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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英文名称 Mechanics 课程代码 PHYS1001 

课程性质 大类基础课程 授课对象 物理学 

学   分 4 学分 学   时 72 学时 

主讲教师 赵承良 修订日期 2021 年 9 月 

指定教材 张汉壮. 力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二、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力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系统的掌握力学的基础知识，掌握力学基础的研究方

法；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对简化模型的选取、量纲分析、数量级估计与定量计算的能力、提

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等都应有所提高和发展。适当的为物理学的

前沿打开窗口，开阔学生的眼界、启迪并激发学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更深层次地提升其科

学素质。 

（二）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使学生理解物理学的思想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培养其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理解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掌握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和基本原理，  

能较为灵活地加以运用；为学生后继专业基础课程，例如光学、电磁学、理论力学等课程的

学习及进一步获取有关知识奠定必要的物理基础。 

课程目标 2：系统的掌握力学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获取知识的同时，对简化模型的

选取、量纲分析、数量级估计与定量计算的能力、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理论联系实

际的能力等都应有所提高和发展，并进一步根据实际的物理运动过程构建模型，解决实际问

题，综合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课程目标 3：回顾力学发展史，了解一门学科发展过程中科学家所做贡献和其展现的科

学精神；介绍物理学的前沿知识，适当引入新中国在工程建设、航天航空等方面取得的一系

列成就，开阔学生的眼界、启迪并激发学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更深层次地提升其科学素质

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使学生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现状是人才素质培养的一个重要方

面。 

 
 
 



 

  2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 

表 1：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表 

 

课程目标 对应课程内容 对应毕业要求（及对应关系说明） 

课程目标 1 

第 O 章 绪论 

第一章 质点运动学 

第二章 惯性系下质点动力学 

第三章 非惯性系下质点动力学 

第四章 动量定理与动量守恒定律 

第五章 功能原理与机械能守恒定律 

第六章 角动量定理与角动量守恒定律 

第七章 刚体 

第八章 流体 

第九章 振动 

第十章 波动 

2-2 掌握物理知

识和物理方法，

能应用物理知识

和方法描述自然

现象和规律 

2-3 掌握物理学

理论知识，能解

释或理解自然现

象和自然规律，

具有初步解决科

学问题的能力 

7-1 能够运用各

类搜索工具搜索

网络信息和文献

资料能规范撰写

物理相关领域或

课题进展调研报

告 

 

 

系统掌握力学的基础知

识，掌握力学基础的研究

方法。理解物理图像，理

解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

理解力学的基本概念、基

本定律和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 2 

第 O 章 绪论 

第一章 质点运动学 

第二章 惯性系下质点动力学 

第三章 非惯性系下质点动力学 

第四章 动量定理与动量守恒定律 

第五章 功能原理与机械能守恒定律 

第六章 角动量定理与角动量守恒定律 

第七章 刚体 

第八章 流体 

第九章 振动 

第十章 波动 

 

 

掌握力学的基础知识和研

究方法，根据实际的物理问

题，构建正确的物理模型，

并通过掌握的数学工具解

决物理问题，培养学生良好

的科学素养。 

 

课程目标 3 

第四章 动量定理与动量守恒定律 

第七章 刚体 

第九章 振动 

 

力学是一门经典的学科，课

程中知识点的关联较为紧

密，而通过科学史的引入，

可以更生动的把知识点融

入其中。并适当介绍与本课

程相关的前沿问题，激发学

生对新知识、新现象的好

奇，培养学生的创新性能

力。 

 



 

  3

三、课程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体系： 

 

 

第 O 章 绪论  

1. 教学目标 

了解经典物理学与现代物理学、微观世界、宇宙的早期演化、非线性系统的复杂行为。

了解物理学的实验基础、理想模型、物理学理论、物理学与技术、经济之间关系。了解力学

的发展及其在物理学中的位置。掌握物理学中的单位制、量纲、参考系、坐标系等基本概念。 

2. 教学重难点 

极坐标系、自然坐标系的计算 

3. 教学内容 

物理学史，力学发展史的介绍，力学与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掌握单位制、量纲等基本

概念，熟练掌握几种坐标系的计算方法。复习微积分中求导、积分等数学方法。 

思考题： 

s1.掌握时间与空间的计量是什么？什么是单位制与量纲？如何数量级估计？什么是参

考系、坐标系的基本概念？ 

s2.如何认识物理学的建立、发展，物理学和其他学科杂交产生的交叉科学，物理学与技

术的关系以及物理学科特点？ 

s3.怎样建立勤于思考，悟物穷理的科学态度和学习方法以及它在物理学及整个科学发

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4.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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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授，师生讨论等 

