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乐海 

何礼果 

古  奇  左明扬  商碧辉 

邓  斌 

左明扬 

黄君富  陈思海  

 

马奉尤  邓  斌  古  奇 

左明扬  乐鲁斌  刘仲平 

李  颖  李小宏  何礼果 

冷雪来  汪晓红  陈思海 

耿纪朋  黄君富  曹武军 

商碧辉  蒋德文  韩  梅 

蒲元聪 

 

沈亚鹤 

李  岷 

权凌枫  王文凤 

绵阳市教育和体育局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绵阳职教研究》编辑部 

 

 

 

 

提升内部审计效能 服务新时代高职院校发展 

………………………………………… （ 1） 

 

 

 

涵-土界面参数与减载区形状对盖板涵减载效果影响 

…………… （ 4） 

山区公路嵌岩群桩竖向承载特性有限元分析……… （20） 

石墨烯/PANI 电极复合材料的制备与电化学性能研究 

……………………………… （25） 

 

 

 

高职院校推进艺术设计专业精准扶贫路径和模式研究 

    …………………… （30） 

基于军民融合的制造技术生产性实训基地探索与实践 

…………………………………………………… （33） 

试论文化认同对对外汉语课堂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 （37） 

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探析 

……………………… （42） 

思政元素融入《建筑工程测量》课程的研究……… （48） 

 

 

 

 

 

 

 

 

 



 

 

 

 

Discussion on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al Audit Efficienc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Zhang Tao, Liu Chun-hua（ 1）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face Parameter about Culvert-Soil and Shape of Load shedding Area on 

Cover Plates………………………………Tao Qing-dong, Ma Chu-jie, Li Pei, Li zhuo-tai, Wei Yu-ming（ 4）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n Vertical Bearing Behavior of Rock-Socketed Pile Group in Mountain Highway 

………………………………………………………………………………………………Wang Bo（20） 

Research on the Preparation an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of AMPS doped PANI Electrode Materials 

…………………………………………………………………Ren Dong-yan, Xu Li-li, Yang Juan（25） 

 

 

 

Research on the Path and Mode of Promot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bout Art Design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e Mianyang Polytechnic as an Example……Li Ji, Liu Qin, Zhu Fu-cheng, Quan Ling-feng（30） 

The Research 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Training Base about Manufacturing Technique and Production 

based o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Li Ping（33）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Identity on the Management of TCFL Classroom and Its 

Countermeasures…………………………………………………………………………Liu Yang, Lin Ke（37） 

An Analy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Culture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Take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Mianyang as an Example……………………………Liu Bi-feng（42） 

Research on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urvey 

………………………………………………………………………………………………Shuai yu（48） 



2020年9月第3期

总第56期            
绵 阳 职 教 研 究

Research
 

of
 

Mianyang
 

Vocational
 

Education          
Sep. 2020

 

№
 

3

收稿日期:2020.09.27

提升内部审计效能 服务新时代高职院校发展

张涛 刘春华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监审处,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文章以《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审计署第11号令)为指导,探索发挥内部

审计作用、提升内部审计效能的路径,进一步厘清高职院校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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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

职院校内部审计是促进学校完善治理和事业目标实

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机

制的重要环节,随着《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

定》(审计署第11号令)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

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

办发〔2019〕45号)和的发布及实施,标志着内部审

计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一、新时代高职院校内部审计面临的新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讲话强调,将进一步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

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充分调动内部审计力量,增强

审计监督合力。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给内部审计

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高

职院校内部审计必须高效率、高质量为高等教育服

务,为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服务。新规定实施以来,

高职院校内部审计工作面临如下新形势:一是加强

了党对内审工作的领导,通过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促进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确保

党中央令行禁止;二是拓展了内审职能,通过内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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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职能,强化内审的预警功能;三是强化了内审结果

