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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中容易混淆的概念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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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 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
,

提 出在工科的理论力学教学中应十分重视概念的教学
,

特别

是在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上
,

应加大教学的力度
。

本文以力系简化
、

力系平衡
、

牵连速度
、

力矩等为例
,

说明

在这些概念的教学中
,

应如何剖析其差异
,

探究其联系
,

最终设法使学生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

使他们牢固掌

握所学的概念和分析问题的方法
,

避免出现不该 出现的错误
。

【关健词】概念 ; 力 系简化 ; 牵连速度 ; 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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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教学中注意力系向一点简化和力
系简化的最后结果的概念的教学

学生在学习 力系的简化时
,

常常出现的错误的

地方是 :
他们容易混淆力系向一点简化和简化的最

后结果这两个概念
,

往往把力系向一点简化当成力

系简化的最后结果
。

例如
:
在考试中问到平面力系简

化最后出现的三种情况是什么时
,

学生的回答往往

是 : ( l ) F
R ’
尹 0

,

M
。 尹 0 : ( 2 ) F

R ’

尹 0
,

M
。 = 0 : ( 3 ) F

R ` 二

0
,

M
《 , 尹 0 : ( 4 ) F

。 ’ = 0
,

M
。 二 o

。

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

( l) 得一合力 ; ( 2) 得一合力偶 ; ( 3) 力系平衡
。

之所 以

出现这样的错误
,

就是由于混淆了上述两个概念
,

把

力系简化的最后结果当成是力系向某一点简化了
。

因此教师在讲授力系的简化时
,

务必要把这 两个概

念讲授清楚
,

说明力系向某一点简化只是力系简化

过程中的中途骚站
,

力系简化的最后结果还要根据

在向某点简化时 主矢 F
: ’

和主矩 M
。

的四种配置情

况来决定
,

当 F
R ’
尹 O

,

M
O 拼 0 时

,

还需要把力 (主矢 )

和 力偶 (主矩 )再使用力的平移定理简化为一个力
。

在教学中
,

要多次重复提到这两种简化的区别
。

不只

是泛泛 的讲解
,

还要用诸如上面谈到的一些实例拿

来对学生提问
,

再通过分析学生回答的正误
,

找出其

错误的原因
,

才能最终加深学生对这些概念的理解
。

2 在教学中重视汇交力系和任意力系

平衡条件的差异的教学

学生在学习力系的平衡时
,

往往受中学物理教

学中力系平衡条件先人为主的影响而发生错误
。

中

学物理教学中所学的力系平衡条件
,

仅限于解决共

点力系
,

但由于并未述及其它力系的平衡条件
,

所以

学生往往以为它就是一般力系 (任意力系 )的平衡条

件
。

在理论力学力系平衡条件的教学中
,

虽然开列出

了各种力系的平衡条件
,

但若不经特别强调或在练

习中不经过一番挫折
,

学生照样对各种力系所开列

出来的平衡条件熟视无睹
,

以至错误频现
。

例如
:
学

生认为只要刚体所受的各个力所组成的力多边形 自

行封闭
,

则刚体就处于平衡状态
,

即使这些力的作用

线并不汇交于一点
。

问题的根源在于学生把非汇交

力系与汇交力系的平衡条件混为一谈
,

或者是学生

虽然知道两种力系的平衡条件并不相同
,

但由于印

象不深
,

一遇具体问题
,

便又糊涂起来
。

因此在教学

中除了讲明各种力系的平衡条件外
,

还应说明这些

条件所针对的问题的本质
,

要说明移动可以是不平

衡
,

转动同样是不平衡
。

各力组成的力多边形封闭只

能使主矢为零 ( F
, ` 二 工F = 0 )

,

只能保证刚体不移

动
,

并不能保证刚体不转动
。

要通过对各种力系平衡

条件本质的分析
,

去加深学生对这些平衡条件的理

解
。

对各种平衡的概念除了反复比较外
,

为巩固学生

学习的成果
,

课堂上的提 问也是必要的
,

教师要在课

堂上提出一些典型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例子让学生回

答
,

通过对学生错误答案的分析
,

来加深学生对这些

问题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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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力对点之矩与力对轴之矩的概念的

区别和联系的教学

在讲授力对点之矩 的概念时
,

讲授的顺序一般

是先讲授平面力系中力对点之矩
,

在此基础上讲授

空间力系中力对点之矩矢
。

这里
,

重要的是要讲清
:

