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 9月 

第12卷 第3期 

高等建筑教育 

J0l】ma】0fA~ tecmral Education in Insitutions ofHigher Learning 

Sept．，20O3 

V01．12 No．3 

土木工程专业路基路面课程教学内容及方法探讨。 

马培建 ，朱亚光 

(青岛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山东 青岛 266033) 

[摘 要】 针对目前路基路面课程教学巾存在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出现教学问题的根本原因，并_狂教学实践和理论探讨的艰 

础上 。提出改进的措施并在教学巾进行实践 ，在提高路基路丽课程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方丽取得 了I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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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 末 ，我 国为适 应社 会 经济 发展 

的要 求 ，促 进高校教学体制 同 国际相接轨 ，结合 我国 

高校发展 的特色 。把原 建筑 工程 、道路 与铁路 工程 、 

桥 梁与隧道 工程 、岩土工程等合并为土木工程专业 。 

随着专业 的合并 ，新 的教学 问题摆在 我们 的面前 ，要 

求我们结合新形 势 、新 要求 进 行 系列 教学 研究 与改 

革 。土木工程专业 道路方 向由于新材料 、新技术、新 

工艺 的应 用较快 ，教学 内容及 方法 的改革势在必行 ， 

而路 基路面工程课 程则是重 中之重 。通 过三年的教 

学实践 ，我们 结合教 学心得和教学成果 ，就教学方法 

教 学 内容 做 了一 些 探 讨 。 

路 基路 面 -F程课程 教学 中存在 的 主要 问题是 ： 

第一 ，教材 内容 的落后与新规 范的不协调。第 二 ，教 

学学时 的严 重压缩 ，在教 学 时造成 内容 上的顾 此失 

彼或 内容讲解较粗 略 。第三 ，专 业合并 后 ，过度期教 

学程序混 乱带来 一定 的教学 难度 。第 四 ，路基 路 面 

课程 教学 内容 侧重 点对 教 学效 果的影 响 。第 五 。课 

程实践教学效 果 的不确 定 性 。针对 以上问题 ，我们 

现综述 以下解决方 法供各 位 同行参考 。 

一

、土木工程专业路基路面课程培养方向和课 

程特点 

1．课程培养方 向的探讨 

土 木 工程 道路 方 向的培 养 目标 是 为 道路 的施 

工、设计 、管理 等方面培养 人才 。由于我校 道路方 向 

于 1993年 设 立 ，1996年 招 收 本 科 生 ，基 本 无 教 学 经  

验积累 ；科研项 目的设 立和试 验仪 器 的购 置较 为缓 

慢 ；理论研究 方面尚无 建树 。在上述情 况下 ，我 校土 

木工程道路方 向的教学 只有 结合 教师 的实际情 况 ， 

充分利用教师在施 工和设计 方面丰富经验来完 成课 

程培养 目标 ，同时 ，在路基施 工和路面施 工的理论分 

析 方面也有所侧 重 。 

2．路 基 路 面课 程 教 材 的 选 用 

在教学 中 ，教材选 用的好 坏直 接影 响到 教学效 

果。路基路 面工程 课 程 的教材 前 几 年 一 直 沿 用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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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路基 设 计规 范 为依 据 编 制 的《路 基工 程 》和 

