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课程建设介绍（中期） 

课程名称：非线性动力学数值仿真     课程代码：0200020     选课人数：36         

开课学院：机电学院                 授课教师：门建兵 王树有 蒋建伟      

育人要点 成效（或计划）简介 

教师风范 

课程负责人：门建兵，男，1973年出生。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兼任战斗部与毁伤技术专业委员会编委,含能材料学报编委等职务。

长期从事先进战斗部与高效毁伤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非线性数值仿真及聚

能破甲弹药设计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主持及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包括型号研

制、预先研究计划、国防 973 专题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20 余项。获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4项；今年又有一项科技创新成果

通过了部级三等奖初评。获授权发明专利 10 余项。以第一作者主编工信部十二

五重点规划教材 1 部，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其中 SCI/EI检索 10余篇。 

课程教学团队的蒋建伟教授多次获得国家级和部级奖项，教学经验丰富，负

责课程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王树有副教授也多次获得部级奖项，具有丰

富的实践教学经验，负责课程的实践教学规划和实施。 

价值塑造 

本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生专业核心课程，适合于兵器科学

与技术，安全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课程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掌握非线性动

力学数值仿真的基本原理及方法，并能熟练应用大型仿真工具开展爆炸冲击等

非线性问题数值模拟，从而为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和科学研究提供一种实用的应

用工具，同时为其走向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课程设计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提升学生对该课程学习重要性及学习动机的认

识。现在有些学生学习课程也具有功利性，个人主观认为不重要的课程就抱着

敷衍的态度得过且过，失去了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的动机，不可能获得好的学

习效果。这一点在课堂教学和期末考试都有所体现，个别学生平时学习满足于

一知半解，考试试卷及格就行。教育者的责任不应只进行知识的传递，还应包

括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因此在下一步在课程教学中，结合非线性仿真应用的

国防工业设计领域，加入对国际形势和战争态势分析和课程重要性分析，增强

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发他们的爱国斗志和用好非线性仿真工具进行武器设计为

国防奉献的动力。实践环节设计实例更加贴近实战应用层面，自然提升课程的

应用价值，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数值仿真工具在解决科学和工程问题中的重要

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动力。 

 

知识教育 

根据学校 2019年教学大纲的修订要求，该课程学时数计划由 48学时调减

为 32学时，因此课堂教学内容和实践学时都必须进行大幅度削减。经授课团队

集体研究决定，为保证课程的实践教学效果，课程中实践学时由 18学时减为

12学时，实践课时相对总课时的实际占比反而增加。 

在教学内容设置方面，由原来的“大水漫灌”说教式普世教育（大而全），

转变为以科教融合为指导思想的前沿科学启发式教育（小而精）。具体来说，这

种融合就是将非线性动力学数值仿真在兵器科学技术领域应用的最新研究内

容、研究过程、研究成果与教学主体、内容以及过程之间相互融合，时刻跟踪



科技前沿信息，及时融入教学内容。如前两年已将国防 973某专项数值模拟技

术中“网格单元尺寸对聚能侵彻体成形及毁伤威力仿真敏感性”研究成果引入

前处理建模教学内容；今年将 LS-DYNA 中最新的 FEM-SPH耦合算法技术引入数

值算法教学章节。下一步计划重点进行实践教学内容优化设计，在进行侵彻、

爆破、聚能等冲击问题数值模拟时，具体实践实例拟选用现有装备进行适当模

型简化，贴近真实的弹药结构设计和威力计算，实现真正产学融合，在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提升实战能力。 

 

实践能力

（创新性、

批判性、 

颠覆性 

思维培养） 

课程教育是理工科院校学生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建立专业思维最常用、最

主要的方式。为适应国家新一轮科技创新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挑战，理工类课

程肩负着培养造就多样化、创新型卓越工程科技人才的历史使命。因此围绕此

目标和任务，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对《非线性动力学数值仿真》课程教学

内容和过程进行改进。 

（1）课堂教学形式改进 

在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中，应该注意培养研究生主动学习的能力，运用知识独

立分析思考学术问题的能力，以及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批判性的科

学精神；培养其独立思考及团队协作的素质。现存课程课堂教学部分仍以讲授式

教学为主，注重现成理论的灌输，忽视以“问题”为线索的师生互动式教学，启

发学生独立思考与分析的能力。教学形式改进将增加采用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

学、参与式教学环节，鼓励研究生多查资料、增强课程学习的研究性、自主性, 

逐步发展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针对重要知识点增加课堂问答，分组讨论

形式的教学环节。对于重要公式或流程图可以采用同学到黑板推导过程或绘制，

然后台下同学点评的方式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对重要知识

点的理解。 

同时充分利用发达的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精心制作精美的PPT课件和仿真

动画视频，可以显著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习兴趣和课堂效率，弥补专业

课学时不足的问题，而且可以改善授课效果。 

（2）课堂教学内容改进 

课堂教学内容改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课堂授课对象即选课学生基础不同，跨度较大。既包括学位硕士，也

包括专业硕士生和单独考试生等各个层次的研究生，学生的理论基础、自学能

力、学习期望等方面都相距甚大。如何调整课程内容充分利用课堂时间满足不

同层次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讲述深入浅出，引导学生投身专业课程的学习与实

践，因类施教，保证都能听懂学通成为课堂教学内容改进的重点。 

二是不断充实完善教学内容，将非线性数值仿真领域的最新进展充实到教

学内容中, 以满足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需要。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教材教学思想

和教学内容, 以及本学科涉及的最新科研成果和最新发展趋势, 不断更新教学

内容，提高教学水平。 

（3）实践教学的改进 

将对实践教学的案例进行优化改进，按照从简到繁的进度进行实践环节设

计，注重选题实例的综合性和产学融合，选题更接近工程实际、以解决实际问

题为目标、以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练习建模时，引入庖丁

解牛的比喻，将高质量的模型构建比作一门艺术，让学生体验辛苦完成建模的

获得感和成就感。同时进一步完善实践环节的教学流程，编制实践教学指导手

册。 



（4）课下教学形式的改进 

由于该课程属于应用实践类课程，因此课下的自学和针对具体工程问题进

行仿真实践就非常重要。拟通过一些现代化的通讯手段进行课下辅助学习。一

是建立课程微信群，及时公布课前授课提纲，课下安排助教对课程相关知识点

及时答疑；二是建立非线性仿真专题网站，专门安排助教担任分论坛版主，同

学注册后可以对同学课下或参与科研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技术沟通讨论，通

过讨论集思广益，互相学习，共同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和掌握。（网站已完成脚本

编写，计划月底上线）。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方式更加注重能力考核，增加课堂互动环节考核，同时将考核分值

比例向实践环节倾斜。 

本课程成绩实行百分制综合考核，去年的成绩评定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平时

成绩（20%）+ 实践环节（20%）+ 考试（6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出勤率、课堂

表现和平时作业，实践环节主要包括实践课堂进行的教学案例仿真，期末考试为

闭卷考试。本学年计划将考核分值比例调整为平时成绩（20%）+ 实践环节（30%）

+ 考试（50%）。 

 

预算执行 已经执行经费金额：2万元。 执行比例：30%。（数据截止日期：6月 30日）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方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