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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

是反映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成果，教材建设是高校

教学基本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在科技、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还相对落

后，特别在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与先进国家相比还

有较大的差距［１］。为提高我国高校的办学 水 平，缩

短与世界先进教育大国的差距，使我国由留学生输

出大国逐步转变为留学生接收大国，从而扩大中国

在世界的影响，有必要对国内外大学的课程设置与

教材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国外大学课程和教材

的特点，找出国内相关课程和教材的差异与不足，以
提高国内高校的课程与教材的质量，这对促进我国

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我国高校课程与教材的建设

水平，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以机械工程学科为

切入点，借助互联网对国内外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研

究生课程的教材进行调查研究，以期为相关学科专

业提供参考。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通过收集国外部分著名大学机械工程系研究生

课程与教材信息，分析研究课程和教材的特征，并与

国内相关课程和教材进行对比分析，以对我国高校

相关学科的课程与教材建设提供参考和建议。调研

的 学 校 包 括：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ａｔ　Ｕｒｂａｎａ－
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ｒｋ、Ｇｅｏｒｇ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等。

同时，选取了工程力学类教材进行案例分析，对适合

我国机械工程学科课程与教材建设的模式进行了探

索研究。

本 文 的 教 材 信 息 的 搜 集 以 各 高 校 官 方 网 站 为

主，出版社出版信息，图书馆馆藏检索，国外留学生、
访问学者帮忙查找为辅。主要采用文献调查法、比

较分类法、综合分析与归纳法进行研究。



三、国外高校机械工程学科主干课程教材分析

（一）国外相关教材收集情况

共收集 到２３７种 主 干 课 程 教 材，见 表１。其 中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的 课 程 与 教 材 信 息

较为系统全面，包括了课程描述、教学大纲、采用教

材、课时安排、任课教师等信息。
表１　国外高校机械工程学科教材收集情况［２－９］

序号 学校名称 教材种数

１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８５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 ６９
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ａｔ　Ｕｒｂａｎａ－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　 ２１
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２０
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１３

６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ｒｋ
１２

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１１
８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６

合计 ２３７

国外教材的 主 要 出 版 社 见 表２，均 为 世 界 知 名

出版社和著名大学出版社，其中，ＷＩＬＥ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四家著 名 出 版

社出版的教材，占所收集教材的４４％。这些著名出

版社具有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拥有一流的作者群

体，能保证出版教材的质量和水平。因此，在引进国

外教材时应 该 注 意 收 集 这 些 著 名 出 版 社 的 出 版 信

息，以便及时引进高质量教材。
表２　收集教材的出版社分布情况

序号 出版社 册数 所占比例

１ ＷＩＬＥＹ　 ３７　 １５．６１％
２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２６　 １０．９７％
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１　 ８．８６％
４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２０　 ８．４４％
５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３　 ５．４９％
６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２　 ５．０６％
７ Ｄｏ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６　 ２．５３％
８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６　 ２．５３％
９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５　 ２．１１％
１０ ＣＲＣ　 ５　 ２．１１％
１１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　 ５　 ２．１１％
１２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４　 １．６９％
１３ 其他 ７７　 ３２．４９％

　　（二）国内相关教材收集情况

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材网”［１０］，分类

查找收集了机械工程学科类教材信息３３７种，工程

力学教材６８种，其中包含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精
品课程教材。通过对收集的机械工程学科的教材进

行统计发现，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机械工业出版社共

出版了１７６种，占 机 械 工 程 教 材 的５３．１５％。具 体

如下（见表３）：
表３　使用教材按出版社统计

出版社 种数 比例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９７　 ２８．７８％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７９　 ２３．４４％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１８　 ５．３４％

科学出版社 １７　 ５．０４％
化学工业出版社 １４　 ４．１５％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１２　 ３．５６％
国防工业出版社 ７　 ２．０８％

其它出版社 ９３　 ２７．６０％

以上的数据说明，国内机械工程相关教材以高

教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为主要出版社，特别是工

程力学方面的教材，６２％以上是这两家出版社出版

的。高等教育出版社每年大致有３０００种教材出版，
是我国高等 教 育 教 材 出 版 的 航 空 母 舰［１１］。机 械 工

业出版社则注重机械、电工电子、汽车、计算机、经济

管理、建 筑、ＥＬＴ、科 普 以 及 教 材、教 辅 等 领 域 图 书

的出版，机械工程是其出版的重点和特色［１２］。

四、国内外教材的比较分析

（一）国外大学教材的生命周期长

搜集到的国 外 大 学 教 材 出 版 年 代 前 后 跨 度６０
年，主要是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间出版的教材，见图１。

