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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力学教学过程中，强调概念教学，就是要帮助学生建立宏观认识，建立土力学的知识框架体系，加强知识
点之间的联系和渗透，通过联系工程实际加深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理解深度，培养学生运用概念来分析和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基于概念教学的理念，结合土力学课程的特点，提出在课程教学中概念教学的具体实施方式：要求学生记忆土

体常见参数的数值；标语化教学；教学过程与工程案例密切结合。案例分析考核结果显示，该教学方法是有效的，学生不

仅掌握了概念的内涵，而且能够运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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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类在认识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

知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概念教学在世界范围已成为教育学和心理学

研究的一个十分繁荣的领域。该理念旨在强调知识的基本结构体系，突出基本概念的教学，加强知识间

的内在联系［１］。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心理学界，概念教学很早就已成为比较稳定、相对独立的专门研究领

域。其中尤以认知心理学家布鲁纳、奥苏贝尔和加涅等人对概念学习过程的开创性研究使人们对概念

学习的认识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２］。近年来，国内教育心理学界对于上述研究做了大量的介绍和引

进，成就卓著。这些介绍和引进为国内一些学科教学中的概念教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３］。概

念教学理念从教育心理学引入到学科教育中后，引发了广泛的研究。在各学科领域有关课程与教学研

究的学术论文中，关于概念教学的专门探讨也比较活跃，涉及到教学的各个方面，例如概念教学的原则、

概念教学的方法、概念教学的模式等等。但是综上所述，我国对于概念教学系统的理论研究主要还是集

中在师范类院校，而且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等［４］。

在土木类高等教育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中，同济大学朱慈勉教授提出了结构力学可以分为概念结构

力学和计算结构力学两部分，且其编写的《结构力学》教程，着重于强调结构力学中的概念教学［５］。这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教学创举。与结构力学相比较，土力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决定其更加适应概念教学

的教学理念。本文简述了土力学中概念教学的重要性，以及笔者在土力学教学中概念教学的一些具体

实施方法，并且对概念教学的效果进行了评价，以期为土力学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思路。

１　土力学中概念教学的重要性
在土力学课程学习中，对概念性知识的认识和理解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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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土力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土体，土体是一种特殊的材料，这种非连续的材料与我们固体力学里

面所涉及的材料有着本质的差别。然而，土力学的很多知识点都是源于固体力学，甚至有些概念性知识

有着相同（相近）的表达。因此，弄清这些概念与固体力学中同一（相似）概念的本质区别，才能更好地

学习土力学。

其二，土力学中许多计算理论都是在各种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其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因此，只有

理解了这些理论的本质才能选择合适的理论进行分析。而且因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理论计

算的结果并不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时就更需要运用概念知识进行宏观分析和把握。

其三，土力学的试验方法多种多样，而且受到土样质量和试验条件的限制，得出的各种参数往往不

尽如人意，甚至有些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因此，理解土体参数的基本概念，对各类土体各参数的大致

取值范围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辨识试验参数的对错，有利于选择更合适的参数。

其四，与土力学相关的计算往往是非常繁琐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各种商业计算软件应运而

生，省时省事，完全可以解放人力。但是由此也催生出新的问题：往往有一些非专业或专业性不强的人

员，也能通过软件进行计算，得出一些结论来。一旦以此结论作为设计施工的指导意见，则很有可能出

现工程事故。因此可以说，商业软件的诞生并未削弱土力学的地位，反而是更加凸显了该门课程的地

位，特别是凸显了基本概念的重要性。因为在使用商业软件计算时，只有正确地选择计算模型和计算参

数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果，而且只有掌握了概念性的知识，才能从宏观上进行把控，对软件计算的结果

进行评估。

其五，从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积极性方面来看，该课程一般是安排在大三上学期进行教学。大三的

学生已经学完了三大力学，这三大力学是土木类工科学生公认的最难，最容易挂科的课程。所以有相当

一部分学生进入大三，看到土力学课本里面密密麻麻的计算公式，就产生了畏难情绪，学习积极性差。

土力学教学过程中，强调概念教学，就是要帮助学生建立宏观认识，建立土力学的知识框架体系，加强知

识点之间的联系和渗透，通过联系工程实际加深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理解深度，培养学生运用概念来

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只要做到了这些，即使是三大力学基础较差的学生，在该课程学习中也会有

所收获，在其日后的工作中，碰到土力学相关问题，也能找准解决问题的方向。

其六，近年来，不少重大的工程事故，归根结底都是源于对土力学概念认识不清造成的。如２００９年
上海的“楼倒倒”事件。正是因为没有认清土体侧压力这一基本概念，在开挖基坑附近随意堆土造