( l) 空间力系中引人力对点之矩矢的必要性
,

举例说

明空间力系中各力对矩心所构成的力矩平面不共面

时
,

各力对点之矩产生的效果还与力矩平面的方位

有关
。

说明在空间力系中
,

力对点之矩取决于三要

素
:
一是力矩的大小 ; 二是力矩平面在空间的方位 ;

三是在力矩平面内
,

力使物体绕矩心的转向
,

要表示

出这三要素必须要用矢量来表示
,

要引人力对点之

矩矢这样的概念
。

( 2) 说明力对点之矩矢这个矢量

恰可用力的作用点的位置矢量与力的矢积来表示
。

( 3) 得出力对点之矩矢的解析表达式
。

( 4 )推出汇交

力系合力矩定理
。

在讲授力对轴之矩时
,

先以推门

为例给出力对轴之矩的定义
,

说明与轴平行的力或

与轴相交的力均对轴没有力矩
。

接着讲授力对轴之

矩的解析表达式
,

然后得出力对点之矩与力对通过

该点的轴之矩的关系
。

我的做法是
,

在上述两个问题都讲授清楚后
,

还

需要强调做以下的事情
:

( 1) 在平面力系中力对 O 点之矩与力对过 0 点

与平面垂直的轴的矩是一回事
。

(2) 由上行 ( l) 所述
,

很容易得出力对点之矩的

合理矩定理同样适合于力对轴之矩
。

( 3) 由上所述
,

容易归纳出在计算力对轴之矩时

的实用方法为
:
一

、

在计算力对直角坐标系中
x 、

y
、 z

轴的矩时
,

可将力沿三个方向分解
,

利用力对轴之矩

的合力矩定理求力对轴之矩
。

二
、

在计算力对与
x 、

y
、 Z 以外的任意方位的轴的矩时

,

一般把力分解为

与轴平行的力和与轴垂直的力
,

只须计算与轴垂直

的力对轴之矩即可
。

三
、

在计算与轴垂直的力对轴

之矩时
,

只须将力乘以力与轴间的距离即可
。

在讲授力矩时
,

后面这三点总结十分重要
,

它们

不但对学生在计算力对轴之矩时非常有用
,

而且有

助于学生加深理解力对点之矩和力对轴之矩 的概

念
,

使他们进一步明确力对点之矩与力对轴之矩的

区别与联系
。

4 在点的复合运动中注意牵连运动和

牵连速度概念的教学

在讲授运动学中
“

点的复合运动
”

时
,

牵连运动

和牵连速度都是重要的概念
。

对于牵连运动
,

学生是

容易理解的
,

它就是动参考系 (即动坐标系 ) 的运

动
。

对于牵连速度
,

学生往往顺势理解为它就是动参

考系的速度
,

实际上牵连速度指的是动点受动参考

系的牵动而具有的速度
,

是动点的牵连速度
,

因而讲

清动参考系怎样牵动动点是问题的关键
。

动点只有

通过与动参考系接触才会受到动参考系的牵动
,

因

此某时刻动参考系上与动点相重合的点的速度
,

就

是动参考系牵动动点的速度
,

也就是动点的牵连速

度
。

在讲清动点的牵连速度的基础上
,

动参考系作平

动和动参考系作转动时
,

动点的牵连速度的求法就

迎刃而解了
。

前者因为参考系上各点的速度都相同
,

自然动点的牵连速度就是动参考系的速度了
,

后者

因为参考系上各点的速度并不相同
,

故动点的牵连

速度就只能是动参考系上和动点相接触的点的速度

了
。

这个速度因动点各个时刻在动参考系上的位置

不同而不同
,

即使动参考系作匀速转动
,

在各个不同

的时刻其速度也是不同的
。

在讲授动点的牵连速度时
,

切忌抬出动点的牵

连速度的定义
,

而不讲清其实质
。

这样学生往往弄不

清楚
: ( l) 牵连运动和牵连速度所指的对象并不相

同 ; ( 2) 动点的牵连速度与动参考系的牵连运动是存

在着密切关系的
,

这种关系就表现为动参考系牵动

动点的关系
。

因此反复讲清动点的牵连速度的实质

及其与牵连运动的关系
,

是本章讲授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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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每个人的力量
,

注重每个人的作用
。

充分运用多

元化和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

建立一个图书馆中每一

i
、

图书馆员都能够施展才华的激励机制
,

创造有利

于人的知识
、

能力及智力的培养和提高的环境
,

营造

出和谐
、

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

从而使图书馆员工工

作的主动性
、

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
,

展示出网络环境

下一个图书馆的精神风貌及先进的文化理念
,

使文

化建设人格化
、

典型化
。

4
.