５０年代出版的教材有５种，见表４，分别被麻省理工

学院和密歇根大学使用。

图１　教材出版年代分布图

·６３· 李玉兰等·国内外大学机械工程学科研究生课程教材的比较研究



表４　出版于五十年代的五本教材

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使用学校

１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　Ｆｌｕｉｄ： Ｆｌｏｗ　１
ａｎｄ　２

Ｓｈａｐｉｒｏ，Ａ．Ｈ．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Ｓｏｎｓ　 １９５３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ｋｋｅｒ，Ｍ．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６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ａ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Ｌｉｅｐｍａｎｎ，Ｈ．Ｗ．，
ａｎｄ　Ａ．Ｒｏｓｈｋｏ．

Ｄｏ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５７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 Ｆｉｎｉｔ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　Ｓｐａｃｅｓ　 Ｈａｌｍｏｓ，Ｐ．Ｒ．
Ｖａｎ
Ｎｏｓｔｒａｎｄ－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１９５８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５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ｅｌｌｓ
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ａｎｄ　Ｓ．
Ｗｏｉｎｏｗｓｋｙ－Ｋｒｉｅｇｅｒ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１９５９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表４中的五本教材经过六十年的时间磨砺，依

然被 名 校 采 用，真 可 谓 是 经 典 中 的 经 典。其 中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　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　１ａｎｄ　２》曾于１９６６年由

陈立子等译为《可压缩流的动力学与热力学》［１３］，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对基本概念做了准确详尽的

分析，如上册首先叙述了可压缩流的动力学基础，热
力学基础，有关的重要概念，随后，论述了二维与三

维定型无旋流诸基本方程，二维小扰动亚声速流，二
维亚声速流的速度图法，二维亚声速流的实验与理

论结果，三维亚声速流，在最后一篇中，对二维小扰

动超声速流，特征线法，斜激波等作了详细介绍。并

且有些章节还列有具有代表性的复习题，此外，在每

章后列出了许多重要的参考文献。此书可供从事空

气动力学和实用气体力学的科研工作者以及有关专

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教师，研究生，高年级大学生等

使用。此书广为国内高校图书馆所收藏。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是１９５６年出版并作 为 美 国 密

西根大学的教科书。此书在１９６２由孙凯南翻译为

《陆用车辆行驶原理》［１４］，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孙

凯南在序言中是这样评价的：本 书 的 作 者 Ｍ．Ｇ．培

克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国防部军用车辆实

验室主任，战后为美国斯蒂文斯工业学院牵引坦克

试验组的主 任，从 事 于 各 种 越 野 车 辆 的 试 验 多 年。
在书中，作者论述了汽车的型式，提出了很多有启发

性的问题和概念。这些问题不但对于汽车有很大意

义，对拖拉机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我国这两方面的研

究工作很有参考价值。除了上述特点之外，作者在

书中阐述了越野车的发展史，介绍了在发展越野汽

车工作中的经验，列举了３４６项参考资料，这对进一

步研究相关工作很有用处。此书涉及面很广，引用

资料相当丰富，某些概念十分新颖，对读者很有启发

性，广为国内高校图书馆收藏。
（二）国内教材的生命周期短

表５为国内大学机械工程学科教材的出版年度

分布，目前使用的 教 材 以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出 版 为 主，

比例占到５９．９４％，可以看出，国内大学教材的生命

周期相对较 短，任 何 物 品 都 有 生 命 周 期，都 有 其 产

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教材也是一样。教材具有特

殊的生命周期规律，好的教材可以流传百世，而质量

差的犹如昙花一现。对同类教材进行认真研究，根

据教学对象的认知过程进行编写，不断地充实教材

的内容，与时俱进，才能延长教材的生命。
表５　国内教材出版年份分布

出版年份 种数 占百分比 出版年份 种数 占百分比

２０１０　 １３　 ３．２１％ ２００４　 １　 ０．３２％
２００９　 ４０　 ９．９４％ ２００３　 １０　 ２．５６％
２００８　 ７４　 １８．２７％ ２００２　 ３　 ０．６４％
２００７　 １０６　 ２６．２８％ ２００１　 ２６　 ６．４１％
２００６　 ６２　 １５．３８％ ２０００及以前 ４０　 ９．９４％
２００５　 ２９　 ７．０５％ 合计 ４０５　１００．００％

