度极

限；观察低碳钢

和铸铁扭转时

的破坏过程， 

熟悉扭转实验机的使用。 验证性 必做 2 

9 
实验 4：弯曲

正应力的测定 

测量纯弯曲梁

上应变随高度

的分布规律，验

证平面假设的

学习使用电阻应变仪，初

步掌握电测方法。 
验证性 必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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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性。 

* 实验类型：分演示性、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等四种。设计性实验指给定

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加以实现的实验；综合性

实验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课程知识的实验。 

**实验要求：分必做、选做两种。 

七、教学方法 

教学方式分课堂教学、课程实验两部分。其中，课堂教学主要采用启发式教

学方法进行；课程实验分组进行，学生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团队精神。 

八、对学生的学习要求 

1．学习本课程的方法、策略及教育资源的利用。 

本课程的内容跨度较大，要多练多想，善于进行归纳总结，使所学知识条理

化和系统化，达到将书“从厚读到薄”和“从薄读到厚”的境界；做好笔记，老

师所讲的内容和例题与教材往往不一致，是老师自己的经验总结，注意将老师所

讲内容与教材、参考书的比较，以深刻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 

2．学生完成本课程每周须耗费的时间 

为掌握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按约 1:1 的比例配比课外学时（预习、复习和完

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学生课外每周必须耗费的最少时间为 4 小时，学生完成本

课程每周须耗费的最少时间为 8小时。 

3．学生的上课、实验、讨论、答疑、提交作业（论文）单元测试、期末考

试的等方面的要求 

课前预习，坚持上课，认真听讲，做好笔记，积极参与教学互动，主动与老

师探讨问题；课后认真复习，独立完成作业。勤于动脑动笔，认真演算习题，培

养自己的分析和计算能力；必须参加实验课，完成规定的实验内容，并提交合格

的实验报告。 

4．学生参与教学评价要求 

依照学校规定，课程结束前 1-2周内，按照学校统一安排，通过网上评教系

统，回答调查问卷，实事求是地对本课程及任课教师的教学效果作出客观公正的

评价，是学生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促进教师改进教学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 

九、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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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 观测点 权重 

作业（每章

1 次，课外

完成） 

1. 评价标准：习题参考解答。 

2. 要求：能灵活运用所学求解方法进行求解，独立、

按时完成作业。 

共 20% 

实验（共 4

次） 

1. 评价标准：实验态度，实验报告的规范性、数据

分析的准确性和回答实验思考题的正确性。 

2. 要求：准确记录实验数据，按照实验报告要求对

实验数据进行合理分析，回答实验思考题。 

每次

2.5%，

共 10% 

期末考核

（闭卷） 

期中考试 1. 评价标准：试卷参考解答。 

2. 要求：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求解，独立、按

时完成考试。 

70% 

考试方式 开卷□     闭卷■  课程论文□    实操□ 

 

十、院（系、部）教学委员会审查意见 

 

我院（系、部）教学委员会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院（系、部）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田君    日期：2016年 3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