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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 

【Theoretical Mechanics】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80181】 

课程学分：【3】 

面向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课程性质：【系级必修课】 

开课院系：机电学院  机械工程系 

使用教材：主教材【理论力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7 月

第 7 版】 

辅助教材【理论力学  陈立群等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1 第二版】 

参考教材【理论力学  韦林 周松鹤 唐晓弟 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2 第一版】 

【理论力学  刘延柱、朱本华、杨海兴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1 第三版】 

【理论力学  范钦珊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2 第一版】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上）  2100013（6）】 

【大学物理(1)  2100001 （3）】 

二、课程简介 

理论力学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本课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

学三大部分。本课程是机械类专业的一门理论性很强的专业技术基础课。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

学生获得分析、综合和归纳力学问题的能力，为今后从事机械产品的设计、制造、维修、调试、产品开

发与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获得研究物体受力的分析方法，物体的运动规律以及受力物体的运动与

作用力之间的关系的能力。是从事机械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其课程的知识结

构和目标是：使学生初步掌握静力学基本知识，平面力系，空间力系，摩擦，点的运动，点的合成运动，

刚体的平面运动，动力学基本方程，动量定理，动量矩定理，动能定理，达朗伯原理，虚位移原理。为

今后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 

理论力学是现代工程技术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在工科院校中是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基础课。一方面

可以直接应用理论力学的知识来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理论力学也可以为学习一系列后续课

程，例如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以及流体力学等提供重要基础。理论力学是一门演

绎性较强的课程，对训练逻辑思维颇有好处，同时，理论力学的习题变化多端，可以培养学生灵活运用

及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适用于机械类、机电类专业本科生选修。选修时间最好是大学二年级,。学习该课程的基础知

识要求是：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力学部分）。 

四、课程与培养学生能力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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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学习目标 

1．掌握应用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求解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 

2．理解点的运动的矢量法；掌握用直角坐标法和自然法求解点的速度、加速度等有关问题。 

3．掌握刚体平动和定轴转动时刚体上任一点的速度和加速度的计算公式。 

4．会运用点的复合运动和刚体平面运动的计算公式。 

5．理解简单的质点运动微分方程，并求解。 

6．会运用动力学普通定理（包括动量定理、质心运动定理，对绕固定点的和对质心的动量矩定理、

动能定理）及相应的守恒定理，能正确选择和综合应用这些定理求解质点、质点系的动力学问题。 

7．理解惯性力及惯性力矩的计算。理解刚体平动、对称刚体作定轴转动和平面运动时惯性力系简化

的结果。掌握达朗贝尔原理的应用（动静法）。 

8．知道虚位移原理的运用方法。 

9．对能力培养的要求  

结合本课程的特点，使学生在下列各种能力上得到培养： 

（1）逻辑思维能力（包括推理、分析、判断等能力）。 

（2）抽象化能力（包括将简单实际问题抽象成为力学模型，进行适当的数学描述，应用力学理论求

解）。 

（3）自学能力、表达能力（包括用文字和图象）以及数字计算能力。 

六、课程内容 

绪论 

知道理论力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知道学习理论力学的任务及目的； 

知道理论力学发展简史。 

第一章 静力学公理和物体的受力分析 

知道静力学的研究对象； 

理解平衡、刚体和力的概念； 

理解等效力系和平衡力系的概念、静力学的公理； 

会分析各种常见约束的类型及简单的物体系统，运用取分离体的方法准确画出研究对象的受力图。 

第二章 平面力系 

理解力、力矩和力偶的概念及其性质； 

运用力对点之矩和合力矩定理计算平面内一力对任意一点的力矩； 

知道平面汇交力系的简化过程； 

会运用平面汇交力系的平衡条件、力的投影及合力投影定理； 

知道平面力偶系的简化、会运用平面力偶系的平衡条件； 

理解力的平移定理、平面任意力系向平面内一点的简化； 

会运用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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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平衡方程的不同形式及运用条件； 

知道静定与静不定问题的概念、会运用平衡方程求解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 

第三章 空间力系 

会分析空间力的投影、力对轴之矩与力偶矩的计算； 

知道空间汇交力系、空间力偶系与空间任意力系的简化过程； 

会运用空间汇交力系、空间力偶系与空间任意力系的平衡条件。 

第四章 摩擦 

理解摩擦的基本知识； 

知道摩擦锥、摩擦自锁和滚动摩阻的概念； 

会运用考虑摩擦时物体和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 

第五章 点的运动学 

理解点的运动和刚体的基本运动； 

会运用描述点运动的矢量法、直角坐标法和自然坐标法； 

理解点的运动轨迹； 

会运用有关方程求解点的速度和加速度问题。 

第六章  刚体的简单运动 

知道刚体平动的特征和结论； 

知道刚体绕定轴转动的特征； 

会运用定轴转动刚体的角速度、角加速度以及刚体内各点的速度和加速度的计算公式； 

知道角速度、角加速度及刚体内点的速度和加速度的矢量表示法。 

第七章 点的合成运动 

理解合成运动的基本概念，即运动合成与分解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会运用点的速度合成定理和牵连运动为平动时点的加速度合成定理； 

知道牵连运动为定轴转动时的加速度合成定理及其应用。 

第八章 刚体的平面运动 

理解刚体平面运动的特征、知道平面运动可分解为平动和转动； 

会运用基点法、瞬心法和速度投影法求解有关平面图形上各点的速度； 

理解平面图形上各点的加速度计算方法。 

第九章 质点动力学的基本方程 

    知道动力学的基本定律； 

会运用质点的运动微分方程； 

会运用动力学第一类问题（已知质点的运动方程求力）、理解动力学第二类问题（已知受力求运动）。 

第十章 动量定理 

理解动力学中动量、冲量的概念； 

会运用质点系动量定理、质心运动定理，及其相应的守恒定理。  

第十一章 动量矩定理 

会运用刚体的质心、转动惯量的计算公式； 

知道回转半径、惯性积和惯量主轴的概念、简单情况下刚体的惯量主轴； 

会运用动量矩定理进行计算； 

会运用质点系的动量矩定理、刚体定轴转动的微分方程及其相应的守恒定理； 

理解刚体平面运动的微分方程。 

第十二章 动能定理 

理解并掌握动力学中动能、功、势能等的计算； 

会运用质点系动能定理、机械能守恒定理； 

理解选择动力学普遍定理的综合运用求解质点、质点系的动力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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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达朗贝尔原理 

理解惯性力及惯性力矩的概念； 

会运用刚体平动、对称刚体作定轴转动和平面运动时惯性力系简化的结果； 

会运用质点系的达朗贝尔原理（动静法）求解动力学问题； 

知道转子对轴承的动压力的计算。 

第十四章 虚位移原理 

理解约束、广义坐标、自由度数、虚位移和理想约束的概念； 

会运用虚位移原理。 

七、评价方式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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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构成（1+X） （1） （X1、X2、X3……） 

 

 

评价方式 

 

 

全部内容考试 

（闭卷方式、120 分钟） 

X1:平时作业（12 次占 15%） 

X2：课堂提问及学习态度（占 5%） 

X3：测验一：静力学（占 10%） 

X4：测验二：运动学（占 10%） 

X5：小论文：解决物体系统平衡问

题的小论文（占 10%） 

1 与 X 两项所占比例% 50%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