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探讨７卷 6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201    

新工科背景下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以《土力学》为例

翟朝娇 1,2　刘 洋 1,2　彭世龙 1,2

安徽建筑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新工科建设的提出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方案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土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基

础课，具有课程内容多，课时量不足，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积极性欠缺等问题。为了提升教学效果，本着以需求为导向，

从培养方案、地域特色、思政融入、AI 教学、线上实习多方面提出土力学课程教学改革措施，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而提升了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新工科建设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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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土木建筑行业作为国民

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

场潜力。新时代面对产业革命和技术升级，给土木工程的发

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建设人才参与其

中 [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 [2]。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广大学生成长的外

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针对新形势新要求，要自觉把改革

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重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之举，更是

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的首要任务 [3-4]。新工科建设的提出为我

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指明了方向，推动了传统工

科专业的升级改造，也为地方民办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提供了机遇 [5]。

土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研究土的物理

力学性质以及所受外力发生变化时土的应力、变形、强度、

稳定性和渗透性及其规律，并将其应用到相关的工程问题的

一门综合学科 [6-7]。土力学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是前

期连续介质力学的延续，又是后续学习隧道工程、基础工程

和地基处理等专业课的基础 [8-9]。然而实际授课过程中发现，

这门课理论性强，需要较好的力学基础，工程实践性也强，

要求学生能学以致用，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地基、基础、

桥梁、隧道、边坡等具体工程项目，加上土力学课时减少，

教师只能勉强完成土力学的主体知识讲解，很难做到很好的

将理论知识与工程案例很好的融会贯通 [10-11]。因此，笔者

结合自己多年本课程的从教经验及工程经验，从培养方案、

思政融入、课程体系、实习等多方面提出课程教学改革措

施，以提升教学质量，达到新工科建设对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的要求 [12]。

1. 土力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课程内容多，课时量不足

目前由于土力学内容过于繁杂、涉及面太广，既有土的

物理力学性质、应力、变形、强度，又有实验室试验，还有

工程实践应用。知识点多且分散，既有理论推导、前提假设、

实验结果分析，亦有工程经验总结。在本校新修订的土木工

程专业培养方案中，“土力学”课程理论课时缩减至 48 学时，

其中还有 8 个课时的试验课时。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十分有

限的理论学时内让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更高效地掌握专业所

需的土力学理论和知识，并获得分析和解决问题所涉及的土

力学工程问题的能力，成为目前“土力学”课程教学的核心

问题。

1.2 教学方法不够丰富

土力学的课堂教学模式从最初的板书 + 讲解的授课方

式，更迭为目前 PPT+ 讲解 + 少量板书，多以教师讲授为主，

学生参与度低，加上课时紧张，授课内容多，PPT 讲解翻页

快，牵扯到晦涩的概念、公式、模型，学生无法快速理解，

更很难将所学理论综合运用至工程实践中，长此以往将导致

学生产生学习兴趣下降、学习积极性不高的负面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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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生实践环节薄弱

土力学与工程实践联系极为紧密的课程，很多理论是

建立在各种试验、经验和假设的基础上，而且有些重要的概

念和理论较为抽象，要学好土力学，必须试验与实践相结合。

然而土力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课程设

计、课程实习等内容，大多数土力学题目都有工程背景，比

如基坑工程、隧道工程、边坡工程等，实践环节的欠缺导致

学生无法更好的掌握基础知识，更不利于培养解决和分析工

程问题等高阶能力。

图 1  教学改革思维导图

2. 新工科背景下土力学教学改革措施

2.1 针对性制定教学大纲

《土力学》课程是所有大土木专业都需要学习的课程，

不同的专业就业方向和背景有差异，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也略有不同，根据不同专业对各知识点的需求程度，差异化

制定各专业的教学大纲，这种差异需要具体体现在各章节和

各知识点的学时分配、各知识点的授课深度、实验项目的选

择等方面。比如对于水利专业学生教学大纲，水的渗流部分

内容应该增加课时，针对地下专业的教学大纲，应该增加地

基处理、隧道工程等工程实践的讲解。

2.2 结合地域特色，培养区域性人才

以需求为导向，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内生需要，推动高

校产学研与企业的深度融合，实现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

业间的协同合作范式。安徽建筑大学地处安徽合肥，整个安

徽地区膨胀土分布广泛，膨胀土遇水膨胀失水收缩的特殊性

质，给大量省内的土木工程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另外皖南

群山环绕，地势复杂，山区公路、铁路、桥梁的建设亦具有

显著的地域特色，因此土力学针对地域特色可增加特殊土

（膨胀土）的学习课时，为当地培养地域性工程师奠定理论

基础。

2.3 思政融入

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机制，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把土力

学课程融入思政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

学生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比如土

中的应力计算，地下水的升降会引起土自重应力的变化，从

而导致地面的沉降，由此可以引入“以辩证的眼光看问题，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比如土的压缩性及地基最终沉降内

容的学习中，引入我国铁路事业的高速发展，人工填海技术

的案例，提高学生对科研的兴趣，提升民族自信和专业自豪感。

2.4 建立 Ai 课程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主 持 中 央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委 员 会 第

二十五次会议时强调，各级教育管理和决策部门在“人工智

能 + 行动”的教育创新过程中具有策划、指导、促进的核

心作用。土力学教学中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自动化反

馈、模拟对话、知识整合丰富资源等，推动教学从“师生交互”

向“师 / 生 / 机”深度交互转变，通过 AI 更新教学资源和内容，

推动教学内容从静态的学科知识转向动态的综合任务转变，结

合项目式学习和人机协同学习，提供更加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教

学服务和学习支持，推动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

2.5 实行线上实习

高校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育，强化实践对于人才培育

的基础作用。本科毕业生在后续的学习和工作中对土体基本

物理力学性质以及地基、边坡、挡土墙等常见工程应用的相

关知识点需求较大，但是土力学课时量有限，没有时间带学

生接触实际工程问题。针对此类问题，高校可以优化完善学

生实习实践体系，通过线上实习系统让学生参与实际工程项

目，了解并解决实际问题，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

3. 结语

针对高校土力学课理论性和工程实践性强，课时减少，

课程方式单一等问题，笔者结合自己多年本课程的从教经验

及工程经验，从培养方案、地域特色、思政融入、AI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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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实习多方面提出课程教学改革措施，以提升教学质量，

达到新工科建设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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