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作人：曹明

课程名称 工程力学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金属材料工程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一年级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总学时 64

一、课程简介

《工程力学》是金属材料工程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本课程在高等工科教育

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掌握自然界以及各种工程中

机械运动和物体内在表现的最普遍、最基本的规律。工程力学是一门理论系统完

整、理论和实验并重、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科，又是工科学生接触工程问题的

第一门课程，它除了要教给学生力学的基本理论之外，还应培养学生的工程技术

观点和处理工程问题的方法。学习本课程有助与培养学生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工程技术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严肃、严格、严谨的

优良作风。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嫦娥”飞舞——高空平衡作业

2.对应章节：第二章 力系 第五节 物体系统的平衡

3.课程讲次：第七讲

三、案例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分解“嫦娥五号”各作业工序过程并进行力学简化模拟分析，

复习约束和约束力、力系简化、力系平衡、重心等静力学知识，掌握物体系统的

平衡。

2. 能力目标：理解理论力学静力学和材料力学之间的联系，掌握材料选材的

力学性能指标。

3. 思政目标：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培养爱国情怀和自豪感。



四、案例主要内容

掌握物系外力和内力、物体系统的平衡、解决物体系统平衡问题的方法及注

意问题。

重点：物体系统的平衡、解决物体系统平衡问题的方法及注意问题。

案例：空间（平面）体系平衡及重心（平行力系的平衡—“嫦娥五号”在月

面着落）

五、案例教学设计

讲 次 第 7 讲 学 时 2 学时

授课内容 物体系统的平衡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力学简化模拟分析。

能力目标
静力学和材料力学之间的联系，掌握材料选材的力学性
能指标。

素质目标
团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遵守国标的职业素养。

教学重点 物体系统的平衡、解决物体系统平衡问题的方法及注意问题。

教学难点 空间（平面）体系平衡

教学方法
和手段

项目式学习、生讲师评、综合实践

项目实践

1.学习通课前测试（5 分钟）：单个物体的平衡问题

2. 物系外力和内力（10 分钟）：

图 1 起重机简易装置

课堂分析若干工件图的受力分析，线上提供大量工件受力情况，通过

大量受力分析，提高学生对工程中常见受力分析、绘图及计算能力。

3. 物体系统的平衡（25 分钟）：



图示为三铰拱桥平面力学简图。已知在其上作用均布载荷 q，跨长 2l,

跨高 h。 试分别求固定铰支座 A、B 的约束反力和 C 铰所受的力。

通过以上例题的分析，总结出解决物体系统平衡问题的方法和需要注

意的问题如下：

(1)灵活选取研究对象。由于物系是由多个物体组成的系统，所以选择

哪个物体作为研究对象是解决物系平衡问题的关键，以下几点需要注

意。

1)如果整个系统外约束力的全部或部分能够不拆开系统而求出，可先

取整个系统为研究对象。

2)然后选择受力情形最简单，有已知力和未知力同时作用的某一部分

或某几部分为研究对象。

3)研究对象的选择应尽可能满足一个平衡方程解一个未知量的要求。

(2)正确进行受力分析，求解物系平衡问题时，一般总要选择部分或单

个物体为研究对象，由于物体间约束形式的复杂多样，必然对内约束

反力的分析带来困难。因此，选择不同研究对象时，特别要分清施力

体与受力体、内力和外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关系等等。在整体、部

分和单个物体的受力图中，同一处的约束反力前后要一致。

思政目标：教师引导学生严谨分析实际生活中案例的简化受力分析过

程，注重设计细节，理论联系实际，从简化的理论分析 ，给出一个

实践案例，鼓励学生开拓思维，积极思考，对于复杂的零件可以考虑

多种表达方案。（思政目标：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4.案例探讨分析（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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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构架如题 4-19 图所示，尺寸单位为 mm。滑轮直径 d=200 mm，

钢丝绳的倾斜部分平行于杆 BE。吊起的载荷 W=10 kN，其它重量不

计，求固定铰链支座 A、B 的约束力。

解：(1) 研究整体，受力分析，画出受力图(平面任意力系)；

(2) 选坐标系 Bxy，列出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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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 ACD 杆，受力分析，画出受力图(平面任意力系)；

(4) 选 D 点为矩心，列出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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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 FAy 代入到前面的平衡方程；

11.25 kNBy AyF F W  

指导学生如何根据解题的需要正确选取研究对象，就成为求解物体系

统平衡问题时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无论怎样选取研究对象，对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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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物体组成的系统，在平面任意力系作用下，也只能列出 3n 个独立

平衡方程。若其中有受平面汇交力系或平面平行力系的作用时，则独

立平衡方程数目相应减少，因此，在选择平衡方程时，应注意尽可能

避免解联立方程，更不能列出不独立的平衡方程

5. 课程小结：（5 分钟）

（一）物系外力和内力

系统外物体对系统的作用力称为物系外力，系统内部各构件之间的相

互作用力称为物系内力

（二）物体系统的平衡

在选择平衡方程时，应注意尽可能避免解联立方程，更不能列出不独

立的平衡方程

（三）解决物体系统平衡问题的方法及注意问题

灵活选取研究对象；正确进行受力分析，列平衡方程。

6. 随堂练习：（10 分钟）

练钢炉的送料机由跑车 A 和可移动的桥 B 组成。跑车可沿桥上的轨

道运动，两轮间距离为 2 m，跑车与操作架、平臂 OC 以及料斗 C 相

连，料斗每次装载物料重 W=15 kN，平臂长 OC=5 m。设跑车 A，

操作架 D 和所有附件总重为 P。作用于操作架的轴线，问 P 至少应多

大才能使料斗在满载时跑车不致翻倒？

作业与
拓展提升

工程实例一例（交通灯柱及横杆设计力学简化计算）
课后习题 2.15

下列情形中，“嫦娥五号”受平衡力作用的是（ ）



A. “嫦娥五号”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后加速升空

B. “嫦娥五号”绕月匀速飞行

C. “嫦娥五号”落月后静止在月球表面上

D. “嫦娥五号“返回舱返回时打开降落伞减速

六、教学反思

工程力学是理论力学静力学部分与材料力学的结合体，应该在课程思政方面

发挥自身的作用，打消学生的力学恐惧症。嫦娥系列登月是中国人的大事，同学

们耳熟能详，如何将好的思政素材融入到课程知识点中，提高学习的时代性也十

分重要，加强学生工程中的力学思维是十分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