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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专业基础课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对高校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专业基础课课程特

点的基础上，可以以流体力学课程为例，探讨专业基础课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一些措施并进行相关实践。实践结果表明：教

师在教学中应积极创设特定情境，激发学生的思维兴趣；注重教学逻辑，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的创新

思维能力；强调归纳总结，培养学生的分析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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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强调创新人才培养的背景下，培养大学

生的思维能力尤为重要。专业基础课是高等学校中为专

业课学习奠定必要基础的课程，它是基础课向专业课过

渡的“桥梁”，也是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必修的重要课

程。在专业基础课教学过程中，如何使学生在获得知识

的同时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值得我们关注。
一、流体力学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思维能力主要包括：会观察、实验、比较、猜想、分

析、综合、抽象和概括；会用归纳、演绎和类比的方法进

行推理；会合乎逻辑地、准确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1]

思维能力的培养，既有利于大学完成塑造具有独立思

考、自由思维精神的重任，又能为学生日后适应竞争激

烈的现代社会奠定基础。正如德国物理学家劳厄所说，

“教育无非是一切已学过的东西都遗忘掉的时候所剩下

的东西”。[2]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已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和抽象能力，他们的思维已从经验型转向以理论性逻辑

思维为主的形式，已能运用思维技能进行思维创造，可

见，在教学中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具备条件

的。[3]

流体力学作为能源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研究

在各种力的作用下，流体本身的静止状态和运动状态特

性，以及流体和相邻固体界面间有相对运动时的相互作

用和流动规律。流体力学涉及的基础知识面广、内容多、
知识体系庞大，其中包含许多公式和理论，而这些推导

对高等数学和经典力学等基础知识的要求高。同时，其

基本理论广泛应用在动力、建筑、水利、化工、能源、航空

等领域，理论性和实践性均较强。[4]课程大纲要求：学生

通过流体力学的学习，对流体的基本运动规律能够有较

系统的认识和较深刻的理解；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对一

般流动现象进行分析和计算；掌握工程实际中涉及的流

体力学的基本理论，为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社会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标准

不断提高。为实现高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全面

了解学生的兴趣程度、知识背景、思维方式等的基础上，

教师需要将教学工作的重点从“授之以鱼”转变为“授之

以渔”，以发展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专业基础课的

教学活动为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教

师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中更应重视发展和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基于此，笔者以流体力学为例，探讨了专业基

础课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一些措施。
二、创设特定情境，激发学生学习思维兴趣

流体力学包含的公式多且推导繁杂，很多学生感到

“流体力学难以掌握”，对学习失去兴趣。然而“人生无处

不流体”，很多抽象的流体力学理论往往与具体的流动

现象密切相关。学生在学习时通常对亲身体会的或直观

的实例抱有极大的热情。在准确把握学生这一心理规律

的基础上，教师讲课时应积极创设特定的情境，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让他们带着感情和疑问进入课程学习。如

讲解气体超声速运动时，先提出“飞机飞越头顶时听不

到声音”的现象；讲解旋涡理论时，先提出“龙吸水”现象

等，进而引导学生探讨现象的本质。这样可充分激发学

生的思维兴趣和求知欲，让枯燥的流体力学课堂活跃起

来。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思维兴趣，可从三方面进行，

即课堂导入时、课程讲授中、课堂小结时，其中可以以某

个现象或工程为实例，或以某个可引起思考的问题为例

入手。
相关的流动现象在自然界和工程实际中大量存在，

而有些流动现象学生之前未必接触到，此时可以借助实

验演示或软件模拟（自编程序）等手段让学生看到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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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现象。其中软件模拟（自编程序）的方式不仅可实

现对流动现象的直观演示，而且还可以结合模拟结果对

流动的内部特性进行定量分析。如讲解圆管层流和湍流

的运动时采用 FLUENT 软件模拟两种流态，并结合圆管

断面的速度矢量图、速度分布云图、流速等值线图，引导

学生分析不同流态下流体的运动规律，这样可以取得很

好的教学效果。
三、注重教学逻辑，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流体力学的理论性强、公式多，偏微分方程贯穿于

整门课程的始终。事实上，理论和公式的推导本身是对

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对流

体力学中的公式推导，首先要求教师的表达要思路清

晰，并能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容易接受的思维逻

辑，用最富有针对性的逻辑思维方式逐步进行。这样不

仅可以让学生掌握整个推导的前因后果及最终结果的

适用条件，锻炼学生的分析思维能力，也能抓住教学的

重点，让学生感到听课轻松甚至是一种享受，从而达到

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在此过程中，教师

也需要有意识地把学生组织到对内容的分析和综合、比
较和对照、抽象和概括等思维过程中来。例如在讲解圆

管中的粘性层流运动时，需要推导圆管断面的流速分布

表达等系列公式，当在圆管内选取一圆柱流束后，首先

要引导学生分析该圆柱流束的受力情况，然后将其所受

的各种力综合起来沿流动方向列平衡方程，并循序渐

进、层层诱导，逐步展开公式的推导，最终获得断面流速

呈抛物线的分布规律，这样就做到了理论完善、逻辑清

晰。这时再将其与圆管紊流运动相比较。紊流运动时，由

于流体质点互相掺混，使流速分布趋于均匀，其断面流

速呈对数分布规律。这样从比较和对照中，学生对两种

流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四、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现阶段的高校学生以 90 后大学生为主，受家庭和

社会的影响，学生总体上具有个性张扬、目标明确、易于

接受新鲜事物的特点。在流体力学的教学中，若片面强

调理论推导，学生不仅感觉枯燥无趣，而且会迷失学习

的目的。因此，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如讲到不可压

缩流体定常总流的动量方程时，在推导出动量方程的表

达式后，应重点说明公式的适用条件和意义，并结合水

流对溢流坝面的水平作用力、水流对水平弯管的作用力

以及水流对水轮机水斗的作用力等实际工程问题说明

方程的具体工程应用。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拓展实例，

使学生的思路由工程实例中的一个点拓展到与内容有

关的其他例子上，做到举一反三。这样可充分激发学生

的灵感和想象，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通过上述的

举措，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应用流体力学的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还可使学生认识到流体力学课程的重要

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讲授内容的同时，应有意识地介绍本学科的发展

方向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并将最新科研成果带入课堂，

让学生体会到流体力学内容的魅力及价值，鼓励学生突

破传统，结合知识从全新的视角尝试解决工程问题。
五、强调归纳总结，培养学生分析思维能力

由于流体力学的知识体系庞大，学生在碰到具体问

题时往往不知该用哪些理论。事实上，流体力学各部分

内容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前后内容相互关联。为

了让学生系统地掌握流体力学的基本内容，需要对每节

课、每一章以及每一部分内容进行知识的归纳总结，进

而寻求各部分理论、原理和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探

索课程的知识主线，形成对内容触类旁通的认识。如讲

到相似原理和量纲分析章节时，用数字“332”来归纳这

一章，具体内容为“流动相似包含 3 方面，常用的 3 个相

似准则，以及 2 种量纲分析法”；再比如引导学生以三元

不可压缩黏性流体运动方程为主线，梳理其与流体静力

学、一元流体动力学、理想流体动力学基本方程之间的

关系。通过这一环节，不仅能将无序零碎的内容转变为

有序的整体，让学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学习和思考，而

且能锻炼学生把各种思维策略转化为自身的思维技能，

培养了学生的分析思维能力。
六、结束语

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和培养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

地探索、实践。笔者只是结合自身的教学体会，以流体力

学为例探讨了专业基础课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

一些措施。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还需要不断改革教学

活动，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这样才能使学生形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和科学的思维方式，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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