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力学》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别 学科基础课 课程性质 理论 课程属性 必修

课程名称 工程力学 课程英文名称 Engineering Mechanics

课程编码 F05XB01G 适用专业 机械电子工程

考核方式 考试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1、高等数学2

总学时 64 学分 4 理论学时 58

实验学时/实训学时/ 实践学时/上机学时 实验学时：6
开课单位 智能制造学院

二、课程简介

《工程力学》是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必修课，是全面落实机械电子工程专

业教学计划的重要教学环节之一。它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掌握静力学的原理和方法，熟练

地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熟练地解决工程中的静力平衡问题；了解材料的力学性能，掌握材

料在外力作用下的变形破坏规律；能够熟练地应用静强度理论解决工程设计中杆件的强度问

题、刚度问题和稳定性问题；同时为有关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三、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 支撑人才培养规格指标点
支撑人才培养规

格

知

识

目

标

目标1：

学习本课程，学生需要掌握静力学的原

理和方法，熟练地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

了解材料的力学性能，掌握材料在外力

作用下的变形破坏规律。

3-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

科学、工程基础和机械电子

工程专业知识解决复杂的

机电一体化控制工程问题。

3-2：掌握机电传动、控制

类基础和专业知识，能够对

机电一体化系统的运行与

控制进行分析、性能评价。

3．工程知识

能

力

目

标

目标2：

熟练地解决工程中的静力平衡问题，熟

练地应用静强度理论解决工程设计中杆

件的强度问题、刚度问题和稳定性问题。

4-1：能够应用数学、自然

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对机电一体化控制系统

复杂问题进行识别、分析和

推理。

6-2：掌握机电工程技术创

新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应

用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能

4．问题分析

6．应用研究能力



四、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学时安排及教学策略

（一）理论教学

教学模块 学时 主要教学内容与策略 学习任务安排

支撑

课程

目标

静力学基

础
6

重点：力及其性质，力矩，力偶，约束和约束力、

物体的受力分析。

难点：物体的受力分析，画受力图。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课堂上主要用PPT

讲授力的性质，力矩，力偶，约束和约束力的概

念，对于受力分析和画受力图主要采用板书讲授。

课堂主要运用讲授法和案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

发式提问拓宽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习教

材

课堂：认真听

讲，做笔记

课后：完成布

置的作业题

目标1

目标2

力系的简

化
4

重点：力的平移定理，平面力系的简化。

难点：平面力系的简化。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课堂上主要用PPT

讲授力的平移定理相关概念，对于力系的简化和

计算部分主要采用板书讲授。课堂主要运用讲授

法和案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宽学生

学习思路。

课前：预习教

材

课堂：认真听

讲，做笔记

课后：完成布

置的作业

目标1

目标2

力系的平

衡
8

重点：平面力系的平衡方程及其运用、求解物体

系的平衡问题。

难点：求解物体系的平衡问题。空间任意力系的

平衡方程求解物体的平衡问题。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课堂上主要用PPT

讲授相关概念和性质，对于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

和计算部分主要采用板书讲授。课堂主要运用讲

授法和案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宽学

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习教

材

课堂：认真听

讲，做笔记

课后：完成布

置的作业题

目标1

目标2

摩擦 4

重点：滑动摩擦、摩擦角和自锁现象。

难点：考虑滑动摩擦的平衡问题。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课堂上主要用PPT

讲授摩擦相关概念和性质，对于滑动摩擦的平衡

问题和计算部分主要采用板书讲授。课堂主要运

课前：预习教

材

课堂：认真听

讲，做笔记

课后：完成布

目标1

目标2

够从事计算机控制系统与

工业控制系统的软硬件研

发工作。

素

质

目

标

目标3：

培养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

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正确的劳动意识

以及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为未来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