5.教学评价 

课后相应习题、补充习题 

 

第一章 质点运动学 

1. 教学目标 

掌握矢量、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等概念，掌握质点运动方程的确定方法，熟练掌握由运

动学方程求速度、加速度。掌握质点在自然坐标系中的加速度的计算。理解在平面极坐标系

中描述质点运动，理解伽利略变换。 

2. 教学重难点 

求导、积分等数学工具引入到速度、加速度、位移的计算。自然坐标系中切向和法向加

速度的计算。 

3. 教学内容 

3.1 质点的运动学方程 

质点的位置矢量，运动学方程，轨迹方程，位移 

3.2 瞬时速度矢量与瞬时加速度矢量 

平均速度，瞬时速度，平均加速度，瞬时加速度 

3.3 质点直线运动——从坐标到速度和加速度 

运动学方程，速度，加速度，匀速和匀变速直线运动，宇宙的大小和年龄的估计 

3.4 质点直线运动——从加速度到速度和坐标 

根据质点的速度和初始条件确定其运动学方程，根据质点的加速度和初始条件确定其速

度、运动学方程 

3.5 平面直角坐标系  抛体运动 

平面直角坐标系，抛体运动，用矢量讨论抛体运动 

3.6 自然坐标  切向和法向加速度 

自然坐标，速度，法向加速度，切向加速度 

3.7 极坐标系  径向速度与横向速度 

极坐标系，径向速度，横向速度 

3.8 伽利略变换 

伽利略变换，伽利略变换蕴含的时空观，伽利略速度变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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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s1.什么是位置矢量、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等概念？ 

s2.什么是质点运动方程和轨道方程的确定方法？速度、加速度在直角坐标系和自然坐

标系中的分量的形式是什么？如何由运动学方程求速度、加速度和由速度、加速度求运动学

方程？如何用坐标的方法分析抛体运动以及质点在自然坐标系中的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

度的计算？ 

s3.如何理解由平均速度和平均加速度取极限建立瞬时速度和瞬时加速度这种精确描述

运动的方法？如何理解在平面极坐标系中描述质点运动？如何理解伽利略变换？如何理解

伽利略变换法描写相对运动？如何了解伽利略变换及其所蕴含的时空观？ 

4.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师生讨论等 

5.教学评价 

课后相应习题、补充习题 

 

第二章 惯性系下质点动力学 

1. 教学目标 

掌握质点、质点系的牛顿三定律及适用条件，能正确运用牛顿定律分析力学问题；掌握

几种常见力的特点。 

2. 教学重难点 

牛顿第二定律的普适公式，万有引力定律的得到，牛顿定律的应用。 

3. 教学内容 

3.1 牛顿三定律和惯性参考系 

牛顿三定律，惯性运动，惯性参考系 

3.2 惯性质量 

惯性质量的定义 

3.3 主动力和被动力 

重力和重量，弹簧弹性力，静电场力，洛伦兹力；绳内张力，支承面的支撑力，摩擦力 

3.4 万有引力定律 

开普勒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的建立 

3.5 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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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点的直线运动，变力作用下的直线运动，质点的曲线运动，质点的平衡 

思考题： 

s1.什么是质点、质点系的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牛顿三定律及适用条件？如何正

确运用牛顿定律分析力学问题？ 

s2.几种常见力的特点是什么？万有引力定律如何得到？ 

4.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师生讨论等 

5.教学评价 

课后相应习题、补充习题 

 

第三章 非惯性系下质点动力学 

1. 教学目标 

掌握相对性原理，掌握平动和转动两种非惯性系下平动惯性力，惯性离心力的计算。 

2. 教学重难点 

非惯性系下引入的惯性力，然后对系统做受力分析。 

3. 教学内容 

3.1 相对性原理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3.2 非惯性系中的力学 

直线变速参考系和匀角速转动参考系中的惯性力，例如离心惯性力，科里奥利力 

思考题： 

s1.地球表面有一些什么惯性力的现象？ 

4.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师生讨论等 

5.教学评价 

课后相应习题、补充习题 

 

 

