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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探索

蒋水华,夏陈玮,章浩龙,黄发明,刘伟平
(南昌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新时代下的新青年需要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培养,目前包括土力学在内的工科专业课程教学模

式注重“育才重器”,忽略了“育人育德”,难以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文章

以土力学课程为例,论述了土力学课程基本概念、课程思政建设必要性,并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土力学

课程思政改革:一是从土的基本性质、土的渗流问题、土中应力计算分析、土的抗剪强度和边坡稳定性分

析等理论知识点探索思政元素,挖掘蕴含思政的一般性哲理;二是将理论知识点引入具体工程案例中,
实现实践启发式思政教育。 文章提出的土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为构建新时代下土力学课程体系的思

政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以期达到较好的思政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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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思政教育工作是新形势下育人育德新平台、新机制[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要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形成协同

效应[2] 。 育人先育德,纯政治理论课堂主张集中式地讲授政治知识,学生的思想教育往往无法达到深入

贯彻的效果,单一灌输式教育已然不能满足信息时代背景下学生对专业课程知识的摄取需求,如何结合

本专业知识润物细无声地让学生主动吸收思想政治元素,达到自我启发效果,是教师需要探索的教育教

学改革重点。 需要注意的是,思政教育不是“米中掺沙”式地简单强插案例,而是要做到“盐溶于水”[3] 。
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少数政治教师的理论课堂,而是要求每一位专业教师要参与到

课程思政教育工作中,致力于构建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无缝结合的知识体系。 各类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

中需要探索思政教育的切入方式,以专业课程为主要载体,将课程中所蕴含的人生价值观、社会责任感、
爱国爱党和国家复兴等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理论知识教育有机结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高校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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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过程。 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夯实学生的专业理论技术,另一方面有益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爱国情感和责任感,培养学生成为奋发图强、勇于奉献的新青年。 文章将深入挖掘土力学课

程的价值与思政元素,从课程内涵挖掘与工程案例实践启发两个方面,探索新时代土力学课程思政教学

方法,强化学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伦理教育,以期推进土力学课程思政人才培养。

一、土力学课程介绍及现状

土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建筑物构建的重要材料。 土力学作为应用工程力学方法研究土的力学性质

的一门学科,研究包括土体的应力、变形、强度、渗流等,具有经验公式多、假设条件多、设置参数多等特

点。 作为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和交通工程等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学生对于土力学课程知识的掌握程

度关系到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效果。
随着信息化网络的发展,精品课程走进了高校,学生不仅能够在本校课堂上学习土力学课程,也能

够通过电脑、手机端等在网络上及时获取名校名师课程资源[4] 。 几十年来,土力学知识体系不断完善,
精品课程建设氛围浓厚,优质的教学视频已近乎饱和,但目前关于融合课程思政的土力学教学体系研

究仍较少。 与此同时,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社会价值多元化,亟需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坚定政治立

场,增强法律意识和爱国爱党意识,使其培养的专业人才能将所学的土力学课程知识应用到推动国家

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道路上来。

二、土力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传统的教学课堂突出育才重器,主要讲授专业知识,忽视了对学生育人育德中的思政教育。 与文

科专业相比,工科专业在教学时更注重学术理论和逻辑推求,因此常导致学生“术上到位,红上不足”,
思想政治理论未能有效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和学习中[5] 。 为增强工科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意识,贯彻落

实《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方针,专业课程教师须从专业课程的特点出发,进行科学价值观

的挖掘,研究如何在专业课堂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理工科实践思政课程,应以专业知识背景为导向充分挖掘思政元素,但这不等同于专业完全思政

化[3] 。 文章以土力学课程为例,根据土力学课程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 通过介绍土力

学的基本知识、工程案例等,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与专业课堂教学知识点有机结合,探索新时代

下融合课程思政的土力学教学方法。

三、土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索

(一)土力学课程中课程思政元素探索路线一

思政元素的探索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融入专业课程的切入点也不是生搬硬套的。 在教师讲授方式

与教学体系研究中,变通的是一个个的知识点,不变的是背后蕴藏着的一般性的定律哲理,为此,教师

需要从专业课程的知识点中挖掘出深层次的思政元素。 在专业课程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求教师