1986年公 路柔性路 面设 计规 范为依据 编制 的《路 面 

工程》。1995年 国家颁 布 了《路 基设 计 规 范 》，1997 

年颁 布 了《沥青路 面设计 规 范》，而新规 范 的推 出代 

表着新 的设计理 论 和施 工方法 的成 熟 ，故老 教材 已 

不适应 要 求。人 民交 通 出版社 于 2(X~2年 2月 出版 

了由邓 学钧 主编 的《路基 路面 工程 ，该教 材结 合新 

规 范编写 ，只有选用该教材 ，才能符合教材选用 的要 

求 。 

3．路 基 路 面 工 程 课 程 特 点 

路 基路面工程课程是 土木工程道路方 向的一 门 

专业必修 课 ，学 习该课 程应在 已掌握 土质 土力学、道 

路材 料 、工程 力学等课程 的基 础上 ，结合我 国最新 出 

版的有 关工程 技术 标 准 、规范 来掌 握。本课 程是 一 

门理论与实 践并 重 、工程性较强 的课程 ，单纯的课堂 

理论教学 很 难 达 到让 学 生全 面 掌 握相 关 知识 的 目 

的。为此 ，我们 认为除 了系统 的课 堂教学 之外 ，应配 

合组 织实地参观 、实物 鉴别 、课 程作业 、施 工 实习 等 

辅助教 学环节 ，以提 高学生 的感 性认 识 。针对 土木 

工程 专业非道路 方 向学 生 的一 门专 业必 修课 来说 ， 

由于专业基础课 的 不配套 ，学生 学 习本课程 的难 度 

较大 ，因此在教学 内容及教 学 方法 上更应 以增加 学 

生 的感性 认识为重 点 ，理论 教 学 与其他 实践性 的辅 

助教学 的有机结合 就更为重要 。 

二、路基路面工程课程教学内容的探讨 

1．道 路 工 程概 况 

1989年建成我 国第 一条 高速公 路 以来 ，我 国的 

高速公路 发展令世 界瞩 目，2001底 统计我 国高 速公 

路 总里 程为 1．9万多公 里 ，居世 界第 二位。高 速公 

路 的发 展同时也带 动道 路理论研究 、道 路检测 、道路 

施 工及相关产业 的迅速发展 。因而对道路概况 的了 

解直接 影响到学 生 的学 习兴趣 ，故 要求 在讲解 时应 

结合最新道 路发展情况详 细阐述 。 

2．路 基 工程 部 分 

道路 等级 的不 同对路基 的强 度和稳定性有 不同 

的要求 。道 路工程 还有 一个 显著 的特 点是 地 区性 ， 

教学 中受课 时 的限制 ，要 想把这 部分 内容讲 细讲 透 

是很难做 到的 。鉴于 以上 问题 ，我们 在讲 授路 基工 

程 时采 取我 国 目前 道路路基部分普遍存在 的质量通 

病作 为讲课 时的重点 ，同时兼顾 一般 ，具体方法现分 

述 如 下 ： 

①行车荷 载 、环境 因素 、土基 的力学性 质。这部 

分 内容应作 为重点详细 阐述 。在 土基 的力学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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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应结合工程实例分析路 基的受力状态 。公路路基 