11-1：了解专业技术不断发

展的趋势，并理解作为一

名工程技术人员开展终身

学习的重要性。

11.自主学习和终

身学习



用讲授法和案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

宽学生学习思路。

置的作业题

材料力学

的基本概

念、轴向

拉伸与压

缩

8

重点：内力与截面法、材料拉伸与压缩时的力学

性能、拉压杆的强度与变形计算。

难点：材料拉伸与压缩时的力学性能，拉压超静

定问题。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课堂上主要用PPT

讲授材料力学的基本任务，内力与截面法的概念，

材料拉伸与压缩时的力学性能，对于拉压杆的强

度计算主要采用板书讲授。课堂主要运用讲授法

和案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宽学生学

习思路。

课前：预习教

材

课堂：认真听

讲，做笔记

课后：完成布

置的作业题

目标1

目标2

剪切与挤

压
6

重点：剪切的实用计算、挤压的实用计算。

难点：连接件的强度计算。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课堂上主要用PPT

讲授剪切与挤压的概念，对于剪切与挤压的实用

计算，连接件的强度计算主要采用板书讲授。课

堂主要运用讲授法和案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

式提问拓宽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习教

材

课堂：认真听

讲，做笔记

课后：完成布

置的作业题

目标1

目标2

扭转 6

重点：扭转圆轴的强度计算。

难点：扭转圆轴的刚度计算。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课堂上主要用PPT

讲授扭转的相关概念和原理，对于扭转圆轴的强

度和刚度计算主要采用板书讲授。课堂主要运用

讲授法和案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宽

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习教

材

课堂：认真听

讲，做笔记

课后：完成布

置的作业

目标1

目标2

平面图形

的几何性

质

2

重点：惯性矩和惯性半径。

难点：组合图形的惯性矩。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课堂上主要用PPT

讲授惯性矩和惯性半径的相关概念和原理，对于

组合图形的惯性矩主要采用板书讲授。课堂主要

运用讲授法和案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

拓宽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习教

材

课堂：认真听

讲，做笔记

课后：完成布

置的作业题

目标1



平面弯曲

杆件的内

力、应力、

变形、强

度和刚度

计算

10

重点：剪力图、弯矩图。弯曲正应力及其强度计

算。弯曲杆件的变形与刚度计算。

难点：弯曲正应力及其强度计算。弯曲杆件的变

形与刚度计算。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课堂上主要用PPT

讲授平面弯曲杆件的内力、应力相关概念和原理，

对于计算问题主要采用板书讲授。课堂主要运用

讲授法和案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发式提问拓宽

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习教

材

课堂：认真听

讲，做笔记

课后：完成布

置的作业题

目标1

目标2

组合变

形、压杆

稳定

6

重点：拉伸或压缩与弯曲的组合、弯曲与扭转的

组合。欧拉公式、压杆的稳定计算。

难点：组合变形杆件的强度计算，压杆的稳定计

算。

教学方法与策略：线下教学。课堂上主要用PPT

讲授平面弯曲杆件组合变形杆件的内力及其相关

概念和原理，对于计算问题主要采用板书讲授。

课堂主要运用讲授法和案例法开展教学，辅以启

发式提问拓宽学生学习思路。

课前：预习教

材

课堂：认真听

讲，做笔记

课后：完成布

置的作业题

目标1

目标2

（二）实践教学

实践

类型
项目名称

学

时
主要教学内容

项目

类型

项目

要求

支撑课

程目标

实

验

低碳钢和

铸铁的轴

向拉压

2

重点：观察低碳钢和铸铁两种材料在拉

伸和压缩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并利用自

动绘图装置绘制拉伸和压缩图

难点：测定压缩时低碳钢的屈服极限 s

和铸铁的强度极限 b 。

思政元素：要求学生处理实验数据必须

坚持实事求实、严谨的科学态度。

验证

实验4人

一组，须

完成实验

报告。实

验报告须

有详细的

实验记

录。

目标2

目标3

实

验

低碳钢和

铸铁的扭

转

2

重点：测定低碳钢的剪切屈服极限 s

及剪切强度极限 b 。观察并比较低碳

钢及铸铁试件扭转破坏的情况

难点：测定低碳钢的剪切屈服极限 s

及剪切强度极限 b 。

思政元素：要求学生处理实验数据必须

坚持实事求实、严谨的科学态度。

验证

实验4人

一组，须

完成实验

报告。实

验报告须

有详细的

实验记

录。

目标2

目标3

实

验

弯曲正应

力
2

重点：测定梁纯弯曲时的正应力分布规

律，并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比较，验
验证

实验4人

一组，须

目标2

目标3



证弯曲正应力公式。

难点：验证弯曲正应力公式。

思政元素：要求学生处理实验数据必须

坚持实事求实、严谨的科学态度。

完成实验

报告。实

验报告须

有详细的

实验记

录。

备注： 项目类型填写验证、综合、设计、训练等。

五、学生学习成效评估方式及标准

考核与评价是对课程教学目标中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等进行综合评价。在

本课程中，学生的最终成绩是由20%的平成成绩和 70%的期末考试成绩和10%的实验成绩组成。

1.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20%）：采用百分制。平时成绩分作业（占10%）和考勤（占10%）

两个部分。评分标准如下表：

等级
评分标准

1.作业；2.考勤

优秀

（90～100分）

1、作业书写工整、书面整洁；；90％以上的习题解答正确或实验习题结果

准确无误。

2、按时上下课，不迟到早退，没有旷课和缺课记录

良好

（80～89分）

1、作业书写工整、书面整洁；；80％以上的习题解答正确或实验习题结果

准确无误。

2、迟到或早退2次以内，没有旷课和缺课记录

中等

（70～79分）

1、作业书写较工整、书面较整洁；70％以上的习题解答正确或实验习题结

果准确无误。

2、旷课1次，迟到或早退2次以上

及格

（60～69分）

1、作业书写一般、书面整洁度一般；60％以上的习题解答正确或实验习

题结果准确无误。

2、旷课2次，迟到或早退2次以上

不及格

（60以下）

1、字迹模糊、卷面书写零乱；超过40％的习题解答不正确或实验习题结果

错误。

2、旷课3次及以上，迟到或早退2次以上

2.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70%）：采用百分制。期末考试的考核内容、题型和分值分配

