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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程专业“岩土工程勘察”实践

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 ①

陈飞，邓衍义，何书，刘强
（江西理工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江西 赣州３４１０００）

摘　要：结合江西理工大学地质工程专业“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践教学改革，分析了本课程实践教学目前存在的
问题和原因，针对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指出了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性，阐述了本课程实践教学的核心内容。提出

以岩土工程勘察基本理论体系为基础，加强校内实习基地建设，加强课程实习过程管理，改革课程实践教学考核方式，使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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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由单一的专业型向复合型、创新型转

变［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

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和战略举措。”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这就要求人才培养要全面

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尤其是高等学校更要走在时代的前列。

各类工业民用建筑、铁路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离不开岩土

工程勘察［２］，岩土工程勘察是岩土工程最前列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岩土工程勘察”是我校地质工程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为适应人才

培养目标的转变和实现人才培养达成度，以往传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都需进行改革，特

别是要加大实践教学改革的力度［３］，我们在“岩土工程勘察”理论课程教学结束后，增设了“岩土工程勘

察”课程实习，目前，本科院校地质工程专业、岩土工程专业、勘察与技术等专业中开设专门的“岩土工

程勘察”实习的院校还很少。通过增设“岩土工程勘察”实习可增加学生对岩土工程勘察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基本方法的理解，可将繁杂的知识体系由点串成线，理清思路，将抽象的知识通过实习而形象

化，学以致用，改变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激发地质工程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的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４］［５］，可有力促进地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１　目前“岩土工程勘察”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１．１　课程群结构体系设置不清晰

“岩土工程勘察”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课程、涉及学科多，要求学生在学习数学、力学、地质等基础课

程后，掌握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岩体力学、土力学等专业基础知识，学会运用工程地质测绘、工程钻

探、物探、岩土测试等技术手段对岩土工程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所以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岩土工程

勘察也是地质工程专业本科生一个重要的就业方向，但在人才培养方案设置时，由于专业方向、学分、教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０５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ＪＸＪＧ－１５－７－１４）
作者简介：陈飞（１９６９－），男，湖南邵东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地质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第１期 陈飞，等：地质工程专业“岩土工程勘察”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

学条件等所限，大多数学校的地质工程专业都没有将“岩土工程勘察”这门课程设置合理的课程群，例

如，未充分考虑各门课程的先行后序关系，这样造成一部分理论内容在教学时由于没有准备知识使学生

感到抽象、难以理解；有的课程在同一学期同时开设，而任课老师没有集体备课，很多教学内容在不同的

课程中存在重叠现象。

１．２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实践教学是本科教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岩土工程勘察”的实践教学主要有室内实验、课

程设计、实习等方面，目前各校对“岩土工程勘察”实践教学设置的环节并不一致，有的开有课程设计，

有的将实习放在生产实习或毕业实习中，单独开设“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且有稳定的实习基地或实

习场地的学校较少，总体上实践教学环节较为薄弱。

“岩土工程勘察”实验室内实验大多做土工实验，这样就变成了土力学课程实验，勘察的物探、原位

测试实验若在室内开设，只能做下演示性实验，学生只是看看设备，对勘察设备的相关原理有所了解。

若室外实验又需要大型设备和场地，在几个实验课时内很难达到预定的效果。

课程设计以往在理论课程结束后进行，由于学生没有岩土工程勘察现场的实习经历，存在理论和实

践脱节的现象。有的学生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感到无从下手，对于老师提供的原始资料不知如何进行分

析、运用，有的难以独立完成一个完整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编制工作。

“岩土工程勘察”课程的实习以往放在生产实习或毕业实习中，从实习反馈情况来看，部分学生动

手能力差不能理论联系实际，缺乏工程思维习惯和创新精神，在工程现场有的同学只会按老师或现场技

术人员要求做的去做，对待问题不能举一反三去分析解决。

若生产实习完全依靠生产单位的岩土工程勘察项目，还会存在学生动手机会少、生产单位的勘察现

场接待能力有限、有时勘察项目工期和教学计划时间安排的不一致性的问题。

以上反映了学生在运用方面和实践的要求有一定差距，说明部分学生对岩土工程勘察的基本原理、

基本方法和基本概念的掌握和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在动手能力、创新能力上有所欠缺；没有学校自己的

实习基地，实习效果难以完全保证，因此，加大“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和创新，加强

自主实习基地的建设，对提高地质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有重要意义。

２　改革实践教学方式和内容
２．１　设置合理的“岩土工程勘察”课程群体系

对“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践教学的改革，首先要解决课程设置的问题，我们将该课程的理论教学

安排在第６学期，课程理论教学共４８个学时。
由于“岩土工程勘察”是专业性很强的综合性课程，理清课程群对提高教学质量非常重要。把和

“岩土工程勘察”直接相关的专业课程分成前导课程、辅助课程和后置课程，前导课程有“普通地质学”

“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基础”“土力学”“岩体力学”“基础工程学”，这些课程安排在第４学期和第
５学期。辅助课程有“工程钻探”“工程物探”“岩土工程测试技术”，这些课程和“岩土工程勘察”安排在
第６学期上，后置课程设有“基础工程施工技术”“地质灾害防治”“岩土锚固与支挡”“工程概算与预
算”等。在课程群中“工程钻探”“工程物探”“岩土工程测试技术”和“岩土工程勘察”存在部分重叠的