存在 的质量通病应 与土力 学知 识结 合讲 解 ，同时兼 

顾地 区性 。 

②路基边坡稳定性设计 与挡 土墙设计 。本 部分 

的理论分 析较多 ，学 时 占得 较 多 ，讲 解 时 不好 掌握 ， 

而且其知识多与 土力学 知识 重 复 ，故 在 课 堂上应 区 

分复 习与应用部 分 ，若 条 件允许 能 结合 实例 或 教学 

模 型讲解 ，则可 以达到较好 的课 堂效果 。 

③土质 路基施工 。由于道路施 工特点 的区域性 

较强 ，施工方法与施 工 程序 的选 择 与地 区环 境 因素 

结合较为紧密 ，故 目前 仍没 有设 立 道路 施工 技术 课 

程 。但是 由于培养 目标 有所要 求 ，这部 分 内容仍 应 

结合 生产实 习 ，作为重点讲解 。 

3．路 面 工程 部 分 

由于道 路路 面的使用 性能 决定 道路 的等级 ，除 

道路 的强度 、刚度和 稳定性 外 ，路 面 的耐久 性 、表 面 

平整度及表面抗滑性 能是作 为道路路面质量评 价 的 

重 要因素 ，因此 ，高等级路面 出现 的早期破 坏及路 面 

的耐久 性应 作 为道 路 研究 的重 点 。在 该 部 分讲 授 

时 ，应结合 目前 道路 的发展 方 向有所侧重 。 

①沥青类路面 。结合我 国沥青路面存在 的早 期 

破坏 ，重 点讲述 破坏产 生 的根本 原 因 ，例 如裂缝 、波 

浪等 。讲解沥青路面 的疲 劳特性应 以我 国和美 国的 

高速公路 的设计年 限差为例 ，从沥青 性能 、沥青混合 

料 配 比、沥青混合 料 的不均 匀性 等方 面讲 述 。在教 

学 中以教材为参 考 ，尽 可能拓 宽学生 的知识 面 ，提 高 

学 生 的学 习积 极 性 。 

②沥青 路 面结 构设 计 。该 部 分 为 重 点讲 述 内 

容 ，在教学 时应 以学 生理解 、掌握 为准 ，尽 可 能深 入 

浅 出 ，做 到讲 清晰讲 透彻 。在教 学学 时 上也 可适 当 

放 宽 。 

③水 泥混凝 土路面及水泥混凝 土路面设 计 。由 

于水泥混凝土路 面 的平整 度 比沥青 混凝 土路 面 差 ， 

且破坏后较难修 复 ，故水 泥混 凝 土路 面 占总路 面里 

程 的 10％ 一20％。水 泥 混凝 土路 面 设 计 部 分讲 述 

应 以设 计思路为线 ，结合设计 实例重点讲解 ，这样 才 

能取得 良好 的教学效果 。 

三、路基路面课程考试改进措施 

考试 是检验 学生掌 握 知识 的程 度 ，同时也是 教 

师教学质量 和课 堂教 学效果 的一 次检 阅。考试 的方 

式一般 为闭卷 、开卷两种 ，两种方式各有利 弊。路基 

路 面课程具 有内容 较广 、且涉 及的知识点 多 ，采用 闭 

卷考试较 为牵 强 。我们 结 合教 学研 究 ，采 用 以下 两 

http://www.cqvip.com


土木工程专业路基路面课程教学内容及方法探讨 

种方式进行 考核取得 了 良好 的效果 。 

1．采 用开 卷 考 试  

这种方式对 土木工程 专业非道路方 向的学生较 

适 用 。开卷考 核能体现学生学 习的理解深度 和掌握 

程度 ，在培养学生 的 自学 能力方 面有 不可替 代 的优 

势 。开卷 考核应避免 出现加 大题量和考核本课程教 

学大纲 之外的知识 的现象 ，前 一种无 助 于提 高学生 

的综合 运用知识 的 能力 ，后 一种则 加重 了学 生 的学 

习压 力 。在开卷 考 核 中 ，应 多选 用能综 合体 现学 生 

学习深度 和广 度方 面 的 内容 ，例如路 基路 面课程 的 

开卷考 核在 内容上 可选用 沥青 路 面 的结构计算 (采 

用查 图法 )，在形式 可上采用判断题 和选择题 。 

2．将 撰 写论 文 作 为 考 核 的 一种 形 式 

大 土木 专业课 程教 学 内容 多 ，而 只掌 握本课 程 

的有关 内容对道路方 向的学生来说无法体现其专业 

知识面 。作 为土木 工程 道 路方 向的学 生 ，在掌握 路 

基路面 专业基础 知识 的前 提下 ，采 用撰 写论 文形式 

能进 一步体现学 生 的学 习深度 和广 度 ，也为 学生做 

毕业论 文及 毕业设计 打下 坚实的基础 。 

四、路基路面工程课程多媒体教学的体会 

在我们步人 21世纪 的时候 ，信息产业 已渗透 到 

每一个 人 的生 活 中来 。在 教育 领域 。多媒 体教 学将 

成 为一个重要 的教 育模 式 。因此 ，充 分运用 好多媒 

体技术 这一现代 教 学手段 ，不仅 可 以极 大地 拓展教 

学时空和课 堂教 学 的信 息量 ，而 且还 可 以极 大地 提 

高教学效果 ，更 快地 提高 学生 的综 合素 质。 由于在 

现有软件市 场上 ，没有 出售 的路基 路面工程 课程 多 

媒 体课件 ，我 们结 合 教 学经 验及 微 软 power point软 

件 ，自行制作 了路基路面工程 的多媒体课件 ，在教学 

中有 以下体会供参 考。 

第一 ，运 用 多媒体 教学可 以向学生展示 较多 的 

道路三维 空间图 、横 断面及 纵断面 ，从 而使学生较直 

观 学 习 专 业 知 识 ，而 老 的教 学 方 法 很 难 实 现 上 述 目 

标 。 

第 二 ，在多媒体 教 学 中可 以节 省教 师大 的书 

写 时 间 ，节 省 的 时 间应 用 于 阐 述 重 点 、难 点 或 拓 宽 教 

学 知识 面 或 调 动 学 生 学 习 的 积 极 性 ，这 样 可 得 到 较  

好 的课 堂 教 学 效 果 。 

第三 ，道路多媒体教学可 以把道路设计 、施 工及 

原理较好地结合 在一起 ，使学 生 在学 习专 业知 识 时 

不再感 到枯燥 ，同时可 使学 生走 向社 会 时不会 无 所 

适从 ，能较快地进入角色 。 

第 四 ，任何 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由于多媒 体课件 

是在课前 已制作 完成 ，教 师在 教学 过程 中面对 学生 

实际听课情 况所临时想到 的知识 和实 例无法一 时插 

补进来 ，不利 于教 师的创造精 神 的发挥 。 

五、结语 

土木工程专业 课程新 体系 的实施应 在教学实践 

的基 础上一步步完善和成熟 。路基路 面课程在融人 

大土木课程体 系 的过程 中 ，也 同样 会存 在 这样 或那 

样的问题。对路基路面课程 的内容和教学方 法的探 

索 ，应 以学生达到 良好 的学 习效果 为基 础 ，以提高教 

学质量 为前提 ，以培养学生 良好 的综合 能力为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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