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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基处 理新 技术研 究 生课 堂教 学 

模式研究 

梁 越 ，王俊杰 

(重庆交通大学 国家内河航道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水利水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74) 

摘要：文章针对现有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地基处理新技术中的强夯法为例，提出一种新的教学思路， 

即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案例教学三者相结合的教学新模式。新模式将以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学生为 

主体，通过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相互合作，让学生参与教学之中，同时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最后通过案例分 

析，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工程实例，该方法现已应用于实际教学，并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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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地理、地质条件差别较大，各类软土地基、特殊土地基分布 

广泛。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13益加快，各种基础工程建设 日 

新月异，相应地对地基处理技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近些年来，地基处理 

的新方法、新技术、新理念不断被提出，地基处理既在原有方法上继续创新，又 

不断将多种地基处理方法综合，形成复合地基处理技术⋯。地基处理是一门面 

向水利工程、土木工程以及交通工程等专业供本科以及研究生学习的一门专业 

课。其主要通过各类地基处理方法对地基土进行加固，用以提高地基土的抗剪 

强度，降低地基的压缩性，改善地基的透水特性、动力特性等。地基处理方法多 

样，主要包括置换、排水固结、灌入固化物以及振密挤密等。 

当前，大学教学 目的不仅仅在于学科基本理论和知识的传授，更在于培养 

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做到突破传统的教学重点，由知识 

传授转变为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以及实际问题处理能力，必须对传统教学 

模式进行改革，改变依赖大纲、依赖教科书的教学模式。文章以研究生地基处 

理新技术 课程中强夯法为例，提出教学方法新思路。 

一

、教学现状 

(一)教学对象 

地基处理是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学生必修的专业课程，学习该课程需要一 

定的力学基础。其授课对象一般是高年级本科生 以及部分专业研究生，此 

时，学生已经掌握较为系统的理论知识，其学习主动性、探索性也要高于低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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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同时该阶段的学生大部分已经参加过现场实 

习，对施工有一定的了解，为新教学方法的实施奠定 

了基础。 

(二)教学中存在问题 

地基处理作为一门专业课，与其他学科相比，有 

着更强的实践性，一定程度上而言，其具有“实践领 

先于理论”的特点 。然而，结合已有教学经验和学 

生对该课程的反映，这门课程的教学存在以下几个 

问题。 

(1)目前，教材中往往重理论而轻实践，教材大 

篇幅介绍机理、设计计算方法以及适用条件等。学 

生由于缺少工程经验，对教学内容不求甚解 ，对不同 

地基的处理方法，只能靠记忆，没有直观认识。 

(2)查阅目前国内关于地基处理的教材，大部分 

在每章节后均设置有一定的案例分析，而这些案例往 

往一直沿用 10多年。地基处理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 

的学科，其技术更替速度较快，这就需要教师能 自主 

选定较新、当前较常用案例，而不仅局限于课本。 

(3)传统的教学内容随着教学硬件设施的完善， 

教师读 PPT，学生听 PPT的情况，师生间缺乏互动， 

学生缺乏思考。 

(4)大部分学科成绩评价以最终的考试成绩为 

标准，学生对课程学习往往缺少兴趣和主动性，习惯 

于考前强行记忆，依照标准答案答题。 

二、教学方法新思路 

显然，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素质教育的理 

念是不相符的，这种填鸭式教学有必要也亟需改善， 

故此提出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案例教学三者相 

结合的新教学模式。新教学模式以强夯法教学内容 

为例进行介绍。 

(一)强夯法教学内容 

强夯法由法国 Menard技术公司于 1969年首次 

提出，其一般通过将 10～40 t的重锤提升至 10～ 

20 m高处使其 自由下落，对地基土施加强大的冲击 

能，以提高地基土的强度，降低土的压缩性，改善砂 

土的抗液化条件，消除湿陷性黄土的湿陷性等。强 

夯法主要用于处理碎石土、砂土、低饱和度的粉土和 

黏性土、湿陷性黄土、素填土以及杂填土等地基 j。 

往往只需要根据大纲内容编制 PPT，常出现一节课 强夯法教学主要内容如表 1。 
表 1 强夯法教学内容 

章节 主要内容 章节 主要 内容 

1 概 述 4 施 工工艺与质量检测 

2 加 固机 理 4．1 施 工机 具和设备 

2．1 动 力密 实 4．2 施 工要 点 

2．2 动 力固结 4．3 现 场观 测与质量检 测 

2．3 振动 波压 密 5 工程案例 

2．4 动 力置换 5．1 强夯 法地基 处理工程实例 

3 设计计算方法 5．2 强夯置换法地基处理工程实例 

3．1 强夯法设计要点 6 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 

3．2 强夯置换法设计要点 6．1 高能级强夯法 

3．3 降水联合低能级强夯法设计要点 6．2 高真空井点降水 +强夯法 

6．3 其他降水法+强夯法 

(二)教师引导 

教学不只在于教师输出多少知识，更在于学生 

能接受多少。所谓教师引导，即“以导为主”的教学 

思想，其“导”包括引导、启发，给学生一个正确的学 

习方向。地基处理中强夯法主要包括六部分内容， 

根据所提出的教学模式，选取概述、加固机理两节内 

容为教师引导环节。 

针对概述部分内容，首先在课堂上进行实际强 

夯法地基处理视频播放以及强夯法施工过程中图片 

展示 ，让学生能快速了解强夯法到底是什么，一般有 

哪些过程等。其次与当地工程项 目部联系，由教师 

带队，对实际的地基强夯施工进行现场参观、学习， 

加深对强夯法的直观认识，并适当对强夯过程以及 

强夯原理进行讲解。通过课内、课外双重教学，给学 

生留下深刻印象，为后面的强夯机理分析打下基础。 

机理内容一般是课程的难点，同时也是学生最 

头疼的内容。在本节中，以动画的形式简单还原土 

体强夯过程，从三个方面总结阐述土层强夯处理机 

理：第一，动力密实。多孔隙、粗颗粒、非饱和土强夯 

处理产生冲击型动力荷载，使土体中的孑L隙减小，土 

体变得密实，从而提高地基土强度。非饱和土的夯 

实过程是土中的气相(空气)被挤出的过程，其夯实 

变形主要由土颗粒的相对位移引起。第二，动力固 

结。对细颗粒饱和土体进行强夯处理时，巨大的冲 

击能量在土中产生很大的应力波，破坏土体的原有 

结构，使土体局部发生液化并产生许多裂隙，增大了 

排水通道，使孔隙水顺利逸出，待超孔隙水压力消散 

后，土体固结。第三，动力置换。动力置换可分整式 

置换和桩式置换。整式置换是采用强夯将碎石整体 

挤入淤泥中，其作用机理类似于换土垫层。桩式置 

换是通过强夯将碎石填人土中，部分碎石桩(或墩) 

间隔地夯人 软土中，形成桩式 (墩式 )的碎石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