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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1版问世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这期间，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诸
如：由于教学计划的调整，课程的教学时数大幅度减少；扩招后学生入学时的水平发生了变化；一大
批青年教师进入教学第一线；教育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进步推动着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更新；等等。
面对这些新的情况，教材建设需要新思路。
　　我们的新思路是：实行课程教学资源的一体化设计，为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和学生提供高水平、全
方位的教学服务，着力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
因此，需要对原有关于教材的概念加以扩展，形成“课程教学质量的整体解决方案”。
　　“课程教学质量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3大部分：资源主体（文字教材——主教材、教师用书和
学生用书）；网络课程与课程教学资源库。
　　为了实现上述“解决方案”，教材建设的理念、内容及与之相关的教学方法与技术都需要进行相
应的调整和变革。
　　我们进行教材建设的理念之一是：服务于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和同学，这是教材建设的灵魂。
理念之二是：新时期的教材建设要实现立体化——不仅要有主教材，还要有辅助教材——辅助教和辅
助学的教材；不仅要有文字教材，还要有电子教材、网络教材。
理念之三是：要体现新的教学理念——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尊重学生在教学活动
中的主体地位，要有利于启发、引导、师生互动。
理念之四是：技术的应用要与课程整合，以利于提高课程的深度；利于学生走向外部世界、开阔眼界
、联系实际；利于学生参与；利于教师们二次开发。
　　本书作为“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中的一个立项项目，我们努力将上述理念转变
为现实。
因此，与本书同时间世的还有：电子教材（与文字教材完全相同的pdf电子书）；供老师们课堂教学使
用的教学软件（中、英文版）和全部习题的详细解答；为同学们编写的学习指导（pdf格式的电子书）
，分步式解题指南（中、英文版）；基于流媒体技术的网络课程。
关于课程教学资源库，目前尚未列入计划。
　　考虑到一般院校的实际情况，本书删去了“开口薄壁杆件的内力与应力分析”一章，将有关“复
合材料”及“粘弹性”的内容各合并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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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料力学》是“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中的一个立项项目，在面向21世纪课程
教材——范钦珊主编的《材料力学》的基础上，为了适应新的培养计划要求而修订的。
《材料力学》分为基础篇和专题篇，共14章。
基础篇包括基本概念、杆件的内力与内力图、最简单的材料力学问题、弹性杆杆件横截面上的正应力
分析、弹性杆件横截面上的切应力分析、应力状态分析、一般应力状态下的强度失效分析与设计准则
、复杂情形成的强度设计、弹性杆件的位移分析与则度设计、压杆的弹性稳定性分析与稳定性设计，
共10章；专题篇包括材料力学中的能量法、动载荷与疲劳强度概述、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简介，取合
物的粘弹性行为与伪弹性设计方法，共4章。
本书更加注重了基本概念，加强了工程概念，并引入了大量的工程实例及与工程有关的例题和习题。
　　另外，与《材料力学》配套的还有：多媒体课堂教学软件、电子书、网络课程、供学生用的学习
指导与解题指南，以及供老师用的习题详细解答。
　　《材料力学》适合于机械、土木水利、航空航天、交通、动力工程等专业的材料力学课程教学，
基础篇所需教学时数为48-56学时；专题篇所需教学时数学约为1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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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钦珊，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教育部工科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基础力学课程指导组组长。
 长期从事“非线性屈曲理论与应用”、“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方面的研究。
同时从事“材料力学”、“工程力学”等本科生教学工作与教学软件研制。
教龄43年，共为5000多名本科生授过课，培养硕士生15名，博士生3名。
主持教育部面向21世纪 “力学系列课程改革项目”，2000年通过鉴定；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
作200多场关于教学改革的报告与示范教学。
主持全国性研讨会、培训班15次，培训青年教师150多人；主持清华大学211工程、世行贷款目、985力
学教学项目建设，取得了一批创新性成果，受到国内评审专家和世行官员的一致好评。
参与清华大学材料力学精品课程建设。
　　出版教材、专著与译著21部；课堂教学软件共5套； “材料力学问题求解器”软件一套；研制 “
新世纪网络课程”－－工程力学（1）（2），已通过国家验收；建立了清华大学力学教学基地网站，2
年来，访问者达到18000人次。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70余篇。
 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1项；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2项；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
步二等奖2项，一等奖1项；优秀教材二等奖2项，一等奖1项；全国高校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1项。
在2003年教育部首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评奖活动中，获得“教学名师奖”。
　　范钦珊教授是国家教育部“教学、科研”双强的首批名师之一。
多年来，在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范钦珊教授同本学科专业教师和教育技术专业人员一起，致
力于“工程力学”教学资源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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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位移（displaCement）是指弹性体受力变形后，一点位置的改变。
对于杆件则指横截面在杆件受力变形后的位置改变。
　　位移是杆件各部分变形累加的结果。
位移与变形有着密切联系，但又有严格区别。
有变形不一定处处有位移；有位移也不一定该处有变形。
这是因为，杆件横截面的位移不仅与变形有关，而且还与杆件所受的约束有关。
　　只要在弹性范围內加载，不管产生什么位移，杆件均保持为连续体，并在约束处满足变形协调要
求。
　　在数学上，确定杆件横截面位移的过程主要是积分运算，积分限或积分常数则与约束条件和连续
条件有关。
　　若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满足胡克定律，又在弹性范围內加载，则位移与力（均为广义的）之间
均存在线性关系。
因此，不同的力在同一处引起的同一种位移可以相互叠加。
　　本章将在第3、4、5章中有关变形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位移与杆件横截面上的內力分量以及刚度之
间的关系，进而建立弹性杆件刚度设计（Stiffnessdesign）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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