运用,建立发现问题整改机制、协作配合机制、重大

线索移送机制,强调将审计结果及审计整改作为考

核、任免、奖惩干部和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四是完

善了学校治理途径,通过制度保障,规范权力运行和

强化监督制衡,提高学校绩效管理,促进干部履职尽

责,同时,完善内审制度、规范内审行为、增强内审监

督效能。

二、新时代国家审计对高职院校的关注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强调要抓住“关键少

数”,主要是指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依据新的规

定,国家对高等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

任审计时重点关注的内容主要有:一是贯彻执行中

央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二是学校重要发

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执行和效果情况;三是履

行重大经济决策职责情况;四是履行财政财务管理

和防范经济风险情况;五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和遵守廉洁从业规定情况;六是以往审计发现问题

的整改情况。

对于高职院校,国家审计关注重点还有学校落

实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国
际交流与合作等政策情况,以及高职院校办学规模、

质量、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衔接情况等。

三、制约高职院校内部审计职能发挥的主要因

素

(一)职能职责定位不准

由于编制原因,许多高职院校内部审计部门未

独立设置,与纪委合署办公难免存在职能职责划分

不清的情况。双重职责的交叉,导致审计监督偏重

于事后,对事前预防、事中控制涉及较少,容易出现

审计人员要么缺位要么越位,或者存在裁判员兼运

动员的风险。
(二)审计整改制度不健全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尚未建立与审计整改有关

的制度,如审计整改结果报告制度、审计整改情况跟

踪检查制度、审计整改约谈制度、审计结果及整改情

况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制度等,制度的缺失导致审计

发现问题不能得到有效地整改和落实。
(三)审计结果运用不充分

在实际工作中,审计结果及整改并未纳入干部

考核的重要依据,以致被审计部门对审计发现的问

题及建议不重视,出现审计整改落实不力,问责力度

不够,责任追究不到位等问题,导致审计结果运用不

充分。
(四)信息化建设程度低

审计信息化是审计技术创新的最重要方面,随
着审计对象的全面信息化,要求审计手段也必须全

面信息化。信息化系统可从宏观层面对业务数据进

行分析审查,使审计关口前移,及时发现存在的问

题;结合大数据的宏观分析,则更有利于发现体制机

制上的深层原因,从根本上提出建设性意见。目前,

国家、省、市审计机关已经建立了大数据平台,但是

大多高职院校仅仅是利用计算机辅助审计,对于技

术应用和信息化建设方面还未涉及。

四、提升高职院校内部审计效能的新举措

(一)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一是成立审计委员会,加强高职院校党委对内

部审计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内部监督体系,完
善内部审计体制机制建设,落实单位主要负责人直

接管理审计工作制度,定期研究部署、检查内部审计

工作,加强对内部审计规划、年度计划、审计质量控

制、问题整改和队伍建设等重要事项的指导和管理;

二是单独设立审计部门,合理配备内审人员,建立专

职审计干部队伍,提高内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三是

完善内审制度,坚持以保障和服务为目的,以问题和

风险为导向,以监督和控制为主线,积极推进管理审

计、效益审计、风险控制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多种

审计方式相结合,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提升内部

管理运行的有效性;四是科学制定年度计划和中长

期规划,充分考虑学校发展目标、治理结构、审计资

源、风险状况等因素,做到审计计划科学合理。
(二)加强内审队伍建设

严格内审人员准入制度,内审人员必须做到客

观、公正、诚实、守信,同时,保障内审人员数量,合理

设置审计岗位和职责分工,优化审计流程,防范廉政

和审计风险,提高内审工作效能。支持内审人员参

与国家、省、市审计项目实战训练,多种渠道提高内

审人员的理论素养、业务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努力构建一支政治素质过硬、学历层次较高、知
识结构合理、业务能力精湛、恪守职业道德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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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
(三)加快内审信息化建设