首先要将课程的知识点理解透彻,回归土力学知识点本身,透过一般性现象看到本质及其课程体系中

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进行土力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1. 从土的基本性质挖掘思政元素

土体是由性质各异、厚薄不等的若干土层以特定的次序组合在一起的。 良好的地基条件通常是土

体颗粒粒径分布范围广,土体颗粒之间填充紧密,大颗粒砾石起到骨架作用,小颗粒细砂填充在骨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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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之间,以保证土体的空间稳定性。 例如:作为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起着抵御外来入侵者,
限隔敌骑行动等重要作用,现今虽已失去防御上的作用,但仍坚韧稳固,长城的稳定与其地基密切相

关。 良好的颗粒级配确保了土体的稳定与牢固,大颗粒起到骨架作用,细砂填充提高其稳定性。 古人

正是抓住了土的这一特点,使得长城经受住了岁月的洗礼。 土体的稳定可靠性对工程建筑物的长期运

行具有重要意义,部分类别土体性质不够稳定,如膨胀土具有吸水膨胀和失水收缩的特性,边坡工程中

若存在较多膨胀土则易引发滑坡灾害。 云南针对膨胀土地区公路边坡防护提出了工程与植物综合防

护方案,将防水、排水、截水和堵水相结合,在“无砂大孔隙混凝土+碎石支撑渗沟”排水固结坡体、浆砌

网格护坡等防护措施基础上,种植适合于膨胀土地带生存的植物,这样既能防止坡体因含水量急剧变

化而引发的膨胀土边坡浅层滑坍破坏,又能美化坡面。 以上两个现象正如一个紧密相连的社会生态

圈。 运用社会生态理念进行土力学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合[6] ,引导学生明白:一个健康的社会生态链离

不开每一个群体,任何一个角色的缺失和生态链的破坏,都将影响其良性发展,即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有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能力有大小、术业有专攻、水平有高低,但其本质无贵贱之分,关键要活出自己的本

色,在自己岗位上踏实做好本职工作。
2. 从土的渗流问题挖掘思政元素

土体可以看作是由多项非连续性介质组成,其中水、气在土体孔隙中流动的现象称之为渗流。 土

的渗流会产生扬压力、渗透压力等,造成渗流变形,破坏土体原有结构,降低土体的稳定性。 通常在修

筑建筑物前期、中期、后期以及运行期都需要做好防渗措施。 许多水工建筑物在运行期出现溃坝事故,
其原因大都没有及时做好排水防渗,导致坝基的抗滑稳定性降低,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安全事

故。 例如:1928 年 3 月 12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附近的圣弗兰西斯坝在午夜突然溃坝,库水

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向下游,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及经济财产损失。 经专家分析,坝体溃决并非缘于坝

的断面设计或建筑材料的缺陷,而是由于地基岩石破坏。 圣弗兰西斯坝坝体地基质量低劣,未设齿墙,
也未进行基础灌浆,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坝基渗透越来越严重,运行不到两年便发生溃坝事故,该案例

给后人敲响了警钟。 再如,1998 年我国江西省九江市发生的大堤决口事件[7] ,震惊全国。 有学者对其

溃口堤段进行二维稳定饱和渗流有限元计算,研究发现,挡土墙下部的粉质土层厚度小和抗渗强度低

是导致堤防发生渗流破坏的重要原因,加之长江水位持续上升,堤防加固抢险工作相对滞后,土体流失

愈加严重,促成了渗流通道的形成。 以上案例可警示和教育学生在学习和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秉承匠

心精神,严守职业操守底线,一丝不苟地对待工程中出现的“小”问题,防微杜渐,重视并及时排查隐患。
3. 从土中应力计算挖掘思政元素

土中应力按其形成分为自重应力和附加应力。 自重应力是由土体自身重量所产生的应力,附加应

力是由外荷载引起的土中应力。 土体参数多、各项指标差异性较大。 对土中应力分析时,考虑所有的

参数和影响因子不切实际,这就要求在分析土中应力时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如:在分析地下水升