第四章  动量定理与动量守恒定律  

1.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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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力、动量、冲量等概念，理解质心运动定理，掌握冲量定理，以及质点系中的

动量守恒，掌握变质量系统的动力学方程。 

2. 教学重难点 

质心定义、求法和质心坐标系的特点，变质量系统中的动力学方程。 

3. 教学内容 

3.1 质点系的质心运动 

质心和质心运动定律，质心的特点和求法，质心坐标系 

3.2 质点系动量定理与动量守恒定律 

质点、质点系、质心的动量定理，质点系动量守恒，质心系下质点系总动量 

3.3 变质量系统 

变质量系统动力学方程以及其应用，例如火箭升空过程 

思考题： 

s1.动力学过程的分析中为何要引入质心系？质心系的特点是什么？如何理解质心运动

定理？ 

s2.如何利用变质量系统的动力学方程分析火箭运动？ 

4.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师生讨论等 

5.教学评价 

课后相应习题、补充习题 

 

第五章  功能原理与机械能守恒定律  

1. 教学目标 

掌握从功的定义计算恒力做功、用积分方法计算变力做功，掌握保守力、非保守力、势

能的概念，掌握用动能定理、功能原理和机械能守恒定律来分析动力学问题，掌握对心碰撞

问题的处理方法。 

2. 教学重难点 

内力做功特点，质心系下质点系的功能原理，碰撞过程的分类。 

3. 教学内容 

3.1 力的元功  用线积分表示功 

力的元功和功率，利用不同坐标系表示元功，力在有限路径上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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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质点和质点系动能定理 

质点的动能定理，质点系内力的功，质点系的动能定理。 

3.3 保守力与非保守力  势能 

力场，保守力，非保守力，势能。 

3.4 功能原理和机械能守恒定律 

质点系的功能原理，质点系的机械能守恒定律。 

3.5 对心碰撞 

基本公式，完全弹性碰撞，完全非弹性碰撞，非完全弹性碰撞。 

3.6 非对心碰撞 

3.7 质心参考系的运用  粒子的对撞 

克尼希定理，两体碰撞，粒子的对撞 

思考题： 

s1.如何从功的定义计算恒力做功？如何用积分方法计算变力做功？保守力、非保守力、

势能的概念是什么？ 

s2.如何用动能定理、功能原理和机械能守恒定律来分析动力学问题？ 

s3.对心碰撞问题的处理方法是什么？质点系内力做功的特点？如何理解势能是物体相

对位置的函数？ 

s4.如何理解质心参考系和粒子的对撞？力场的概念是什么？什么是非对心碰撞？ 

4.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师生讨论等 

5.教学评价 

课后相应习题、补充习题 

 

第六章  角动量定理与角动量守恒定律  

1. 教学目标 

掌握质点的角动量、力矩，掌握质点对参考点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质点对轴的角

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掌握质点系对参考点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质点系对轴的角动量

定理和守恒定律。理解质点系对质心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 

2. 教学重难点 

角动量、力矩的矢量计算，矢量方向的判断，在不同参考系下角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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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内容 

3.1 质点的角动量 

质点的角动量，力矩，质点对参考点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质点对轴的角动量定理

和守恒定律 

3.2 质点系的角动量定理及角动量守恒定律 

质点系对参考点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质点系对轴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 

3.3 质点系对质心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 

外力对质心的力矩，质点对质心的角动量，质点系对质心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 

3.4 对称性 对称性与守恒律 

对称性，对称性与守恒律 

3.5 经典动力学的适用范围 

思考题： 

s1.什么是质点的角功量、力矩？质点对参考点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是什么？ 

s2.如何理解质点对轴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什么是质点系对参考点的角动量定理

和守恒定律、质点系对轴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 

s3.如何理解质点系对质心的角动量定理和守恒定律？对称性与守恒律的关系是什么？

经典动力学的适用范围？ 

4.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师生讨论等 

5.教学评价 

课后相应习题、补充习题 

 

第七章  刚体  

1. 教学目标 

掌握刚体定轴转动的运动学规律，掌握刚体的平动、质心、动量等概念。掌握刚体定轴

转动的角动量、转动惯量、角动量定理、转动定理、动能定理。掌握质心运动定理、力矩的

功，掌握刚体的重力势能、平衡方程。理解刚体的平面运动及其动力学规律，理解刚体的重

心。了解杆的受力特点，常平架回转仪，回转仪的旋进。 

2. 教学重难点 

连续物体质心、转动惯量的计算，定轴转动的转动定理，纯滚动的动力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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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内容 