（三）国外教材修订和再版的比例大，国内教材

新版的比例大

教材再版是知识积累和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

教材内容更新的重要途径，更是提升教材质量的重

要方式。图书的版本研究一直是文献研究的重要的

内容。本文以工程力学教材为例对教材的版本情况

进行了分析，见表６。收集的４３种国外工程力学教

材中，有２２种教材版本是２版以上，所占比例达到

５１．２％。典 型 的 教 材 如：Ｒｕｓｓｅｌｌ　Ｃ．Ｈｉｂｂｅｌｅ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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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９年 已 经

出 版 到１２版。Ｆ．Ｐ．Ｂｅｅｒ，Ｅ．Ｒ．Ｊｏｈｎｓｔｏｎ的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ｆ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２００７年已经出

版第８版。我们同时考察了国内的６８种工程力学

教材，其 中２版 及 以 上 的 图 书 有２４种，比 例 为

３５．３％，较国外教材低了近１６个百分点，再版最多

的教材是４版。
表６　国内外工程力学教材版本情况

国外教材 国内教材

版本 种数 所占比例 版本 种数 所占比例

２版 ５　 １１．６３％ ２版 １２　 １７．６５％
３版 ３　 ６．９８％ ３版 ２　 ２．９４％
４版 ７　 １６．２８％ ４版 １０　 １４．７１％
５版 ３　 ６．９８％ 初版 ４４　 ６４．７１％

６版及以上 ４　 ９．３１％
初版 ２１　 ４８．８４％

教材是在教学实践中产生的，是著者教学及科

研工作的凝练，并要经过教学实践的检验，不可能第

一版就能成为精品，而是要经过反复的修改和再版，
在不断吸收科学研究、教学实践、教材研究成果的过

程中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不断修订和更新版本，使
教材的内容既能传承系统的知识体系，又能跟上科

技发展的步伐。
（四）典型教材的章节比较

我们选取了两本国内外典型的工程力学教材对

章节 内 容 进 行 了 比 较，见 表７。一 本 是Ｐｉｊｕｓｈ　Ｋ．
Ｋｕｎｄｕ　ａｎｄ　Ｉｒａ　Ｍ．Ｃｏｈｅｎ编写的《Ｆｌｕ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的 第 三 版［１５］，该 教 材 被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ｒｋ 和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两 所 大 学 采 用。该 书 每 一

章后都有练习题，接着是引用文献和补充阅读。

表７　中外《流体力学》教材比较

丁祖荣《流体力学》 Ｐｉｊｕｓｈ　Ｋ．Ｋｕｎｄｕ　ａｎｄ　Ｉｒａ　Ｍ．Ｃｏｈｅｎ《Ｆｌｕ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３ｒｄ

