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6), 1907-1911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6318   

文章引用: 李晖, 黄福祥, 黄灿, 杨栋华. 普通高校《材料力学性能》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J].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6): 1907-1911. DOI: 10.12677/ces.2021.96318 

 
 

普通高校《材料力学性能》研究生课程的教学

改革探索 

李  晖，黄福祥，黄  灿，杨栋华 

重庆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1年11月22日；录用日期：2021年12月17日；发布日期：2021年12月24日 

 
 

 
摘  要 

本文分析了普通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材料力学性能》课程的主要问题，基于培养兼顾“科学”与“工

程”能力有机结合专业学位目标，探索教学内容和知识体系的优化、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学活动组织和丰

富课程的视频教学资源建设等措施，加强教学改革和建设，推进教学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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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cours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for 
postgraduates with professional degrees in regular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postgraduates with professional degrees with ability of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the metho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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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knowledge system, the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ideo teaching resources were 
discussed, which were helpful to strengthen teaching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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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力学性能的课程背景及要求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旨在培养应用型、复合式高层次工

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在教育目的、教育方式、审核结业等方面与传统的学术型研究生存在很大不同，

因此其教育质量评价方式也不应与学术型研究生完全一致[1] [2]。相比于学术学位硕士而言，强调培养的

人才具有工程视野，能够灵活的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分析和解决具体的工程实践问题。《材料力学性

能》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程，课程围绕专业学位面向工程应用

的特点，理论与实践相扣，兼顾“科学”与“工程”的有机结合，既从工程应用的角度阐述材料常规力

学性能的基础知识，又从本质的原因在一定深度上阐述力学性能的科学规律，为培养具有严谨的工作态

度和坚实的专业基础的应用性技术人员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为普通高校，专业学位的相关课程可以从教学理念、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将专

业知识与工程教育深度融合，构建满足培养目标要求的课程体系[3] [4]，兼顾不同生源的专业背景，提高

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2. 当前课程面临的问题 

1) 生源结构复杂，学生基础差异较大。普通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生源来源较为复杂，包括材料科

学与工程各个专业方向，以及汽车、机械和化工等专业的调剂生源。经统计，不同生源对于《材料力学

性能》的熟悉程度不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a) 本科学习过《材料力学性能》；b) 本科只学习过相关的

材料专业课程如《材料科学基础》、《工程材料》等；c) 无任何材料科学与工程相关课程的学习背景。

因此，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如何保证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适应性和多样性，同时平衡学生学习的难

度，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2) 课程内容的设置与培养目标的匹配。长期以来，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在教学组织中直接借鉴学术

学位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因此在内容上偏重基础性、科学性的教学内容为主，与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目标存在差异，难以兼顾“科学”与“工程”的融合，难以满足培养学生从工程思维的角度运

用材料科学与工程的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的教学内容和组织上如何突出专业学位的

特点，是在课程建设中的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3) 课程理论与实践共融的特点与学生缺少实际经验的矛盾。材料的性能是通过实验获得的，如何获

得准确可靠的试验结果、运用材料科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分析，改进和提高材料的力学性能，需要学生熟悉

材料在性能试验中变形和破坏过程、特征，掌握试验方法，并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通过对多届学生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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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现，即使是材料类专业的学生，对于力学性能的基本试验也比较生疏，对教学的效果形成很大的制约。 

3. 课程建设的措施与探索 

基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通过教学内容和知识体系的优化、案例的梳理和流程分析细化、针

对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学活动组织和丰富课程的视频教学资源，采用问题导向的启发式教学手段，通过教

学力量的整合和优化配置，逐渐克服和解决上述问题，达到提高教学水平，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从而

实现专业硕士兼具专业素质和工程视野，同时具有创新、实践能力有机结合的培养目标。 

3.1. 课程内容的组织和课程知识体系的优化 

尽管该课程的理论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均基本一致，但是在培养目标的差异，决定了

在课程内容的具体组织上和课程教学的实施过程中，侧重点明显不同。专业学位在课程内容组织上，采

用贴近实际的案例进行教学，并且对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优化。课程的知识模块以教学案例引入，以实

际案例提出问题，引入到所学的专业知识，逐次介绍专业知识的概念、意义、试验方法、定量指标，并

探索该现象的材料学基本原理以及影响因素，然后再回到案例本身，抽丝剥茧分析案例，实现知识的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知识体系根据其目的可以分为以理论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和以应用为中心的知识体系[5]。专业学位研

究生课程以应用为中心，在知识体系上以共性规律为基础，分类、归纳课程的教学内容，达到化繁为简

的效果。不同试验方法在试验的形式和加载的方式上存在不同，但是材料变形和破坏的本质规律相同。

以材料的静载力学性能为例，尽管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高分子材料的种类众多，组织结构存在