3.1 刚体运动的描述 

刚体的平动，刚体绕固定轴的转动，角速度矢量，刚体的平面运动 

3.2 刚体的动量和质心运动定理刚体的动量，质心运动定理 

刚体的质心，刚体的动量，质心运动定理 

3.3 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  转动惯量 

刚体定轴转动对轴上一点的角动量，刚体对一定转轴的转动惯量，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

量定理和转动定理，刚体的重心 

3.4 刚体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 

力矩的功，刚体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刚体的重力势能 

3.5 刚体平面运动的动力学 

刚体平面运动的基本动力学方程，刚体对质心轴的转动定理，作用于刚体上的力，刚体

平面运动的动能 

3.6 刚体的平衡 

刚体的平衡方程，杆的受力特点 

3.7 自转与旋进 

常平架回转仪，回转仪的旋进 

思考题： 

s1.刚体定轴转动的运动学规律是什么？刚体的平动、质心、动量等概念如何理解？ 

s2.什么是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转动惯量、角动量定理、转动定理、动能定理、质心

运动定理、力矩的功？ 

s3.什么是刚体的重力势能、平衡方程？如何理解刚体的平面运动及其动力学规律？如

何理解刚体的重心。 

s4.杆的受力特点是什么？什么是常平架回转仪，回转仪的旋进的特点是什么？ 

4.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师生讨论等 

5.教学评价 

课后相应习题、补充习题 

 

第八章  流体 



 

  11 

1. 教学目标 

掌握流体静力学分析，流体内压强的计算，掌握定场流动的概念，掌握伯努利方程以及

其应用，了解黏性流体的流动特性 

2. 教学重难点 

伯努利方程的推导，以及其应用。 

3. 教学内容 

3.1 理想流体 

不可压缩流体与可压缩流体，非粘性流体与粘性流体，理想流体 

3.2 静止流体内的压强 

静止流体内一点的压强，静止流体内不同空间点压强的分布，相对于非惯性系静止的流

体 

3.3 流体运动学的基本概念 

流迹、流线和流管，定常流动，不可压缩流体的连续性方程 

3.4 伯努利方程 

3.5 流体的动量和角动量 

3.6 机翼的升力 

思考题： 

s1.如何分析静止流体内的压强？ 

s2.不可压缩流体的连续性方程，伯努利方程？如何理解理想流体、流迹、流线、流管的

概念？如何理解流体的动量和角动量？ 

s3.如何理解机翼的升力？ 

4.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师生讨论等 

5.教学评价 

课后相应习题、补充习题 

 

第九章  振动 

1. 教学目标 

掌握简谐振动的动力学特征和运动学方程，掌握简谐振动的能量转换，掌握同方向同频

率简谐振动合成，掌握互相垂直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掌握受迫振动的动力学方程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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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理解同方向不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理解阻尼振动的动力学方程及三种运动状态，

理解位移共振。了解互相垂直不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利萨如图形，了解受迫振动的能量

转换 

2. 教学重难点 

简谐振动的动力学方程，旋转矢量方法表示简谐振动，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 

3. 教学内容 

3.1 简谐振动的动力学特征 

线性回复力，线性回复力矩，简谐振动，动力学方程。 

3.2 简谐振动的运动学 

简谐振动的运动学方程，简谐振动的 x-t 图线和相轨迹，简谐振动的矢量表示法 

3.3 简谐振动的能量转换 

简谐振动的动能，简谐振动的势能 

3.4 简谐振动的合成 

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同方向不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互相垂直同频率简谐

振动的合成，互相垂直不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利萨如图形 

3.5 阻尼振动 

阻尼振动，欠阻尼状态，过阻尼状态，临界阻尼状态 

3.7 受迫振动 

受迫振动，动力学方程，运动特征，位移共振，能量转换，速度共振 

思考题： 

s1.如何理解简谐振动的动力学特征？简谐振动的运动学方程是什么？简谐振动的能量

转换的特点是什么？ 

s2.如何分析同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互相垂直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 

s3.如何分析受迫振动的动力学方程和运动特征？ 

s4.简谐振动的x-t图线和相轨迹？如何理解简谐振动的矢量表示法？如何理解同方向不

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如何理解阻尼振动的动力学方程及三种运动状态？如何理解位移