Ａ１　绪论

　Ａ１．１　流体运动与流体力学

　Ａ１．２　流体力学与科学

　Ａ１．３　流体力学与工程技术

　Ａ１．４　流体力学研究方法

　Ａ１．５　单位制

Ｂ１　流体及其物理性质

　Ｂ１．１　连续介质假设

　Ｂ１．２　流体的易变形性

　Ｂ１．３　流体的粘性

　Ｂ１．４　流体的其他物理性质

　Ｂ１．５　流体模型分类

　习题

Ｂ２　流动分析基础

　Ｂ２．１　描述流体运动的两种方法

　Ｂ２．２　速度场

　Ｂ２．３　流体运动的几何描述

　Ｂ２．４　流体质点的随体导数

　Ｂ２．５　一点邻域内相对运动分析

　Ｂ２．６　几种流动分类

　Ｂ２．７　常用的流动分析方法

　习题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１．Ｆｌｕ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
２．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２……………………………………………………
３．Ｓｏｌｉｄｓ，Ｌｉｐｕｉｄｓ，ａｎｄ　Ｇａｓｅｓ　 ３………………………………………………
４．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４…………………………………………………
５．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５……………………………………………………
６．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８…………………………………………………………
７．Ｆｌｕｉｄ　Ｓｔａｔｉｃｓ　 ９………………………………………………………………
８．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１２………………………………………………
９．Ｐｅｒｆｅｃｔ　Ｇａｓ　 １６………………………………………………………………
１０．Ｓｔａｔｉｃ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　Ｍｅｄｉｕｍ　 １７………………………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２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ｉｔｅｄ　 ２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２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１．Ｓｃａ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Ｖｅｃｔｏｒｓ　 ２４……………………………………………………
２．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ｘｅｓ：Ｆｏｒｍ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Ｖｅｃｔｏｒ　 ２５……………………
３．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２８………………………………………………
４．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Ｔｅｎｓｏｒ　 ２９…………………………………………………
５．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１…………………………………………
６．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３２………………………………………………………
７．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Ｔｅｎｓｏｒ　 ３５………………………………
８．Ｄｏ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３６………………………………………………………………
９．Ｃｒｏ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３６……………………………………………………………
１０．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　Ｃｕｒｌ　 ３７………………………
１１．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Ｔｅｎｓｏｒｓ　 ３８………………………………
１２．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Ｔｅｎｓｏｒ　 ４０………………
１３．ＧａｕｓｓＴｈｅｏｒｅｍ　 ４２………………………………………………………
１４．ＳｔｏｋｅｓＴｈｅｏｒｅｍ　 ４５………………………………………………………
１５．Ｃｏｍｍａ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４６………………………………………………………
１６．Ｂｏｌｄｆａｃｅ　ｖｓ　Ｉｎｄｉｃｉａｌ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４７…………………………………………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４７………………………………………………………………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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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 一 本 是 丁 祖 荣 教 授 编 写 的《流 体 力 学》教

材［１６］，清华大学、南 京 信 息 工 程 大 学 等 大 学 都 采 用

了该教材，该教材分为上中下三册，除了第一章绪论

外，每章都有习题，但仅在每册最后罗列出引用的文

献。显然，国外教材注重文献引用的标注，读者可增

加阅读量，促进知识点的理解和拓宽知识面，值得我

们借鉴。

五、对我国机械工程学科教材建设的相关建议

（一）构建高素质的教材研发队伍

通过对国内教材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

教材使用周期短，再版的比例小，这些都跟教材出版

容易，教材质量不高息息相关。我国师资队伍和教

学团队的整体水平与国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改变

现有状况，努力缩小差距，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

水平大学的当务之急，在教材建设方面的表现特别

突出。我国应加强教材编写、出版和发行的审核评

定制度，构建一支高素质的教材研发队伍，建立一套

由专家、任课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教材编写和教材学

术质量审查评估机制，并设立公正、公开、公平、权威

的评选机制及办法。通过不断的学术争议，建设优

质教材，树立品牌意识。
（二）加强对国外原版教材的研究

国外著名大学采用的教材大多是经过实践检验

的优秀教材，这些优质教材一般都比较全面地反映

了学科发展的沿袭，再版的同时兼顾学科的发展，更
新内容，具有教学理念新，教材内容与时俱进、文献

资源齐全等特点。这些教材的体系、风格、内容和例

题、习题、图例的选取，以及编写艺术等，都值得我们

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我们可以从教材内容和体

系、有关基本概念和方法、例题和习题、教材版式和

插图、教材采用的技术和应用、教材中的思想和理念

等方面进行研究，洋为中用，结合国情，建设自己的

优秀教材体系。
（三）加强对高水平教材建设的政策支持

教材的建设总是滞后于教学工作，这就是为什

么很多大学教授只是给学生指定参考教材，而自己

的教案却又 是 密 密 匝 匝、改 了 又 改、添 了 又 添 的 原

因。因此，教材建设工作不是一件一挥而就的、可以

搞突击的事，它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需要汇集

平时一点一滴的课程教学创新，即点点滴滴的、长期

性的教学经验积累和创新素材积累才能最终形成有

生命力的精品教材。因此要杜绝教材编写上急功近

利的思想，同时需要在政策上对高水平教材建设予

以倾斜支持，如成果奖励、职称评审、经费资助等方

面，创造一种良好环境和学术氛围，使任课教师能全

心投入，十年磨一剑，建设优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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