降对土中自重应力影响时,应着重分析土中的有效应力变化。 在分析坝体受力时,重力坝主要考虑自

重、扬压力,水压力及摩擦力,拱坝主要考虑温度荷载。 这是因为对于拱坝,温度变化所产生的作用对

其影响较大,而自重对其影响较小。 由此可引申到学生的学习方式上,教育学生在学习专业课时,要抓

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挖掘课程重点,理清课程的核心要义,以此提高学习效率,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力

求事半功倍。 一方面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培养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在遇到困难时,学
会沉着冷静,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问题。

4. 从土的抗剪强度挖掘思政元素

土的抗剪强度是指土体抵抗剪切破坏的极限能力,包括内摩擦力和黏聚力。 当土中某点由外力所

38



　 　
　 　 　 　 　 　 　 　 　 　 　 　 　 　 　 　 高等建筑教育　 　 　 　 　 　 　 　 　 　 　 　 　 　 　 2021 年第 30 卷第 6 期　 　 　

产生的剪应力达到土的抗剪强度时,便认为发生了剪切破坏。 由这一现象引申到学生的学习态度层

面,“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8] 。 地基上的每一个土粒单元体都在承受着建筑物的

压力,经过时间的洗礼仍然能够坚固稳定的运行。 一个个土粒单元体也许很脆弱,但是无数的单元体

组合在一起可成就高楼大厦。 任何复杂的问题都是由最简单的知识点组成,再困难的挑战也能用基本

知识不断攻克。 由此教育学生在学习和做学问中,一定要重视基础,从最基本的开始,由简单到复杂,
由形象到抽象,循序渐进,厚积薄发。

5. 从土坡稳定性分析挖掘思政元素

土坡稳定性分析是土力学的一个经典问题。 过去,为了发展经济,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乱砍滥

伐,大搞开发,导致地质灾害频发,包含山体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人们

逐渐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十年来,笔者坚持以岩土工程不确定性建模为基础,紧密结合国家重

大工程需求,以边坡稳定性分析为主线,以边坡变形破坏风险控制为目标,积极创新土坡稳定性分析方

法,初步创建了一套边坡参数概率反演、可靠度分析及灾害风险控制的方法体系,出版了 2 本专著,发
表了 80 余篇高水平论文,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认可,并已成功应用到锦屏一级水电

站左岸高边坡、鄱阳湖区重点堤防工程边坡、台湾 3 号高速公路边坡和王家堡土石坝边坡治理中。 再

如,我国独创的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不平衡推力法,亦称为传递系数法或剩余推力法[9] ,国家规范和

行业规范中都将其列为推荐方法。 该方法计算简单,在滑坡治理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滑坡治理

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述介绍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土力学讲授中,
一方面引导学生关注最新工程热点及难题,将所学理论知识紧密结合工程实际,增强实践能力;另一方

面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引导学生领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而帮助学生自觉

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等发展理念。
6. 榜样感召式分析挖掘思政元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复兴,就离不开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投

入了大量资金用于科学研究,支持人才“走出去,引进来”,激励了大量的海归纷纷投入到建设祖国的

伟大事业中。 学生作为新时代的主力军,应当乘坐“政策”东风,有信心、有魄力、有胆识地投入科研工

作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自主创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奉

献自己的力量。 为此,教师要不断把课程知识中蕴含的深层次哲理挖掘出来,渗透到课堂教学中来;在
教学中教师不要局限于课本,课余时间要随时给自己“充电”,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引入

到课堂中来,把活生生的例子讲给学生听,启迪教育学生。 教师通过讲授自身的科研经历形成“榜样感

召式”教育,在学生心中播撒科研的种子,燃起学生奋发图强的火苗,促进学生互动交流,努力培养学生

探索新知识的思维。
土力学恰好是通过定理、公式进行演绎论证,不断进行批判及完善的一门专业课程,具有很强的哲

理性,所以,在挖掘思政元素过程中,教师应当全面理解和掌握该课程体系架构,深刻领悟该课程的核

心内涵,努力挖掘每一个知识点背后蕴含的一般性哲理,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通过多种途径提

升自己的思想觉悟,探索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政元素,形成具有特色鲜明的专业课程思

政教育风格。
(二)土力学课程中课程思政元素探索路线二

单纯的理论知识讲授就学生而言或许晦涩难懂,而将专业知识与具体工程案例有机结合,能极大

程度发挥土力学课程的优势。 例如:以港珠澳大桥、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和三峡大坝等工程案例为载

