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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教学研究是如今大学校园中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这也是国家和

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只有持续广泛深入地开展教学研究，才能

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当今知识爆炸，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

大环境下与时俱进，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大学生。在大学里，衡量

一位教师是否称职，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就是看他是否参与并进行了

教学研究活动。可见教学研究的地位在高校已得到高度的重视。试想

一个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教死书、读死书的学堂，如何能培养出思

想先进、创新和创造能力强的具有开拓精神的高素质人才。然而要从

根本上改变一些僵化的、过时的教学观念和方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因为必须克服因循守旧的依赖性思想，必须花时间和投入精力

去潜心研究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必须身体力行地通过实践对新的教

学方法加以印证。总之，教学研究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面对困难，责

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着作者以及每一位教师必须迎难而上，勇挑重担，

努力将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向纵深推进。

教学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命题，包括对教学思想、教学理念、教学

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等方面的研究，本书主要展示作者从事教

学工作３０余年在教学理念及教学内容研究方面的成果。全书共分２
篇１４章，各章均有独立主题，有针对当前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

思想、新方法所发表的个人观点、看法和讨论；有对脱离实际片面求

新思潮的评论与批评；也有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革的尝试；还有针

对工程力学教材的建设与改革方面的探讨。此外，书中以较大的篇幅

针对工程力学课程内容的一些知识难点或知识面进行创新性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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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释疑解难和事半功倍的教学目的。这

种对知识点进行的创新性诠释，不但可以增强学生的发现和创新意

识，也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从中获得探索自然科学奥秘

的乐趣，有效地提高学生对自然科学知识学习的效果。

本书是作者教学经验和体会的点滴汇集，一篇文章具有一个中

心，说明一个问题，虽然不形成理论体系，但却始终贯穿着对教学研

究过程的学习、批判、探索和创新的思想主线。本书亦称不上是鸿篇

巨制，实指望拙著能成为抛向教学研究热潮中的一块泥砖，以为引玉

之物。诚希望广大教师与学生都踊跃参与到教学研究的实践中来，为

高校的教学质量工程添砖加瓦，尽我们对教育事业的绵薄之力。

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而且教学方法因人而异，因对象而异。

本书中的教学思想及理念全为作者的一管之见，仅作为同行在教学工

作中以及学生在学习中的参考，如果本书能对读者的工作和学习有一

些启迪和帮助，也将是作者莫大的荣耀。因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

有不足之处，热忱地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大学林学院罗建举教授以及教研

室全体同仁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８日于南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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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刁海林，男，１９５８年１月生，河南郸城县人。大学本科学历，学

士学位；广西大学计算力学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进修班结业。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１９７８年９月就读于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森林采

伐运输机械化专业，１９８２年７月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教研室主任、

实验中心主任等职。现为广西大学林学院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指

导小组成员，主要课程责任教授。兼任广西力学学会理事、中国林业

出版社 “木材科学及设计艺术学科教材编写指导委员会”委员、广西

农村科技特派员、广西林业科技特派员等职。主要从事工程力学、人

造板机械设备、机械制图、木工机械设计基础、人造板生产工艺学、

木材加工工艺学等课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科研方向为木材加工利用

及林业装备。先后主持或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２０余项。出版学术专

著３部。主编全国统编教材１部，参编１部。在国家级、省部级公开

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５０余篇，内容涉及木材科学、实验力学、工

程结构、刚体动力学、教育科学等领域。其中在关于木材蠕变特性研

究的理论与方法上创立了新的实验方法及评价指标，达到国内较高水

平。获国家发明专利５项、实用新型专利２０余项。曾先后获得 “广

西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广西力学学会优秀力学教师”“广西大学优

秀教师”“广西大学 ‘三育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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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３０余年教学经验及体会的结

晶。全书共分为２篇１４章，上篇 “我的教育教学观”是作者对教育

教学理念的研究与探讨，主要反映作者对教育教学观念及理论所持的

观点与认识；下篇 “我的教学实践与创新”是作者教学经验与体会的

积淀与升华，主要通过一些具体的教学事例，对知识难点进行深入剖

析并赋予新的思想和新的教学方法，以达到开阔视野、释疑解惑的教

学目的。

本书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观点鲜明，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是作者长期教学经验及体会的积累和沉淀。可作为理工科大学一线教

师的教学参考书，同时也可作为在校大学生的辅助读物和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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