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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力学是研究工程材料力学行为及构件强度、刚度、稳定性计算理论的科学，是工科专业本科教育
中重要的技术基础课。
本课程的知识及理论既可直接应用于工程，又为后继相关课程奠定了必需的理论基础，因而对学生的
工程应用能力及科学创新能力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宽厚的基础，灵活的知识运用能力及创新素质，
为此各高等学校都本着学时要少、内容要新、水平要高、效果要好、授之以渔的总体目标，进行了各
类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
我们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吸收目前最新教学成果的精华，通过精炼课程内容、重组课程体系，
采取模块式编法、启发式教法，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及创新思维能力，力求使学生具有宽厚
坚实的力学基础和独立灵活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学习能力，此为本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
    基于此，本教材编写中从以下几点着手：    1.整合基本内容与方法，打破原课程体系，重组课程新体
系，不采用传统的拉、压、剪、扭、弯的罗列叙述，避免内容与方法的重复和杂乱；而根据工程综合
问题的设计思路，按内力一应力与强度一变形与刚度的顺序形成新体系；针对农林院校学时少、工科
基础弱的具体情况，在基本内容编排上，将同一方法、原理集中讲透教活，减少重复，一方面达到既
精简内容及学时，又加强双基教学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对该方法、原理在各类问题中的灵活运用，
举一反三，达到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目的。
例如加强应力计算及超静定的问题求解中常用的几何、物理、平衡三位一体法的建立和应用，既突出
了工程力学中这一最重要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又强化了力学求解能力及思维方法的培养。
    2.将教学内容分为两大模块——基础、专题。
其中，“基础篇”是课程基本内容，适应于中少学时教学基本要求；“专题篇”主要包括能量法、动
荷载、超静定问题，；期望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使学生既牢固地掌握基本理论，又了解工程实践及
学科前沿，拓宽知识面，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学习兴趣。
        3.在每一章内容编排上，先介绍工程背景及问题提出，次介绍模型简化，再介绍求解问题的基本原
理及方法，之后是综合应用，最后是研究结论及讨论。
这样既能加强基础，又能强化综合运用能力培养，同时这种撰写方式本身就对学生科研素质的培养有
很大教益，特别是结论讨论及推论这种开放式表达方式为学生创新思维留出较大的空间。
    4.力求加强材料力学与相关课程问的联系，在内容取舍及选材上结合土木水利类专业特点，避免课
程之间重复与矛盾。
例如对超静定问题，只主要介绍清有关重要概念及基本方法，更多内容并人能量法的应用中进行介绍
，更复杂详细的问题留给结构力学去介绍。
又如内力计算以较小篇幅，主要介绍理论力学中静力平衡方程及截面法的灵活运用，着中介绍有关规
律性结论；不必细讲连接实用计算方法，避免与后续钢结构课的重复与矛盾。
    5.力求言简意赅，内容完整，重点突出，宽厚基础，特别注意吸收国内外材料力学及力学结构系列
课程教改新成果；针对工科学生以“应用为主”的特点，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数理论证（可留给学生）
，加强分析方法及思路介绍；力求使学生的科学素质及创新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着重于学生
应用及创新能力培养以及学习能力、学习方法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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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材料力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　　1.1.1　研究对象　　各种机械、设备和
建筑物都是由许多构件或零件通过一定的连接方式组装而成的。
建筑物工作时要受到各种外力的作用，加工零件时机床的主轴受到齿轮啮合力和切削力的作用。
建筑物的梁和柱要承担相关物体传递给它们的各种外力，主动作用的外力称为荷载，被动平衡荷载的
外力称为支座反力。
机械和建筑物的单个组成部分称为构件，承受荷载的骨架部分称为结构。
　　构件按其几何特征分为杆、板、壳、体等。
　　杆又称为杆件，其特征是一个方向的尺度远大于另外两个方向的。
　　板的特征是一个方向的尺度远小于另外两个方向的尺度，且各处的曲率都为零。
　　壳指一个方向的尺度远小于其他两个方向的尺度，且至少有一个方向的曲率不为零的结构。
　　体的特征是在3个方向上具有相同量级的尺度，这种弹性体称为体。
　　材料力学以杆件为研究对象。
杆件有两个基本的几何要素——横截面和轴线，前者是指杆沿垂直于其长度方向的截面，后者则是所
有横截面形心的连线。
根据轴线形状杆分为直杆和曲杆，不论直杆还是曲杆，它们的横截面和轴线都是相互垂直的，如图1
—1所示。
材料力学研究的多数是等截面直杆。
等截面直杆的计算原理也可近似地用于曲率很小的曲杆和横截面变化不大的变截面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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