审计质量是内审工作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科技

强审,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学校应坚持以发现问

题和防范风险为导向,以创新技术方法手段为依托,

以增强独立性和客观性为基本原则,加快内审信息

化建设,加强内审质量控制,提高内审效能。学校应

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灵活智能的内审信息系统,审计

信息化平台应与教务、财务、资产等核心部门、重点

领域的数据联通,实时获取学校内部数据,进行实时

监督,尽力解决外部数据共享难、内部信息获取滞

后、内审效率低等诸多问题,实现审计办公自动化,

审计档案电子化,努力提升内审效能。
(四)强化审计整改

审计承担着监督、评价和建议的职能,“审”只是

手段,“改”才是目的。学校应建立审计整改联动机

制、整改督查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推动形成审计整

改长效机制。部门主要负责人应履行整改第一责任

人职责,高度重视审计整改并及时研究落实审计整

改工作,积极采纳审计建议,书面报告整改进度。首

先,应建立审计整改检查工作机制。对审计要求整

改事项实行台账管理,积极探索建立内审约谈、责任

追究和审计结果公开等制度,切实抓好审计移送事

项管理,增强内审的监督效果。第二,加强内审结果

运用。一是把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和整改报告归入被

审计领导干部本人档案,加强内审与纪检监察、组织

人事等其他内部监督力量的协作配合,实现监督信

息共享、监督成果共用、共同问责,形成监督合力;二

是把部门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纳入所在单位领导班

子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的内容,作为领导

班子民主生活会及成员述责述廉的重要内容。
(五)拓展内审业务范围

内部审计是为学校实现教育发展目标而进行的

科学管理活动,高职院校内审部门应从学校决策层

和事业科学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坚持宏观与微观相

结合,努力做到应审尽审,实现财务审计向管理审计

的转变,实现由经济活动向业务活动拓展。

综上,高职院校内审机构需要进一步提升政治

站位,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以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求
真务实的审计指导方针,通过提升内部审计业务的

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切实做到应审尽审、凡
审必严、严肃问责,努力实现审计“治已病”到“防未

病”的最终转型,切实发挥好内审“免疫系统”的预防

功能,提升内审效能,服务于学校改革发展大局,推
动高职院校教育事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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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土界面参数与减载区形状对盖板涵减载效果影响

陶庆东1,2 马楚杰1 李培1 李卓泰1 魏钰明1

(1.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 绵阳 621000;

2.
 

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重庆 400074)

摘 要:为减小高填方盖板涵顶部与底部垂直压力,采用FLAC有限差分软件,研究了涵洞-
填料接触界面参数与涵洞周围减载区几何参数对涵洞减载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1)涵洞未减载

时,盖板涵与侧填土间的竖向摩擦力受接触界面参数影响较小;随着涵顶填土高度的增加,涵洞侧

墙中部与底部的竖向摩擦力随之增加,各填土高度时侧墙与侧填土间的竖向摩擦力分布曲线在0.
7倍侧墙深度处产生交点;(2)已压实和未压实的侧填土产生的竖向摩擦力对底板总垂直荷载的最

大贡献分别为8.64%和6.08%,侧填土未压实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涵洞底部的垂直压力;(3)分析

涵洞减载时的数值结果,提出了一种最优减载区几何形状与尺寸,在最优减载区时,相比于未减载

涵洞,竖向摩擦力减少40%,涵底垂直土压力减少14%;(4)在最优减载区时,对于侧填土压实与未

压实两种情况,减载率在涵顶与涵底均呈现出随着轻质减载材料弹性模量的增加而减小的变化规

律;(5)当轻质减载材料的弹性模量为定值时,侧填土压实情况下涵顶与涵底的减载率大于侧填土

未压实情况下的减载率,呈现出接触界面上的摩擦系数越大,涵顶与涵底的减载率越高;(6)结合最

优减载区几何形状时的减载材料的弹性模量与接触界面参数,建立了涵顶与涵底垂直荷载减载率

的预测拟合方程。
 

关键词:道路工程;刚性盖板涵;数值模拟;垂直土压力;土拱效应;减载率;土石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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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山区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

高填方路段,并在高填方路段底部埋设横穿公路的

涵洞,以供横向排水或车辆行人通行。然而,涵洞上

方路堤填料内部的土拱效应往往会造成涵洞顶部处

于土压力集中状态。为缓解涵洞顶部的土压力集

中,许多学者一直寻求最优最合理的涵洞减载方案。

Marston和Spangler[1]基于涵洞与填料的极限

平衡原理,最早提出了涵洞顶部减载方法,拟合得到

了减载条件下涵顶垂直土压力计算理论。Yoo等[2]