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情怀和职业道德等思政元素融合到具体工程案例中。 以港珠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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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等为例,介绍土力学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方法。
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桥隧工程,于 2009 年 12 月动工建设,2018 年 10 月 24 日开

通运营。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已建成的最长的跨海大桥,具有规模大、技术新、工期短、经验少、工序

多、专业广、要求高和难点多等特点[10-11] ,其建筑规模、施工难度和建造技术闻名于世。 杰出的建造工

艺背后隐藏着太多的艰辛与挫折。 在修建大桥初期遇到了许多技术瓶颈和难题,国外技术封锁垄断,
在工期短、任务重的紧急情况下,中国工程师们展示出了不屈不挠,越挫越勇,敢为人先的精神,结合已

有的工程案例技术经验和国内众多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的理论研究成果,投入到技术攻坚战斗中。 在

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总是能将力量凝聚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最终攻克难题。 又如:新冠疫情时期,
为了有效控制疫情,隔离被感染人群,中国仅用了 10 天速度就建成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12] ,让世界

见证了伟大的中国速度,体现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拥有成熟的技术和充裕的后勤保障,彰显了中

国力量,为人民群众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向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上述工程案例无形之中融合了爱国主义、艰苦奋斗、团结一致、自主创新、职业道德等思政元素。

学生通过实际工程案例了解建筑物的前期设计、施工,以及后期维护运营存在的困难。 如:港珠澳大桥

建造时面临松软泥土地基挑战等问题,教学中可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自主搜索国内外相关工程

案例,通过分享工程案例、解决工程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 同

时,让学生明白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要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当国家面临危难时,如何贡献

自己的专业知识力量。 通过这些工程案例的讲解,学生从中感悟自己的人生观、事业观、世界观,进而

在心中播撒下种子,不断激励、自觉向上。
最后以土工实验为基础,设计一些从问题提出、分析到解决的教学方案,如组织室内建模相关课内

竞赛。 通过课程设计和比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检索文献、理论推导、工程制图、计算机模拟、文字处

理等方面的能力;通过建立工程思维和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大国自信,培养学生敬业务

实、团队协作精神,提升党性修养,引导学生了解最新的土力学相关工程技术进展,知悉工程领域的最

新成就,使得思政教育无形之中贯穿于课堂教学全过程,做到“盐溶于水”,思政元素顺理成章地体现

在理论知识学习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是,与土力学理论知识内在本质所探索的思政元素不同的是,结合工程案例的思政教

育倾向于实践启发式思想教育,是让学生自主发掘思政元素。 与此同时,利用土力学课程中的育人元

素、价值引领,吸引学生深度参与课堂,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感悟,通过动手操作实践激发学习热情。
综上,要形成以思政课程为主,课程思政为辅,两者有机统一,开创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树立

以学生职业素养培养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增加对专业课程的学习兴趣,明确未来的奋斗方向,做到灌输

式与启发式教学相统一、思想性和科学性学习相统一、隐性与显性教育相统一。

四、结语

新时代课程思政要求各类专业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 虽然近几十年的发展使得

土力学课程教育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课程体系架构,但是土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探索较少。 笔者

紧扣土力学课程特点和思政课程建设必要性,深入研究了土力学课程思政教育体系,从课程知识的本

质要义、理论知识应用,以及具体工程案例的教学过程中,深挖了多种思政元素,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

土力学课程思政改革,探索出了一套新时代下基于课程思政的土力学教学模式。 该模式不仅有利于强

化土木、水利和交通等工程领域的伦理教育,进一步推动基于课程思政的人才培养工作,而且为新时代

下土力学课程体系改革和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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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youth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be
 

cultivat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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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b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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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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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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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soil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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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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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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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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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il
 

mechanic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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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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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on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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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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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from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of
 

all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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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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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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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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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Secondly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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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specific
 

engineering
 

ca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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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engineering
 

practice.
 

The
 

soil
 

mechanics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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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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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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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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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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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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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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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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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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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ffects.
Key

 

words 
 

soil
 

mechanic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eaching
 

method 
 

practice
 

inspiration

(责任编辑　 梁远华)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