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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土力学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土的性质、土的力学特性以及土工构筑物的力学响应等有较

为深入的了解。但是,目前常规的教学方法虽然方便传授知识,但是明显缺少互动,存在一些不足。针对

这些问题,本文结合课程内容、教学形式以及课程设计三方面提出改进方式,为切实提升课堂质量,提高

学生能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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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advanced soil mechanics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oil 

properties,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oil and mechanical responses of soil structures. However, although the 

current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re convenient for imparting knowledge, there is an obvious lack of 

interaction and some shortcoming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improvement methods in 

combination with curriculum content, teaching form and curriculum design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classroom quality and students'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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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的研究生需要有更为扎实的基础学科素养,

能够对学科有更深刻的认识。传统教育方式僵化刻板,仅用单一

手段传授知识,拘泥于实体课堂。这种教课方式在时代发展的今

天越发难以立足,新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被越来越多的老

师和学生所呼吁。因此,实施课程教学改革,重构课程体系；拓

展课堂内涵与形式,丰富教学手段,充实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自

主性；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全面提升教学质量,是改变传统课程

教学效果差的当务之急[1]。 

通过对高等土力学课程进行分析,发现存在以下三个方面

的弊端： 

(1)课程内容重点不突出。过于重视前几章张量与洛德角的

计算,过于注重偏应力计算等内容,忽略了土力学最应该进行的

实验实践。 

(2)教学形式过于呆板。现阶段仍然是老师对着PPT讲课而学

生在下面做笔记的教学方式,缺少课堂互动,缺少新媒体形式。 

(3)课程设计单一。忽略教学的工程背景,教学评价通常唯

期末考试而论,没有注重平时教学动态反馈。无法为学生提供多

方面的发展渠道,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 基于持续改进的新时代高等土力学教学改革措施 

1.1课程内容改革 

高等土力学虽然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但同时是一门

自然科学课程,其理论是对岩土所发生的自然现象的解释。所以

课程中所学的大多数理论都可以在室内单元试验、室内模型试

验、现场原位试验的现象中得到反映[2]。在学习高等土力学的

过程中,除了大量的理论学习,应该同样重视实验学习。学校可

以酌情引进合适的仿真软件,在课堂上演示土的各种物理性质；

同样也可以安排各种土力学实验,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课程内容的设置应结合课程目标,让学生深刻认识土的基

本力学特性,熟练掌握土的渗流、强度和变形等基本计算理论,

初步具备土的本构关系及土工数值计算等理论基础,了解土体

稳定分析理论,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的土力学及岩土工程理论知

识体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创新发现和熟练运用基本理论解

决各类复杂岩土工程问题的能力。针对岩土工程领域中不断涌

现出来的新问题、新理论、新方法,不仅要能够学习和领会,而

且应能运用土力学学科研究的基本理论、途径和方法,结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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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理念和模式,对新课题开展科学研究和获得创新型成果。

因此,教学内容不能知识本科课程《土力学》的简单延伸,也不

能是相关扩展课程《弹性力学》的老生常谈,《高等土力学》的

课程内容应是本科课程深化与提升,加强学生科学素养以及课

程乃至学科关系的把握能力。对于《高等土力学》应对每章节

的重点和难点详细介绍并结合实际分析。 

对于土的基本力学性质,应重点讲授土的非线性、剪胀性与

剪缩性、硬化和软化、各向异性、土的结构性等。土的渗透性

和渗流方面应在《土力学》的基础上,重点讲授包含二维渗流、

流网及其应用等。土体应力分析方面,应详细介绍应力状态、应

力水平、应力历史、应力路径等相关概念,重点讲述有效应力原

理、孔压估算等。为后续土的压缩性和固结理论及沉降计算方

面奠定基础,更加理解一维、二维和三维固结理论和地基沉降计

算方法的相关性以及差异,通过对比分析使学生加深理解。接着

结合应力分析以及固结理论,提出土本构关系的概念,讲述应力

-应变特性与本构间的关系,并介绍邓肯-张模型、剑桥模型等常

用的非线性模型以及弹塑性模型等。结合本构模型,分析强度理

论的实际应用方式,引申到土的抗剪强度机理和影响因素,常见

无黏性土和黏性土的抗剪强度以及土的经典强度理论和近代强

度理论等。结合前述土的特性以及理论模型的讲述,扩展至工程

尺度,让学生理解数值分析与实际工程的关系,辩证了解数值的

作用,学会应用渗流、应力应变和固结的有限单元法,理解水土

耦合控制方程及其离散和求,熟知土体稳定的极限平衡和极限

分析法岩土体稳定性分析理论。并拓展介绍土力学发展进程及

研究热点,比如非饱和土力学、环境土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在

岩土力学中应用等。 

通过对课程内容的重新设计与串联,让学生重点理解土的

基本力学特性、渗流、强度和变形理论等,以及阐释反映岩土本

质规律的力学理论与应用。突破苦涩的基本概念,结合实验实践

理解土的本构关系、强度理论、数值分析方法,掌握高等土力学

原理在工程应用中的应用条件和方法。 

1.2教学形式改革 

21世纪是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当今世界一切都在信息

化,教学方式也需要跟现代化接轨。这种情况下对教学形式的改

革是所有老师和学生的迫切需求。教学形式的改革应在两个方

面开展：一是需要更加有效率的课堂互动,二是需要让高等土力

学和互联网接轨。 

教学形式应该从原来的单一灌输发生变化。单一灌输的情

况下,教学模式为把教学作为前提,先教后学,这样一来学生只

能机械的理解学习内容,主动学习的情绪不高。为了改变这一情

况,新的教学形式应该把互动式教学理念融入教学当中。互动式

教学理念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符合课程改革新的发展趋势,也

能充分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效率；互动式教学以提问引入为切入

点,巧妙地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后续伴有定期的跟踪联系,

牢牢地稳固课堂成果。互动式教学相较于传统教学方式,有以下

几个优势：减少学生焦虑情绪,让学生们更加精神饱满地参与到

学习生活中来；引领学生不仅学习知识,让他们更进一步思考相

关问题,理解更为透彻；老师也从单纯的教导者变为引导者等。 

“高等教育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

出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三个核心概念之一,20世纪90年代,随着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全球化开始进入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