共振？ 

s5.如何分析互相垂直不同频率简谐振动的合成、利萨如图形，以及受迫振动的能量转

换？ 

4.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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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授，师生讨论等 

5.教学评价 

课后相应习题、补充习题 

 

第十章  波动 

1. 教学目标 

掌握平面简谐波方程，掌握周期、频率、波速与波长之间的关系，掌握平面横波的波动

方程，掌握波的相干条件及相干叠加，理解波、横波、纵波的概念，理解波的能量传播特征，

理解能流密度、声强、声压等概念，理解驻波及其形成条件。了解波的反射和透射，了解多

普勒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 

2. 教学重难点 

平面简谐波的波动方程，多普勒效应 

3. 教学内容 

3.1 波的基本概念 

波的形成，波的种类。 

3.2 平面简谐波方程 

平面简谐波方程，平面简谐波方程的多种形式 

3.3 波动方程与波速 

波动方程，波速，色散现象 

3.4 平均能流密度  声强与声压 

媒质中波的能量分布，平均能流密度，声强与声强级，声压，声波的衰减，超声波的优

势，波的反射和透射，半波损失 

3.5 波的叠加和干涉  驻波 

波的叠加，群速，波的干涉，驻波，弦与空气柱的本征振动 

3.6 多普勒效应 

波源静止而观察者运动，观察者静止而波源运动，观察者和波源在同一条直线上运动 

思考题： 

s1.如何写出平面简谐波方程？ 

s2.什么是周期、频率、波速与波长之间的关系？如何分析平面横波的波动方程，波的相

干条件及相干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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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如何理解波、横波、纵波的概念，理解色散的形成，理解波的能量传播特征，理解能

流密度、声强、声压等概念？ 

s4.如何理解驻波及其形成条件？如何理解波的反射和透射？什么是解多普勒效应及其

产生的原因？ 

4.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师生讨论等 

5.教学评价 

课后相应习题、补充习题 

 

四、学时分配 

表 2：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和学时分配表 

章节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第 O 章 绪论  4 学时 

第一章 质点运动学 4 学时 

第二章 惯性系下质点动力学 8 学时 

第三章 非惯性系下质点动力学 8 学时 

第四章 动量定理 8 学时 

第五章 功能原理 8 学时 

第六章 角动量定理 8 学时 

第七章 刚体 8 学时 

第八章 流体 4 学时 

第九章 振动 6 学时 

第十章 波动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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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进度表 

表 3：教学进度表 

周次 章节名称 内容提要 
授课

时数 
作业及要求 备注 

1 第〇章 
复习求导、积分，矢

量计算 
4 

补充习题 

掌握和运用矢量算符公

式、求导和积分运算 

 

2 第一章 
位移、速度、加速

度、相对运动 
4 

课后习题：1、2、3、

6、8、12 

掌握位移、速度、加速

度之间的运算 

 

3 第二章 牛顿定律 4 课后习题：1、2、5、

6、8、10、11、12 补充

习题 

掌握牛顿定律和万有引

力定律，掌握摩擦力、

弹力等常见力 

 

4 第二章 
万有引力定律 

常见的力 
4  

5 第三章 
相对性原理 

变速平动非惯性系 
4 

课后习题：1、3、4、

5、7、8、9、10、12 补

充习题 

掌握两种典型非惯性系

中惯性力的引入 

 

6 第三章 匀角速转动非惯性系 4  

7 第四章 
质心运动 

动量定理 
4 

课后习题：1、2、4、

5、6、8、9、10、12 

 掌握质心运动方程，动

量定理，变质量系统动

力系方程 

 

8 第四章 
动量守恒 

变质量系统 
4  

9 第五章 
质点系动能定理 

内力做功 
4 课后习题：1、3、4、

6、8、9、10、11、12、

补充习题 

 

10 第五章 质点系功能原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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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 掌握保守力做功特点，

质点系功能原理 

11 第六章 
质点角动量定理 

力矩、角动量守恒 
4 

课后习题：2、3、4、

5、8、9、10、补充习题 

掌握角动量定理，角动

量守恒定律 

 

12 第六章 

质点系角动量定理 

质心系中的角动量定

理 

4  

13 第七章 

刚体的定轴转动 

转动惯量 

转动定律 

4 课后习题：1、2、3、

4、6、8、9、10、12、

14、补充习题 

掌握力矩、刚体角动量

定理，纯滚动动力学分

析 

 