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各课程任课老师实行集体备课制度，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精简和优化，突出重

点、相互兼顾，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２．２　改革“岩土工程勘察”实践教学方式
将“岩土工程勘察”实习从生产实习中提出来，单独设置了２周的“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在校

内建设“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基地，设置了２周的课程设计。理论课程教学结束后在学期未进行
“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然后是课程设计，课程设计根据课程实习的成果写一份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将“岩土工程勘察”实习单独设置后，有了校内实习基地，可以改变受生产实习岩土工程勘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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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时间等的制约，提高实习效率，学生在连续２周内模拟岩土工程勘察的全过程进行实习并写出实
习报告，强化了“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效果。２周的“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后，紧接着进入２周
的课程设计阶段，课程设计要求以“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的内容为依据，编制一份完整的岩土工程

勘察报告，这样能使学生充分理论联系实际。课程实习重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设计

重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２．３　“岩土工程勘察”实习基地建设
“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基地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在校内一块紧邻章江的空地作为实习场地，将

此地划为６个地块，每个地块长１６米、宽８米。在场地东侧建有一办公用房，用于教师现场临时办公和
存放实习仪器设备。

为满足“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教学要求，购置了手持式钻机、静力触探仪、动力触探仪、十字板

剪切仪、平板载荷试验仪、波速测试等设备。根据场地土层钻探取样情况和勘察实习特点，自主研制了

一些实验设备如多功能地质锤、降雨诱发滑坡模拟实验系统、钻探取土样双壁钻具、洛阳铲、液面限位报

警器等。

２．４　改革“岩土工程勘察”实习教学内容
“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要尽量模拟工程勘察的全过程，又要在２周的时间内取得较好的效果，

对实习内容需精心安排和组织。

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内容可分为三个模块：第一模块为岩土工程勘察的技术方法，第二模块为建筑场

地评价与勘察，第三模块为各类建筑岩土工程勘察。第一个模块“岩土工程勘察的技术方法”是本课程

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只有将岩土工程勘察的技术方法的基本原理、方法、基本技术掌握好，才能做

好建筑场地的评价与勘察及各类建筑岩土工程的勘察工作，因此，实习内容重点放在岩土工程勘察技术

学习上，“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的能力目标及实习教学内容如表１。
表１　“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教学内容

实习项目 能力目标 实习内容与要求

工程地质测绘
掌握工程地质测绘的基本

方法

对勘探点进行测量定位；对场地周边环境和场地地形地貌、有无不良地

质现象等进行描述、记录；测出场地的地面高程变化。

勘探与取样

掌握钻探取样的基本工艺原

理和方法，掌握岩土体野外签

定和岩芯编录方法。

在不同的钻孔孔位用手持式钻机和洛阳铲进行钻孔并取样，记录钻进情

况；对岩土芯进行描述和编录，对地层进行初步分层；观测地下水水位情

况、对地下水进行分层。

岩土体测试

掌握测试设备的基本原理、测

试方法，学会分析整理测试

数据。

将采取的岩土样进行室内土工测试，获得岩土体的含水率、比重等物理

力学性能指标。现场原位测试有十字板剪切实验、静力触探实验、动力

触探实验、承压板载荷实验。

成果整理
掌握地基岩土工程问题分析

评价的内容、方法。

确定场地类别；确定地下水类型及对混凝土结构、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

腐蚀性；确定地基承载力及基础持力层；对工程建设可能遇到的问题提

出建议。

３　加强实践教学质量管理
通过“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岩土工程勘察和工程建设之间的关系，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并学以致用，提高了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协

作精神以及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３．１　加强实习过程管理
在实习过程中，加强实习过程管理，老师起指导、监督作用，提高学生实习的兴趣和学习的自主性，

在实习前一周，老师将实习指导书发给学生，学生根据实习指导书的要求做好技术准备和设备准备，技

术准备即找好相关的资料、规范等，设备准备是提前准备好实习所用的仪器设备，这些准备工作都由学

生自主完成，指导老师最后把关，确保实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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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改革实习考核体系
以往对实习成绩的评定主要以实习报告为主，但考评的成绩区分度并不大，不能完全评估每位同学

实习的效果。因此，建立合理的实习考核体系和考核标准，能客观反映学生实习过程的态度和能力水

平［６］。在“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的考查中，提高平时成绩的权重，实习报告占５０％分值，综合能力考
核占３０％，平时表现占２０％。实习报告重点考查报告内容是否详实、逻辑是否清晰、论据是否合理、图
表是否规范等。综合能力考核主要看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是否具备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是否有较强的动手能力等。平时表现成绩看学生考勤、遵守纪律情况、实习态度是否端正等方面。

４　结语
“岩土工程勘察”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强调勘察理论与工程实践的结合，该课程应用性强、涉及学科

多、知识量大。通过优化课程群设置，设置单独的“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建设校内实习基地，改革

实习教学内容和实习考核方式，通过近两年的“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实习改革，提高了实习效率，使学生

对岩土工程勘察课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增强了专业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专业素质，提升了学生运用

勘察理论分析工程问题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为地质工程专业高水平岩土工程勘察人才的培养取到

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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