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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验教学是工程地质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为探索工程地质实验教学更加有效的方
法，以本校实验教学为例，在分析目前实验教学方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提出四个方面的教学探讨，即

室内室外相结合、建立地质灾害模拟实验室、建立开放性实验室和注重实验过程考核方式。并提出要在有限的课时内，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以培养具有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世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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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质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验教学是其重要的教学组成部分，强调学生的实际动手

能力和对实物的应用分析。由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开设的地质类课程较少，要在有限的课时内，既能

使学生认识常见的矿物、岩石、古生物化石等，又能在此基础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真正做到学以致

用，存在较大的难度。

实验教学作为工程地质学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重要环节，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目

前，由于课时量的压缩，实验教学内容有所简化，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为了培养应用型人才，必须加大对

实验教学的重视力度。相关学者曾针对工程地质实验教学方法提出了一些思考。如陈曦等对地质实验

教学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法［１］；唐良琴对工程地质实验教学改革提出了几点思考［２］；陈永贵等在探讨工

程地质实践教学改革中，提出要加强室内实验教学环节，使其成为课堂理论教学及野外实践教学的有利

支撑［３］；也有学者在探讨工程地质实践教学方法改革的内容中提到了部分实验教学改革的方法。不同

学校在各自课程设置中对实验教学的安排有所不同，本文以本校土木工程专业工程地质实验教学为例，

在分析目前实验教学资源与方法的基础上，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探讨更加有效的实验教学方法，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为做新世纪的创新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１　现有实验教学资源
第一，实验标本。工程地质实验室现有的工程地质实验用标本主要有主要造岩矿物标本、常见三大

类岩石标本和各类地质模型标本。主要造岩矿物标本包括石英、方解石、正长石、斜长石、角闪石、辉石

等矿物标本。常见三大类岩石标本包括石英砂岩、页岩、泥岩、鲕状石灰岩、白云岩等沉积岩标本；流纹

岩、安山岩、辉长岩、花岗岩、玄武岩等岩浆岩标本；片麻岩、大理岩、千枚岩、蛇纹岩等变质岩标本。各类

地质模型标本包括褶皱、断层、岩浆喷发、地球内部圈层结构等模型。

第二，实验器材。现有工程地质实验室主要仪器设备包括三联高压固结仪、膨胀仪、液限、塑限联合

测定仪、应变控制式直剪仪、孔隙压力仪等仪器；可进行的实验项目包括土的颗粒分析实验、含水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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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直接剪切实验、膨胀实验、土的密度、土的液限、塑限测定实验等。

２　实验教学现状分析
本校工程地质实验教学资源较为丰富，应充分合理地应用，各项实验应合理安排实验时间。对于土

木工程专业而言，由于课时量的压缩，需要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各项实验是有挑战性的，既要保证完成

各项内容，又要尽可能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激发对工程地质课程的学习热情。以三大类岩石的认识与

鉴定为例，分析现有实验教学概况。

实验室的岩石标本总计约１５０多种，学生分组进行实验，每组安排６～８人。指导教师首先讲解实
验的方法和步骤，以及实验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然后选取部分实验标本做示范，并要求学生做好笔记，

最后提出本次实验的要求，实验当堂完成。讲解完，学生即可进行分组实验。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提

问，或讲解，或示范。总体来看，即使有的教师也做一些启发式的教学安排，但学生的主动探索意愿不

强，导致教学效果一般，往往只有少数学生和教师互动。实际上，室内实践具有外扰性小、学生集中的特

点，指导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一特点，提高学生的探索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３　实验教学方法探讨
实验教学作为课程的重要环节，如何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对专业知识的有效掌握是一个

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笔者结合近年来本校区实验教学的现状以及教学经验，从四个方面探讨工程地

质实验教学方法。

第一，室内室外相结合。以室内三大类岩石的认识与鉴定为例，传统的教学步骤为：首先教师讲解

部分岩石标本，然后学生进行实验，最后总结写实验报告。室内实验标本是统一采购的，既标准又齐全，

但同时也让人记不住这么多的标本。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可适当安排课时量与野外实际看

到的岩石进行对比观察。比如可以拿着实验室辉绿玢岩的标本到红门附近与由辉绿玢岩组成的岩体进

行对比观察；可拿着实验室闪长岩标本和普照寺的闪长岩岩体进行对比观察。学生看到了实际岩石的

样子，既加深了对岩石认识的印象，又提高了学习的热情，同时提高了岩石鉴定实践应用能力。由于在

一个地方岩石种类较少，因此，要合理规划实习地点和实习时间，尽可能多地将室内和室外结合起来。

第二，建立地质灾害模拟实验室。像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课程内容讲解一般以文字叙

述和实例讲解为主，学生印象不深。而且，外出实习时一般看到的已是结果，看不到过程。有些教师辅

以视频讲解，这一点非常好。然而，为了给学生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建议可建立地质灾害模拟实验室。

在实验室里，一是视频演示，各种实例演示，或者已做好的各种模拟视频演示均可；二是实材演示，相对

难度较大，可采用各类岩块、沙子以及土类等，模拟泥石流、崩塌等的发生，甚至在设计可让学生也参与

操作，则实验效果更好，印象更加深刻，不仅能激发学生探究其发生的机理，还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第三，建立开放性实验室。课内实验由于受课时量的限制，不能满足优秀学生的探索需求。这部分

学生具有较强的自主探索能力，有较强的专业学习兴趣，作为学科设置的配套，实验室应该给他们提供

自主发挥的空间，更加有效地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因此，建议建立开放性实验室。学生可找教师参与

指导，也可自行设计实验项目。比如，要研究某地区土的膨胀性，就需做膨胀实验。有些膨胀实验所需

时间较长，这种探索既能锻炼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又能促其认识到实验中时间安排的合理性和重要

性。同时，在实验过程中，指导教师可做必要的学术引导，初步培养学生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激发学术

探索的热情。

第四，注重实验过程考核方式。现有的实验考核方式一般都是以实验报告为主。由于是分组实验，

每组中的报告差别不大，但在每组中总是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做实验，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因此，指

导教师需要注重实验过程的考核。对那些表现优秀的学生加以鼓励，并做好记录，同时对不认真的学生

加以督促，从而促进全班学生的共同进步。注重实验过程的考核方式可有效避免仅靠实验报告作为考

核方式的单一性，让所有学生都积极参与其中，以培养良好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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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其他。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指导教师还应对本部门的新进仪器设备快速熟

悉，让它尽早地在教学中发挥作用。例如，本部门为提升教学效果新进了一批实验设备，包括 ＹＴＺ１矿
用本安型地震仪、ＹＣＳ１６０矿用本安型瞬变电磁仪等。指导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些有利资源，让学生实际
操作这些仪器，提升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例如，在使用瞬变电磁仪时，学生发现线圈较硬、装线圈的纸

箱较软、不易存放，就从线圈的材质以及包装盒的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多种改进方案。这既锻炼了学生的

思维方式，又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创新能力，提高了对专业知识获取的积极性。

４　结语
工程地质实验教学作为本课程教学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教师应该坚持探索更加有效

的教学方法，要在有限的课时内尽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本文在分析实验教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

从四个方面来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达成新世纪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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