14 第七章 

角动量定理 

动能定理 

纯滚动 

4  

15 第八章 

静流体中压强 

连续性方程 

伯努利方程 

4 

课后习题：1、2、4、

6、8、9、12 

掌握伯努利方程 

 

16 第九章 
简谐振动方程 

简谐振动合成 
4 

课后习题：1、2、4、

6、8、9 

掌握简谐振动方程，同

方向同频率简谐振动合

成 

 

17 
第九章/第

十章 

阻尼振动 

机械波特点 

波动方程 

4 

课后习题：9-10、11，

10-1、3、5 

掌握阻尼振动 

掌握波动方程的建立 

 

18 第十章 
机械波能量、传播 

多普勒效应 
4 

课后习题：6、8、9、10 

掌握多普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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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书目 

教材： 

张汉壮. 力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参考书目： 

1、舒幼生. 力学（物理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赵凯, 罗蔚茵. 新概念物理教程力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3、漆安慎，杜婵英.《力学》（第三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4、梁昆淼. 力学的教与学参考.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5、蔡伯濂. 大学物理力学教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 

6、吴国盛. 科学的历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7、赵凯华. 定性与半定量物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 

8、C. 斯皮尔.《伯克利物理学教程》(第一卷)，力学, 科学出版社，1973 年. 

 

七、教学方法 

本课程综合运用自学指导式、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自主合作式等多种教学方法进

行教学。使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真正达到从学会到会学。课堂讲授与讨论相结合、课

堂练习与课后作业相结合、理论分析与演示实验相结合。对于重点、难点可通过分散、讨论、

演示实验、多媒体资料、撰写小论文等多种方式的综合运用予以解决。在讲授过程中，可按

“提出问题，突出主干，理顺思路，启发引导，总结规律，举一反三”的原则安排内容，主

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

较快进入科学发展的前沿，养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八、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一）课程考核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表 4：课程考核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表 

课程目标 考核要点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相关教学内容 期中、期末考试+平时学习表现 

课程目标 2 相关教学内容 期中、期末考试+平时学习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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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相关教学内容 期中、期末考试+平时学习表现 

（二）评定方法  

期中考试，占 30%，期末考试，占 50%，平时成绩（作业、讨论等）20%。 

（三）评分标准  

课程 

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60 

优 良 中 合格 不合格 

A B C D F 

课程 

目标 1 

完全掌握该课程

的基础知识，完全

理解力与运动之

间的关系，灵活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

问题。 

掌握了该课程的基

础知识，较好地理

解力与运动之间的

关系，熟练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问题。 

较好地掌握该课

程的基础知识，

较好地理解力与

运动之间的关

系，可以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问

题。 

基本掌握该课程的

基础知识，基本理

解力与运动之间的

关系，可以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问题。 

没有掌握该课程

的基础知识，没有

理解力与运动之

间的关系，不能熟

练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问题。 

课程 

目标 2 

熟练构建正确的

物理模型、完全掌

握分析与综合、推

理类比等科学思

维方法，能够灵活

应用求导、积分等

数学方法分析、解

决物理问题。 

熟练构建正确的物

理模型、掌握分析

与综合、推理类比

等科学思维方法，

能够熟练应用求

导、积分等数学方

法分析、解决物理

问题。 

构建正确的物理

模型、掌握分析

与综合、推理类

比等科学思维方

法，能够熟练应

用求导、积分等

数学方法分析、

解决物理问题。 

可以构建正确的物

理模型、基本掌握

分析与综合、推理

类比等科学思维方

法，求导、积分等数

学方法掌握程度不

够熟练。 

不能有效构建正

确的物理模型、分

析与综合、推理类

比等科学思维方

法的能力有所欠

缺，求导、积分等

数学方法掌握程

度不够。 

课程 

目标 3 

熟悉力学发展史，

熟悉我国在相关

领域取得的一系

列成就，具备较好

的探索精神和科

学素养。 

熟悉力学发展史，

熟悉我国在相关领

域取得的一系列成

就，具备良好的探

索精神和科学素

养。 

熟悉力学发展

史，熟悉我国在

相关领域取得的

一系列成就，具

备一定的探索精

神和科学素养。 

了解力学发展史，

了解我国在相关领

域取得的一系列成

就，探索精神和科

学素养仍需进一步

培养提高。 

不熟悉力学发展

史，对我国在相关

领域取得的一系

列成就了解不足，

科学探索能力较

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