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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ne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focus on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urse of Mechanics of Materials and 
explores corresponding teaching reform strategie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eaching, it proposes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introduc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elements, adopting PBL and case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lementing 
a combination of process and outcome evaluation. These measures aim to enhance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ability,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stimulat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entrepreneurial awareness. Preliminary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echanics of Materials based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feasible and helpful to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providing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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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创”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需紧跟时代步伐，着重培养创新与创业人才。论文聚焦《材料力学》课程，探讨了相
应的教学改革策略。针对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引入创新与创业教育元素、采用PBL与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与
结果评价相结合等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增强学生主动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激发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初步实践
表明，基于“双创”的《材料力学》教学改革切实可行，有助于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创新与创业人才，为教学改革提供有益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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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的深入人心，创新

创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1-2]。《材料力学》

作为一门重要的工程学科基础课，亟须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

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

型本科院校肩负着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使命 [3]。《材料

力学》作为一门工程学科基础课程，其教学改革对于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创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4]。

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而忽

视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5]。在“双创”

背景下，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性愈发凸显。为了适应新时代

的需求，我们必须对《材料力学》课程进行深入的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的目标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和自主创业意识，培养他们结合自身条件独立思

考，并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内容的改革需要更加贴近

工程实际，教学方法的改革需要更加注重启发学生的创新思

维，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需要更加科学全面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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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将围绕基于“双创”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材料力学》

教学改革展开探讨。我们将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

师资队伍和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益的借鉴。

2 《材料力学》课程改革

2.1 教学内容的改革

2.1.1 强化实际应用
《材料力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其教学改革

必须注重强化实际应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过于注重理论

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在“双创”背景下，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性愈发凸显。为了

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我们必须对《材料力学》课程进行深入

的教学改革。

教学内容的改革需要更加贴近工程实际，增加与工程实

际相关的案例和实验内容，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引入实际案例，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提

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实验环节的加强可以提

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业

意识。另外，要更加注重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采用 PBL 教

学法、案例教学法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主

动结合理论知识进行思考和解决问题，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2.1.2 引入创新创业教育元素
在《材料力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创新创业教育元素

是增强学生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将创新创

业教育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内容，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创新创业

的基本理念和实践方法，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

具体而言，可以在课程中引入相关行业的创新实践和

创业案例，让学生了解材料力学的实际应用和市场需求。同

时，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创新创业项目实践，通过实际操作和

团队合作，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此外，可以邀

请行业专家和创业者来校授课或开展讲座，与学生分享他们

的创新创业经验和故事，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和创新灵感。

通过引入创新创业教育元素，《材料力学》教学改革

可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

力的高素质人才。

2.2 教学方法的改革

2.2.1 混合式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材料力学》教学改革中的一种有效方

式，它结合了线上和线下教学的优势，旨在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通过线上教学，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学习，不受时

间和地点的限制。教师可以提供丰富的线上自学资源，如课

程音视频、文档、在线习题等，帮助学生更好地消化吸收知

识。同时，线上教学还便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及

时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线下教学则注重学生的实

践操作和团队合作，通过实验、课程设计等环节提高学生的

实践能力。线下教学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析以及小组

讨论等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头脑风暴，培养他们的创造

性思维和合作能力。

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教学的优势，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兴趣。同时，这种教学模式需要教师

积极探索和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能力。教学方

法的改革对于提高教学质量至关重要。

2.2.2 PBL 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相结合
PBL 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是《材料力学》教学改革中

常用的教学方法，旨在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

能力。PBL 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在《材料

力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设计相关问题，让学

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和研究。这种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合

作精神。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在《材

料力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入工程实际案例，让学生分析

案例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培养他们的实际操作

能力和创新思维。

PBL 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和综合素质。同

时，这种教学方法需要教师精心设计问题和案例，并具备良

好的组织能力和引导能力。

2.3 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

2.3.1 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
过程评价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实际表现，结果评价