研究发现,涵洞在减载条件下,涵洞顶板和底板的土

压力在降低,而由于侧墙上的竖向向下摩擦力存在,

使底板上的压力大于顶板上垂直土压力和涵洞结构

自重之和。顾安全[3-5]通过在涵顶与涵侧铺设不同

厚度的EPS板,得到了不同铺设方法对涵顶减载效

果的影响,建立了简要的涵顶EPS板减载设计公

式,并发现涵顶EPS板减载方法可以缓解涵洞上方

填土引起的路面不均匀沉降问题,有利于改善涵洞

结构纵向所受的垂直土压力分布不均问题。杨锡武

等[6]通过模型试验验证了涵顶加筋对涵洞减载的有

效性,详细探讨了加筋减载方法的影响因素,并建立

了考虑加筋桥中加筋数量,锚固长度与加筋长度的

加筋设计计算公式。郑俊杰等[7]通过考虑了土工格

栅上部填土的压力作用与格栅下部填土的支撑作

用,基于格栅的受力与变形特性,分析了涵顶格栅减

载的力学机制与格栅受力计算公式。陈保国等[8]通

过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一种新型减载式涵洞的减载

效果,推导了减载后涵顶力学计算方程,验证了新型

减载式涵洞减载的有效性。冯忠居等[9]通过考虑涵

洞顶部铺设EPS板,底部地基处理与复合处理三种

情况,研究了涵顶垂直土压力数值与土压力集中系

数的变化规律,得到了不同填土高度下涵洞的最优

减载方式,随后通过正交试验,确定了影响涵洞顶部

土压力各因素的敏感度。Kim和Yoo[10]研究了土

涵接触界面参数对填土-涵洞力学特性影响,结果

表明,土涵接触参数对涵洞力学响应影响不显著。

然而,在减载条件下涵洞力学体系中,发现沿箱涵侧

墙和相邻边填土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竖向摩擦力。

Junsuk等[11]研究发现,箱涵侧墙与相邻土体之间的

相对运动会产生竖向摩擦力,且涵洞的土拱效应受

侧墙竖向摩擦力与填土压实度的影响。谢永利[12]

等通过离心模型试验与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EPS
板弹性模量、铺设宽度,铺设厚度与地基处理几何尺

寸对减少高填方涵洞纵向不均匀沉降病害的影响,

得到了涵顶EPS板纵向分层铺设时,对于控制涵洞

不均匀沉降效果最佳。张业勤等[13]针对现有涵洞

减载理论中未能充分考虑涵洞与涵侧填土间的竖向

摩擦力问题,推导了涵洞与侧填土间的竖向摩擦力

方程,得到涵洞在减载条件下,不能忽略涵侧的竖向

摩擦力对涵洞受力状态的影响。曹周阳等[14]通过

在高填方盖板涵涵顶净跨内铺设EPS板,推导了盖

板涵净跨内与涵台顶部的垂直土压力方程,结果表

明,涵台顶部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的土压力集中系

数为0.46和1.44,理论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的误

差小于5.1%。马强等[15-17]通过模型试验研究了

不同厚度与不同层数EPS板对刚性管和柔性管的

减载效果,得到了管顶土压力的最佳减载方案和计

算方法;此外,研究了涵洞加筋与注浆加筋减载条件

下涵洞力学特性的变化规律。宋丁豹等[18]研究了

新型减载式涵洞的竖向土压力与水平土压力分布特

性与数值变化规律,得到新型减载式涵洞能在减小

涵顶竖向土压力的同时,有效减小涵洞的水平土压

力。McGuigan等[19]通过离心模型试验与 FLAC
数值模拟方法,对减载条件下的沟埋式箱涵力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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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了研究,确定了涵顶最优可压缩区域的几何

