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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

土力学教学改革 ①

雷鸣，匡希龙，谢海涛，彭旺虎
（长沙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系，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２２）

摘　要：为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应用型”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针对土力学学科特点，结合
土木行业人才实际需求，总结了课程建设及教学改革中的特色：教学内容、课时和要求充分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特

点；教学内容与学科前沿紧密联系，与行业充分接轨；教学手段和方法丰富多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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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求，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响应教育部号召，转变精英教育观念，使大众化教育

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主流，而应用型人才培养［１］是高教大众化的核心要求。１９２５年，Ｔｅｒｚａｇｈｉ［２］所著
《土力学和地基基础》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土力学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中国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

将其规定为土木工程本科专业必修的一门主干课。笔者从事土力学教学研究１０余年，坚信将学科特点
与教学改革相结合，对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有巨大帮助。

１　土力学学科特点
土力学教学内容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物理性质、渗流理论、应力计算、变形理论、强度理论、上述理

论在工程中的应用。

１．１　土的物理性质
土是漫长地质历史产物，由于成因类型不同，其性状复杂多变［３］。地基工程要求技术人员能进行

天然密度、含水率、土粒比重三个基本指标的测定，能推算孔隙比、饱和度等六个导出指标，能评判土的

物理状态，能命名土。因此，从物理学角度出发，使学生理解土的复杂性，定性和定量评价土的性质和状

态，将是教学的重中之重。

１．２　土的渗流理论
土中重力水会在孔隙中流动，称之土中渗流。水在土中流动产生渗透力，可能带来渗透变形，造成

工程事故。地基工程要求技术人员能通过渗透实验，判定土的渗透性，尽早提出措施预防渗透变形带来

的工程危害。因此，定量评价土的渗透性，理解渗透变形机理，掌握防治渗透变形措施，将是教学关键。

１．３　土的应力计算
这部分是为预测地基变形服务的。目前沉降计算是采用压缩试验所得的ｅ－ｐ曲线，导出计算公式

并加以经验系数校正的方法，这样的近似简化落后［４］。地基工程要求技术人员能计算土中应力，因此

该部分是本科阶段教学的重点。教学中加强对应力和地基变形机理的解释，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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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土的变形理论
这部分涉及土体因压缩而产生的竖直方向的位移。地基工程要求技术人员能预估地基受荷后的沉

降变形。教学重点应放于土的压缩实验操作步骤、实验成果的获取及分析、地基沉降计算方法之上。

１．５　土的强度理论
地基工程要求技术人员能进行地基土的强度测试，能评判土的强度。因此，本科教学中重点在于土

的强度试验步骤及强度指标的获取。目前工程界新的强度测试方法大量涌现，介绍几种新型测试技术

对开拓学生眼界大有裨益。

１．６　上述基本理论在工程中的应用
地基工程要求技术人员能够计算各种支挡结构背面的土压力，因此，教学当首重应用土压力理论进

行计算。地基工程要求技术人员能判定土坡的稳定与否，因此，教学当首重应用所学判定方法进行土坡

稳定判定。地基工程要求技术人员能应用强度指标计算地基承载力，能现场测试地基承载力，因此，地

基承载力理论计算法、地基承载力实验方法是教学当中的重点。上述三个方面均为１．１～１．５节中诸多
内容在工程中的应用，厘清这些先后顺序、衔接关系、主次关系在本科教学中非常重要。

２　土力学课程教学改革和建设实施情况
长沙学院土力学课程有主讲教师５人，毕业于省内外知名高校。其中博士２人，硕士３人；教授１

人，副教授４人。５人均主持有省级以上有关土力学学科课题。课程在２０１４年被学校评为优秀课程。
现今相关教师仍不断对学校网站的土力学课程展示平台和互动平台进行完善。