则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成绩。过程评价可以通过课堂表

现、作业、实验、小组讨论等形式进行，旨在及时了解学生

的学习状况和问题，并提供及时的反馈和指导。这种评价方

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

和习惯。结果评价则通过期末考试、课程设计等形式进行，

旨在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综合素质。这种评价方式可

以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和自我要求，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可以更加客观、全面地

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和表现。这种评价体系不仅可以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还可以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

提升。同时，这种评价体系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评价能力和

公正的态度，以确保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2.3.2 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在《材料力学》教学改革中，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是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手段。传统的评价方式往往

只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忽略了学生的其他方面能力。因此，

我们需要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全面评估学生的能力。

除了传统的考试成绩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还包括项

目报告、小组讨论、实践操作等多种形式。项目报告可以评

估学生的研究能力和表达能力；小组讨论可以评估学生的团

队合作能力和交流能力；实践操作可以评估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可以更加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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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评估学生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同

时，这种评价方式还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他们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

总之，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是《材料力学》教学改

革中的重要一环，需要教师积极探索和实践，不断改进和完

善评价方式，以确保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2.3.3 创新创业能力导向
在《材料力学》教学改革中，以创新创业能力为导向

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创新创业能力包

括创新思维、创业意识、实践能力等多个方面，这些能力对

于学生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教师可以在课程中引

入相关行业的创新实践和创业案例，让学生了解市场需求和

行业发展趋势。同时，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创新创业项目实践，

通过实际操作和团队合作，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

力。此外，可以邀请行业专家和创业者来校授课或开展讲座，

与学生分享他们的创新创业经验和故事，激发他们的创业热

情和创新灵感。

以创新创业能力为导向的《材料力学》教学改革，不

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还可以推动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入开展。

3 实践成效分析改革

3.1 学生满意度调查
为了全面评估《材料力学》教学改革的实践成效，我

们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了学生满意度调查。首先，我们设计了

问卷调查表，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

教学资源等方面进行调查。通过发放问卷，我们收集了学生

对于教学改革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其次，我们采用了访谈

法，与部分学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通过与学生面对面地交

谈，我们更加详细地了解了他们对教学改革的看法和感受以

及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最后，我们对学

生的考试成绩和课程设计成果进行了分析，以评估教学改革

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影响。

3.2 成绩分析
为了评估《材料力学》教学改革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

我们采用了成绩分析方法。具体而言，我们将改革前后的学

生成绩进行了对比分析，以评估教学改革对学生学习成绩的

改善程度。

我们选取了《材料力学》教学改革实施前后的两届学

生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期末考试成绩进行了对比分析。

我们发现，实施教学改革后，学生的平均成绩有所提高，且

优秀率和及格率也有明显提升。此外，我们还对学生的课程

设计成果进行了评估，发现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

能力也有所提高。

成绩分析结果可以反过来对《材料力学》教学改革进

行评价，证明其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实际操作能力具

有积极作用，为进一步优化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3 创新能力提升情况
为了评估《材料力学》教学改革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提

升情况，我们采用了创新能力提升情况分析方法。具体而言，

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我们对学生的创新成果进行了收集和整理。我

们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项目，并收集了学生在教学改

革期间取得的创新成果，如专利、论文、获奖等。通过分析

这些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我们可以评估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

情况。其次，我们采用了创新能力评价量表。该量表包括创

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实践等多个方面，通过让学生自我

评价和相互评价，我们可以了解学生在创新能力方面的提升

情况。最后，我们采用了创新能力测试。我们设计了一些创

新能力测试题目，通过学生的答题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学生

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创新能力提升情况分析结果表明《材料力学》

教学改革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积极作用。这进一步

证明了教学改革的实践成效，并为进一步优化教学改革提供

了有益的参考。

4 结论

基于“双创”背景，论文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材料力学》

教学改革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引入创新创业教育元素、采

用 PBL 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

结合的方式，以及开展多元化的评价方式，论文旨在提高学

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

创业意识。综上所述，论文认为基于“双创”的应用型本科

院校《材料力学》教学改革是可行的，这为进一步优化教学

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有助于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创

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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