很大的差异，实际的试验方法也很丰富，但是材料的变形和破坏具有共性规律，因此，具有共性规律的

静载力学行为可以归纳为一个知识模块。知识模块的具体内容在安排中以材料的变形和破坏规律以材料

的试验为例，如图 1 所示。按照“典型材料(低碳钢)的拉伸试验现象→变形破坏特征→变形破坏的机理→

变形和破坏的力学模型→微观观察和分析手段→材料性能及其影响→性能指标的应用→实际应用举例”

模式组织教学，引导学生根据拉伸试验中低碳钢的典型现象，推广到其他材料在其他静载力学试验下的

专业内容学习，从而使得学生理解和认识“从现象到本质，再从本质分析现象”学习方法。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ventional mechanical property test 
and deformation failure mechanism of materials 
图 1. 材料常规力学性能试验和变形破坏机理关系图 

 
课程的内容通过共性知识的分类和归纳，分为静载力学性能、高温和低温力学性能、疲劳和断裂性

能三大知识模块。在不同的知识模块中引导学生通过共性知识的归纳总结、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方法的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6318


李晖 等 
 

 

DOI: 10.12677/ces.2021.96318 1910 创新教育研究 
 

掌握，以案例作为切入点，从而理解和认识课程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工程分析方法，熟悉知识的学习路径

和问题的筛选、分析、解决途径，达到初步具备适应工程应用的专业素质。 

3.2. 发现学生专业背景差异的优点，改善教学方法 

本课程与材料学科、机械学科以及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知识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围绕课程的教学目

标，将学生专业背景变为拓展课程适用空间的有利因素。在中国制造的大背景下，寻找课程内容中不同

专业的学生能够引起共鸣的交叉点引入到教学活动中，提高学生的求知欲。如强度和硬度的关联性知识

点，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设计时往往需要进行强度校核，但是在零部件在图纸上标注的硬度工艺要求”

这一问题，并且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引导学生认识到材料性能和材料工艺、机械设计、制造之间的

关系，将知识逐渐从书本上延伸到实践中，将专业内容与其他学科交融，拓展课程培养的视野。 
具体的思路是在课堂教学中根据学生专业背景和行业发展趋势，结合学生熟知的应用案例发现问题，

从分析问题中引入到课程的相关专业内容中，从而达到专业结合课程、理论结合实际的效果。如机械专

业背景的学生在企业中从事空心半轴的研发，因此首先就提出问题“为什么要开发空心半轴”的问题，

从而引出机械装备的轻量化发展趋势及其对相应的零部件的性能提出的性能需求；从性能需求出发，探

讨如何通过组织、结构和工艺的优化满足疲劳性能的要求，进而分析性能评估的试验手段和理论依据，

有效的将课程中的力学性能的检测、影响规律与材料或零部件的应用和发展趋势结合在一起，做到了学

生的专业背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行业背景、课程的专业知识理解和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的融合。 
此外，对于专业基础相对较差的其他专业领域的学生，在授课中明确指出其短板所在，根据课程各

个知识点涉及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知识，指定需要补短板的自学的相关内容，提出具体的学习要求，

通过课余自学，逐渐改善基础不牢的现状。 

3.3. 建设视频资源，改善教学效果 

材料力学性能试验的基础是材料力学性能基础，考虑到材料种类的繁杂，不同材料的试验特征不同，

因此根据教学需要学生熟悉较为典型的工程材料在典型的力学性能试验下的行为和特征。当前多媒体教

学手段已经完全成熟，但是不同材料类型在不同力学性能试验下的相关试验视频资源难以搜集。为此，

根据教学的需要在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高分子材料每大类中筛选代表性材料，录制试验视频并

建设资源库。视频资源按照试验规范开展，视频资源设计上采用现象和数据同步的方式，完整的呈现数

据记录结果和材料变形和破坏过程，通过比较数据和试样变化过程，揭示材料变形和破坏各阶段的特征，

进而通过特征分析揭示力学性能指标的含义及其确当方法。借助直观的试验现象观察，通过视频资源与

理论教学内容配套的方式，达到在教学中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效果，对当前的课堂教学形成良好的补

充和佐证，促使学生体会现象→本质→现象的知识学习过程，充分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的精华，加深学

习的印象，改善学习效果。 

4. 结束语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培养需要注重每个学习环节中的教学与实践。材料力学性能作

为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专业基础课程，根据学习对象专业背景和专业水平，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式高

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作为指引，不断进行课程内容体系的优化、教学方法的改进、

教学手段的更新、教学资源的丰富，通过教学改革和建设，推进教学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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