在绪论教学中，首重经典力学与土力学的区别。学生有可能完全照搬已学经典力学的研究方法。

但土力学与经典力学有差别，经典力学有严密的理论体系［５］，而土力学不仅有较严密的理论体系且更

注重工程实验，很多理论来源于大量实验数据。这就决定了在教学中必须引导学生掌握该门课程正确

的学习概念。

２．１　土的物理性质教学
这一章内容较零散，重点、难点在于三相指标计算、土的物理状态指标及土的压实原理。教师在教

学中运用精美图片详细讲解土的三相组成及三相比例指标内涵，在黑板上运用三相图手动推导指标公

式。通过例举泥路状态随天气变化而变化现象，阐述粘性土物理状态及分类；通过例举松散和密实砂土

强度特点，讲解无粘性土物理状态及分类。进而引出土的物理状态指标，阐述实验及计算方法。通过引

入压实度的概念，引导学生思考土的压实原理并详细讲解击实试验及成果，让学生有控制路基压实质量

的身临其境之感。教师在教学中使学生真实享受到了“生活＋概念，实践＋理论”的双重快乐。
２．２　土的渗流理论教学

这一章较独立，在渗透变形的教学中将用到前面章节的三相比例指标。为提高学生兴趣，教师引入

工程中深基坑渗流实例。采用精美图片介绍达西试验及定律，阐述渗透系数内涵。着重讲解工程中的

渗透变形，分析渗透变形机理，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防治渗流造成的工程危害。教师在教学中与学生热烈

互动，重在引导。

２．３　土的应力计算
此章是后续变形计算的基础，比较枯燥。为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教师在教学中用到了不少因地基变

形造成的工程病害图，点出了此章内容对预估地基变形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重点、难点集中

在自重应力计算、基底压力计算及附加应力计算方法上。要求学生通过习题掌握基底压力重分布计算、

“角点法”计算附加应力等难点，所有教学行为围绕工程实际设计展开，充分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２．４　土的变形理论
此章重点、难点在于地基沉降计算方法、太沙基有效应力原理及一维固结理论。教师在教学中通过

图片及手动推导，阐述土的压缩试验及指标内涵；详细介绍分层总和法和规范法；详细介绍太沙基固结

模型，引出固结概念及有效应力原理，进而建立太沙基一维固结微分方程，给出特解。此章理论性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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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应用，为使学生走上设计或者施工岗位后能迅速运用所学知识预估地基沉降变形，通过习题帮助学

生掌握地基最终沉降计算方法，掌握固结理论的工程应用［６］。

２．５　土的强度理论
此章理论上需要掌握库伦定律，实验上需要掌握直剪及三轴试验。教师在整个教学中以剪切强度

线这条直线为纲，围绕这条线展开试验介绍，化繁为简，使学生更易接收。为使教学与实际工程施工无

缝接轨，在教学中介绍工程现场常用的十字板剪切试验及旁压试验，开阔学生思维。

２．６　上述基本理论在工程中的应用
这几章的教学，重点、难点放在朗肯及库伦土压力计算方法及应用、瑞典条分法原理步骤及应用、地

基承载力测定及应用三个方面。相对前几章，这几章的教学与工程实践联系得更为紧密，教师在教学中

引用了大量工程实例图片，让学生过了一把工程师的瘾，为后续基础工程课程的教学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为实现“应用型”特点，长沙学院土木建筑工程系在教学计划中将土力学课程设置为４０学时，其中
３０学时为理论教学学时，１０学时为实验教学学时。在实验教学中，必做实验有土的物理性质实验，粘性
土的液、塑限实验，固结实验，直接剪切实验，开放性实验项目有击实实验、筛分实验等。实验中，由实验

教师和理论教师联合指导。此外，教师将与土力学有关的课题内容引入开放式实验教学中，针对学有余

力的学生展开创新性实验研究，指导学生参与省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项目，效果优良。不少学生升入名

校深造，这些教学为他们硕士阶段的学习奠定了基石。

土力学课程考核成绩由理论、实验和平时成绩三部分组成，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７０％，实验成
绩占２０％，平时成绩占１０％。建立了土力学试题库，要求教师出题力求贴近工程实际，充分体现了“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

３　结语
长沙学院响应教育部号召，贯彻培养“应用型”人才精神，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土木

建筑工程系土力学教研组教师在土力学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创新性教学及课程考核等方面进行了相应

的改革工作，主要体现在：１）调整土木工程专业培养方案，修订土木工程专业教学计划，改革土力学课
程教学大纲、实验大纲和考试大纲，使教学课时、要求和内容充分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与土木

行业实情契合。２）要求教师掌握土力学学科特点，了解学科前沿，使土力学各章教学与学科前沿紧密
联系，与行业充分接轨。３）在理论教学过程中，把传统与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有效地结合起来，以多媒体
教学为主、传统教学为辅；充分发挥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实验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的特点。４）重视实
验教学，发挥基础性实验的应用性、创新性实验的研究性。５）改革考核手段，使试题与工程设计和施工
相连，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６）开发网络教学平台，加强教师与学生在课后的联系，在交流互动中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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