国际化问题开始由双边向多边不断突破,高等教育全球化议题

浮出水面。高等教育全球化是指在整体全球化转换的背景下,

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打破传统封闭发展模式系统,向相互衔接、相

互建构的一体化方向转型。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意

识被激活,本土文化身份凸显,围绕知识生产的同时向两个方向

延伸：一是现代性—时间向度,以应用性转向为表征；二是全球

性—空间向度,以分散化、网络化为标志[3][4]。高等教育发展的

今天,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在势不可挡的发展。同理,作为高等教

育课程一员的高等土力学教学也应顺应信息化时代发展,走“互

联网+土力学”的教育改革发展路径。这种路径可以采用混合式

教学。混合式教学并不是指把教学视频搬到网上,这样一来只是

授课方式有所改变,但授课内容以及授课方式都没有发生改变；

也不是指利用平台进行写作业批改作业,这种本质仍然是是传

统作业环节。“互联网+教学”在实际应用中,应该采用慕课、微

课等混合式教学技术。2015年以来,在开展“互联网+教育”的

融合中,强调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开放共享,首推学校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重构学习模式,提高教学质量。[5]互联网教学的过程

中应做到,一是教师有保障,即老师不能走过场,拍出来教学视

频质量有保障；二是教学保障,给精品课程更多的题库和配套教

材应用；三是保证所有人都能从这门课获得同样的知识,做到公

开透明；四是通过完善的制度来保障课程一直坚持以学生发展

为中心,确保学生学习水平。高等土力学的考核也可以采用多元,

信息化参与的考核方式,具体表现为 理论知识+作业成绩+同学

分组评价+教师评价+期末考试,这样一来能全方面覆盖教学过

程,教学评价更为客观,老师也可以通过这些评价动态调整自己

的教学策略。 

1.3课程设计改革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高等土力学这门课的课程设计不

能局限于传统的课堂内容设计,而应该与时俱进与互联网新媒

体挂钩。本文将在传统课程设计方式上加入教学大数据,ICT教

学方法,学习分析,数字教材设计四个新的内容设计。 

教育大数据的本质是对教师教学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进行的

数据量化,它的产生让教学从量的扩张转到质的变革。当今时代,

有意义的大数据可以用来驱动教学的创新和发展。大数据的应

用可以让老师更好的做出教学决策。传统模式下的教学方式很

容易带来教学决策的经验固化、目标偏离、惰性依赖和评价缺

失。而在教学大数据的帮助下,教师的教学决策可以发生质变,

做到从群体到个体,从粗放到精准,从问题到原因,从结果到过

程。教学方式也会变得更加科学。 

ICT教学方法要求进一步应用计算机幻灯片等传统多媒体

资源,留下精品课程,给超星MOOC留下更多的精品网课。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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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可以把更多优质教学资源投向社会,把高等教育课程的发展

推向一个新的层面。 

学习分析要求对学生的学习动态及时了解,根据他们的学

习情况和学习环境及时反馈教师,促使教师及时变换教学策略。

这是一种周期性的行为,在教学相互作用下不断优化升级。 

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发展,课程设计也逐渐需要考虑数字教

材的设计。数字教材由于其更强的互动性和易读性为青年学生

所青睐,高等土力学教材的数字化设计可以帮助学生对本门课

程有更深的兴趣,对学科的认识也会更进一步。该课程纸质教材

主要讲授的内容包括土的形成与物质构成、土的渗透性与渗流、

土的固结与流变、土的压缩性与沉降分析、土的抗剪强度和地

基承载力,内容中涉及许多实验部分,为在授课中实现有序的、

多层次、多维度、高质量的高效互动效果,理论与实践并行[6]。

传统课本基于纸质作为媒介,只能用文字和图片对实验和土的

形态进行描述,一些实验更是不能用文字描述清楚。数字化教材

可以通过视频记录,仿真模拟以及实验流程展示等各种手段,让

学生更加清楚高等土力学的内容,对高等土力学知识理解更深。 

2 结语 

国际著名教育改革理论专家哈维洛克(R.G.Havelock)教授

曾对“教育改革”作过如下定义：“教育改革就是教育现状所发

生的任何有意义的转变”。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应积极响应国

家的号召,深刻理解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这一形势,并对教学教研

工作作出切实的改革。本次提出的想法从课程内容、教学形式

和课程设计三方面提出建议,以创新为底层逻辑,致力于创建高

等土力学教学的新常态,聚焦学生感知学习这一新方向,以一套

组合拳完成教改任务,构建互联网虚拟课堂和现实课堂两种课

堂,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时间；打破传统教材的局限性,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学习能力不断提升,使高等土力学这门

课能更好的服务于研究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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