情况请见下表：

考核

模块
考核内容

主要

题型

支撑

目标
分值

静力学基础

力的性质，力偶，力矩，约束力
选择题或

判断题
目标1 8

物体的受力分析，画受力图 作图题
目标1

目标2
4

力系的简化 力的平移定理、平面力系的简化
判断题或

选择题
目标1 4

力系的平衡 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 计算题
目标1

目标2
10



摩擦 滑动摩擦、摩擦角和自锁现象
选择题或

判断题

目标1

目标2
2

材料力学的基

本概念、轴向

拉伸与压缩

材料在拉伸与压缩时的力学性能
简答题或

判断题
目标1 4

轴向拉伸与压缩的内力，强度与变形计算
作图题和

计算题

目标1

目标2
14

剪切与挤压 剪切与挤压 计算题
目标1

目标2
8

扭转 扭转变形杆件的内力，强度与刚度计算
作图题和

计算题

目标1

目标2
12

平面图形的几

何性质
惯性矩和惯性半径

选择题或

判断题
目标1 2

平面弯曲杆件

的内力、应力、

变形、强度和

刚度计算

平面弯曲杆件的内力 作图题
目标1

目标2
4

平面弯曲杆件的应内力、变形、强度和刚度计算

判断题，简

答题和计

算题

目标1

目标2
16

组合变形、压

杆稳定

压杆稳定 判断题 目标1 2

组合变形杆件的强度计算 计算题
目标1

目标2
10

3.课程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10%）：采用百分制，实验成绩由实验课考勤和实验报告

成绩组成，评分标准如下表：

等级
评分标准

1.实验报告；2. 实验课考勤

优秀

（90～100分）

1.实验报告每次都提交，字写工整，实验数据齐全并合理，电路图绘制漂

亮，平均每次得分在90分及以上；

2.整个学期实验课没有旷课记录，无迟到早退记录。

良好

（80～89分）

1.实验报告每次都提交，实验数据只有80%，电路图绘制工整，平均每次得

分在80分左右；

2. 整个学期实验课没有旷课记录，迟到次数少于等于2次。

中等

（70～79分）

1.实验报告每次都提交，实验数据只有70%，电路图绘制质量一般，平均每

次得分在70分左右；

2. 整个学期实验课没有旷课记录，迟到次数少于等于3次。

及格

（60～69分）

1.实验报告每次都提交，实验数据只有60%，电路图绘制质量一般，平均每

次得分在65分左右；

2. 整个学期实验课有1次旷课记录，迟到次数少于等于3次。

不及格

（60以下）

1.实验报告字写潦草，抄袭较多，数据只有50%，平均每次得分在60分以下；

2.整个学期实验课有2次旷课记录。

六、 教学安排及要求



序号 教学安排事项 要 求

1 授课教师
职称：讲师及以上 学历（位）：硕士及以上

其他：

2 课程时间
周次：16

节次：4

3 授课地点
教室 实验室 □室外场地

□其他：

4 学生辅导
线上方式及时间安排：通过企业微信群与学生沟通

线下地点及时间安排：每周一次线下答疑

七、选用教材

[1] 何庭蕙.工程力学[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2] 王永廉.工程力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11月.

八、参考资料

[1] 范钦珊.工程力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

[2]程靳.简明理论力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7月.

[3]闵行.材料力学[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网络资料

无

大纲执笔人：刘文洁

讨论参与人:蹇永良、方琳

系（教研室）主任：张锦荣

学院（部）审核人：连元宏


	课程教学目标
	知
	识
	目
	标
	目标1：
	学习本课程，学生需要掌握静力学的原理和方法，熟练地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了解材料的力学性能，掌握材料在
	能
	力
	目
	标
	目标2：
	熟练地解决工程中的静力平衡问题，熟练地应用静强度理论解决工程设计中杆件的强度问题、刚度问题和稳定性问
	素
	质
	目
	标
	目标3：
	培养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正确的劳动意识以及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为未来的学
	实验
	低碳钢和铸铁的轴向拉压
	验证
	实验
	低碳钢和铸铁的扭转
	验证
	实验
	弯曲正应力
	重点：测定梁纯弯曲时的正应力分布规律，并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比较，验证弯曲正应力公式。
	难点：验证弯曲正应力公式。

	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