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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
”在新年伊始，春节伊始，“十一五规划”伊始，来为“普通高等院校机械类精品教材’’这套丛书
写这个“序”，我感到很有意义。
　　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毛入学率由低于10％达到
了高于20％，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而跨入了大众化教育。
显然，教育观念必须与时俱进而更新，教育质量观也必须与时俱进而改变，从而教育模式也必须与时
俱进而多样化。
　　以国家需求与社会发展为导向，走多样化人才培养之路是今后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
在前几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全国高校机械专业提出了机械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的多样化原则，各有关高校的机械专业都在积极探索适应国家需求与社会发展的办学途径，有的已
制定了新的人才培养计划，有的正在考虑深刻变革的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模式已呈现百花齐放、各得
其所的繁荣局面。
精英教育时代规划教材、一致模式、雷同要求的一统天下的局面，显然无法适应大众化教育形势的发
展。
事实上，多年来许多普通院校采用规划教材就十分勉强，而又苦于无合适教材可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教学为本；教学大计，教材为本。
”有好的教材，就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鉴可借、有道可走。
师资、设备、资料（首先是教材）是高校的三大教学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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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机械类专业的学生来讲，“什么是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包含哪些内容”
、“机械类专业学生要学习哪些课程”、“机械工程专业学生将来可以做什么”等问题常使他们感到
困惑。
    机械工业是一切工业的基础，机械工程行业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业之一，从事该行业的专业人士人数
以千万计。
几乎所有的工科院校都有机械工程或相关专业。
可以这样说，现在几乎找不到一个科技领域可以不使用机械作为它的制造基础，或者说没有可以离开
机械行业而能单独存在的工业领域和产品。
选择在机械工程领域工作，职业选择范围宽广、就业前景光明、工作充满创意并富有挑战性，同时还
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并造福人类⋯⋯    如果你想象力丰富并充满创意，不妨考虑当设计工程师
；    如果你喜欢在实验室做实验，看来测试工程师可能适合你；    如果你喜欢组织并促成一些活动，
那么，你可以当研发工程师；    如果你说服力强并喜欢与人打交道，那么，可以往销售或售后服务工
程师方向发展；    如果你热衷于自然科学，喜欢和数字打交道，分析工程的工作就最适合不过了。
    在机械工程领域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没有最后答案或唯一的答案，也没有书本或教授可以告诉你答
案的对与错。
如果你天性喜欢接受挑战，那么，总是充满挑战性问题的工程学，无疑会十分适合你。
    学习机械工程，前景广阔。
一方面，机械工程本身的发展空间很大，当今的高新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机械工程，国家的强盛离不开
机械工程，国家的安全也离不开机械工程，因此，在此领域可以大展宏图；另一方面，如果具有良好
的机械工程背景、数学基础、外语水平，还可以在相当多的领域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和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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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机械工程及学科总论　　1.1 科学和工程　　1.1.1 科学的基本概念　　什么是科学？
这是我们首先应当搞清楚的基本问题。
人类最早是用拉丁文“scientia”表述“科学”概念的，英文“science”、德文“wissenschaft”、法文
“scientia”则是由此衍生借用来的，其本义为“学问”、“知识”。
中国古代《中庸》上用“格物致知”表示实践出真知的概念，日本转译为“致知学”。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著名科学启蒙大师、教育家福泽瑜吉把“science”译成“科学”，在日本广泛应
用。
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
科学启蒙大师、翻译家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二字
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
　　科学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不同意义，科学本身在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为世人公认的“科学”定义，要给“科学”下一个永世不变的定义，是难以
做到的。
科学有若干种解释，每一种解释都从某一个侧面对其本质特征进行揭示和描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下述
几种基本解释。
　　1.科学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总结　　生产和实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
基本的实践活动，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出现了历史、社会和自然界现象等，如工具的变化、经济波动、
雷电轰鸣、天然放射性元素等。
孤立地看，这些现象千奇百怪、貌似紊乱，但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客观世界种种现象之间存在内在的
和本质的必然联系，如“水往低处流”，这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这种描述至多只是为真正的科学研
究奠定了一个基础，还不能叫科学。
只有当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并用这一定律来解释“水往低处流”等自然现象的时候，才算
真正进入了科学的大门。
再如，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尽管使用了许多图表和精确的数学工具，但实际上仍
然只是对供求现象的描述，还不能称得上是科学。
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尽管目前许多人指出其存在种种缺陷，但这一理论却是在努力探
索价格确定的内在规律，仍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即使错误，也只是科学的错误。
找出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对它进行正确认识和总结，上升到理性高度，就是发现了规律，这种
规律，就是学问，就是知识。
这里所说的规律，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它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复出现，是客观的，人们只能发现它，但不能创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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