5
.

2 人才结构动态化
。

图书馆为了在未来信息时

代
,

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
,

取得相应 的社会地

位
,

必然要加大人才队伍建设的力度
,

优化人才结构
。

而这种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
,

是处于真正流动状态之

中的
。

这里主要有两层含义
:
一是从人才结构的专业

类型组成而言
,

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随时调整 ;

二是从机构的人员组成而言
,

按双向选择的原则
,

能

者上
,

庸者下
,

始终使图书馆各工作岗位属于那些最

有利于工作发展的和最具竟争力的人才
。

对影响工作

职能发挥的人员
,

采取培训
、

调整岗位等办法予以分

流
。

通过这种良性动态循环
,

最终使图书馆工作成为

对人才有吸引力
,

并能人尽其才的职业之一
。

参考文献
:

川 书丈辉
.

用文化咦肠 ` 灵— 浅议图书馆文化建设川
.

山 东图书馆季刊
,

2( 阴
,

(3)

I叫杨学泉
,

汤黎光
.

论图书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川
.

图书馆论坛
,

20 03
,

( 6 .)

【3 !刘军
.

关于图书馆丈化建设的若干思考川
.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

20 06
,

(9)
.

14 1王乃红
.

高校图书馆 文化建设当议 U]
.

图书馆学刊
,

20 06
,

( 1)
.

M ed
e r n L i b r a yr C ul ut r ia R e c o

ns t r u c t io n

U U U ng
,

Y U uS
一石 a

了刀
c石a

gn ,’n s t,’t “ et IJ’b 胭口乡
J

石`石月口9 5 亡h au n
曰夕叱纷夕

Ab s t r a tC : Th i s p a p e r e l a ob ar te s ht e m o d e
nr l ib ar 叮 e u l t u er C o n n o ta t i o n a n d e h a ar e t e ir s ti e s ,

d i s c u s的 5 t h e

: n do e m l ib r

明 C u lt u ar l r e e o n s t ur e ti o n n e e e s s i t y a n d th e m e th o d
.

K e y w o dr S : L ib ar 口 ; C u l t u er er e o n s t ur e t io n

(责任编样
:
张荣萍 )

. 写 , `
.

, `奋 . 、 , 石 卜 小` 矿 . `堪` 补巴匀色月 之月 色 有色 石 竺 会 士匀 些瑞 生绍 , ; ,` 卜之̀ 补色̀ 矽 乡刁 之 ` 泛 布吧分七刁七布 竺 ; 之` 卜绝月 巴二 竺二 泛` 硬石硬编 竺编硬夕台扁 巴̀ 刁色̀ 竺̀ 些 常色编 , 气 色编 竺 布色汽 上月 色写 老习绝月 七写吧 布七写 七 i , ` 绝二士 与 , 下 竺̀ , ` 卜布

上接 14 9 页 )

O U K e 一 z o n g
,

Y U E H u a 一外鳍
,

W U D i
,

Y U A N Qi an 一 hs e
gn

`刀 c人a
gn 公 ,II 乓粥

,

石
`石。 ng is 亡h~ 盯夕义刃夕

A b s t ar c t : Th i s P a pe r p o i n t s o u t w e s h o u ld p a y a t t e n t i o n to th e t e a e h i n g o f e o n e e P t o n th e bas i s te a e h i n g e x -

Pe r i e n o e , a n d 卯 i n t s o u t w e s h o u l d p a y s p e e i al at t e n t i o n to ht e se e o n e e p t w h ie h e as y m i x u P w e s h o u ld er i n fo cr e d

OP w e r
·

t h e s e

W i th t h e er d u e t i o n o f fo er s y s t e m
,

im p li e a te v e l o e i t y
,

m o m e n t as
e x a m pl e w e e x p l a i n t e a e h i n g of e o n e e p t

.

oF
r

。 o n 。、

e p t w e e m p h a s i z e th e i r e o n ta e t a n d d i s t i n即 i s h
.

hT or u
hg ht e s e e

ffe srt t he s t u d e n st u n d e sr t an d th e s e

。 :一 n e e p t be t r e r ,
t h e y a v o id

K e y w o dr s : C o n e e p t :

u n n e e e s s a yr m is t a k e
.

R e d u e t io n o f fo er s y s t e m : Im p l ie a t e v e loc i t y ; M o m e n t

(责任编样
:
张荣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