成的。

综上所述，土力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决定其非常适应概念教学的教学理念。在该课程的学习中强调

概念教学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加强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２　土力学中概念教学的具体实施方式
其一，要求学生记忆土体常见参数的数值。一个从不买菜的人去买菜，对菜价是没有概念的，不知

道自己买的菜是便宜还是贵。同样，土力学是地质工程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他们在学习土力学之前未进

行过其他相关的学习和实践。尽管土体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但是对于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质，他们却是陌

生的。孔隙比１．２是高还是低？渗透率１１０－１ｃｍ／ｍｉｎ是大还是小？他们对这些数值全无概念。因
此，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去有意识地记忆这些常见参数的大致区间，不仅能够加强他们对这些参数

基本概念的理解，更能使他们对土体的性质有明确的认识，看到土体的参数，就能大致判别土体的物理

力学性质差异。这种具体实施方式体现了概念记忆、概念分析的内涵。

其二，标语化教学。标语，顾名思义，文字简练、意义鲜明。笔者认为，标语简单易记，而且内涵丰

富，其表达的不仅仅是字面意思。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出一些创意性的标语，并对标语进行详细解释，

是一种很好的概念教学与灌输。例如，笔者在砂土液化教学过程中，并未让学生死记硬背砂土液化的概

念。而是提出一个标语———“饱和松散粉细砂易液化！”基于这个标语，详细解释了饱和松散粉细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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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过程，着重强调“饱和”“松散”“粉细砂”三个词，并提出为什么“非饱和”“密实”的“粘土”或“粗

砂”不易液化。这个教学过程中，学生记住这句简单的话，不仅能理解砂土液化的概念，并且知道了砂

土液化的对象，同时再一次理解了“剪缩”“渗透性”以及“有效应力原理”等基本概念。这种具体实施

方式体现了概念组合、概念对比的内涵。

其三，教学过程与工程案例密切结合。在教学中，笔者收集了大量相关的工程案例，在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的讲解过程中，插入工程案例进行分析。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能加深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

认识，更能领会该概念和原理应该如何在实践中进行应用。土力学期末考试中，笔者曾出题让学生计算

墙后的主动土压力，结果有学生使用墙前的埋深与地层条件计算了主动土压力。计算公式和计算程序

完全没有问题，说明该生已经掌握了主动土压力的计算方法。表面上看，是学生未看清墙前墙后，实质

上是学生对于主动土压力和被动土压力的概念没有深入理解。因此，在以后的土压力教学过程中，笔者

从不单纯讲怎么计算各类土压力，而是代入到工程实际案例中，先详细讲解主动土压力和被动土压力的

形成过程，然后再对工程案例中的土压力进行计算。学生在一个实际的案例环境中，更容易把主动土压

力概念和主动土压力的计算方法结合起来学习，而不是把两者割离，实际上更容易加深理解。这种具体

实施方式体现了概念分析、概念组合、概念应用的内涵。

３　土力学概念教学考核与效果分析
笔者受朱慈勉教授结构力学教学方法的启发，在土力学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尝试进行概念教学至

今两年时间了。两年以来，在学生的课程考核中，笔者不仅要进行常规的期末考试，并且会专门进行工

程案例分析考核。一般是选取一些失败的案例，提供纷繁芜杂的背景条件，考核学生能不能抓住案例失

败的本质原因。大多数学生能从土力学的角度出发，找到核心问题。说明该教学方法是有效的，也为学

生后续地基基础、基坑工程以及边坡工程的学习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对学生更好地适应以后的工作也是

有利的。

４　结语
１）土力学是一门源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的课程。地基基础、基坑工程、边坡工程等的设计与施

工，无一不跟土力学关系密切。工程设计和施工中很多事故就源于土力学概念不明确。因此，概念教学

法在土力学中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土力学教学过程中，强调概念教学，就是要帮助学生建立宏观认

识，建立土力学的知识框架体系，加强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和渗透，通过联系工程实际加深基本概念和基

本理论的理解深度，培养学生运用概念来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２）基于概念教学的理念，结合土力学课程的特点，提出在课程教学中概念教学的一些具体实施方
式：要求学生记忆土体常见参数的数值；教学过程与工程案例密切结合；标语化教学等。

３）选取一些失败的案例，提供纷繁芜杂的背景条件，考核学生能不能抓住案例失败的本质原因。
大多数学生能从土力学的角度出发，找到核心问题。说明该教学方法是有效的，学生不仅掌握了概念的

内涵，而且能够自如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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