形状,该最优区域的宽度为涵洞宽度的1.2倍,厚度

为涵洞高度的0.5倍。黄笑犬等[20]通过实时监测

铺设EPS板的涵洞顶部垂直土压力,发现EPS板

通过变形协调作用可以显著减小涵顶竖向土压力。

李盛等[21]基于高填方明洞顶面出现的新增结构对

涵洞受力特性的影响,在现有涵洞减载土压力计算

方程的基础上,建立了涵顶加筋材料变形与填土沉

降变形方程,方程中考虑二期荷载的影响因素,进一

步完善了高填方涵洞减载前后涵顶垂直土压力理

论。

由以上涵洞减载方案可以发现,现有的涵洞减

载方案大多采用涵顶铺设EPS
 

板方式进行减荷,更
多的是针对涵顶垂直土压力减载研究,而较少研究

涵洞与填土接触界面的摩擦系数和不同的减载区几

何形状对涵洞底部减载效果影响以及涵侧竖向摩擦

力对涵底垂直荷载贡献率的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的重点是通过有限元数值模拟

方法,详细探讨涵洞侧填土压实度,涵洞与填土接触

界面的摩擦系数和涵洞减载区几何形状对上埋式盖

板涵涵顶,涵底减载效果与涵侧竖向摩擦力的影响,

从而得出涵洞减载条件下,最优减载区的几何形状

以及众多参数(填土高度,接触截面摩擦系数,侧填

土压实情况与轻质减载材料的弹性模量)对涵洞顶

部与底部减载率的影响。

二、减载条件下填土-涵洞-地基受力机理

基于减载条件下填土-涵洞-地基土的相互作

用,建立涵洞的实际受力状况模型[13],如图1所示。

图1中,M1i 是涵洞顶面以上回填土的质量,M22 是

涵洞的质量,M21 和M23 是涵洞两侧填料质量,M3i

为涵洞底面下地基土的质量。K1i,K22,K21,K23

和K3i 是与M1i,M22,M21,M23 和 M3i 对应的刚度

值(K=P/s,
 

P 为荷载,s为变形),Kp 为轻质减载

材料刚度值。τ1 或τ2 是M12 与M11 或M13 之间的

剪应力,即涵顶上方填土内土柱与外土柱间的竖向

摩擦力;τ3 或τ4 是 M22 与 M21 或 M23 之间的剪应

力,即涵洞侧墙与两侧填土间的竖向摩擦力。

未减载情况下,地基刚度 K31=K32=K33,由
于涵洞与邻近填料具有 K22>K21 或 K22>K23 的

关系,必然产生M21 或M23 与M22 相比压缩沉降变

形较大;然而,由于减载条件下,增加了减载材料,使
涵洞顶部的内土柱的总刚度(Kp+K12)小于涵洞邻

近填料的刚度K21 与K23,致使 M21 或 M23 与 M22

相比压缩沉降变形更小,涵顶上方内土柱体的自重

荷载通过τ1 或τ2 传递给涵顶的外土柱体,增加涵

顶外土柱体垂直荷载的同时,减小了涵顶上方内土

柱体的自重荷载,实现涵顶的减载。此时,涵顶的垂

直土压力p 为,

p=p(M12,τ1,τ2) (1)

式中,p(M12,τ1,τ2)表示为垂直土压力p 由

M12,τ1 和τ2 三项共同作用引起,该值小于涵顶上

方减载材料与填料上方内土柱体自重荷载之和。

同时,由于涵洞侧填土上方的垂直附加应力增

加(该垂直附加应力为τ1 或τ2),使涵侧水平土压力

增加,涵侧的竖向摩擦力(τ3 或τ4)随之增加,该摩

擦力的方向竖直向下。由于涵洞与侧填土的竖向向

下摩擦力增加,致使涵洞基底的垂直压力随之增加。

图
 

1 减载条件下填土-涵洞-地基相互作用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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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减载条件下涵侧摩擦力计算

(一)涵顶垂直土压力改进方法计算
 

减载条件下,由于内土柱与外土柱的压力差,在
涵顶平面处将产生附加应力τ1 或τ2,并使内外土柱

产生差异沉降,为统一符号,将τ1 或τ2 统称为

△σv。减载条件下涵洞力学计算模型,如图2所示。

即:

△σv=σs-σp (2)

图2 减载条件下涵洞力学计算模型

  根据弹性力学中,刚性条形基础沉降方法计算

涵洞顶部内外土柱间的沉降差δ,

δ=
△σvωcB(1-v2)

E
(3)

式中:B 为涵洞宽度(m);ωc 为与涵洞的长宽

比(L/B)有关的系数;v 为涵顶填土泊松比;E 为涵

顶填土变形模量平均值。假设σp 和σs 均匀分布,

于是可得

γH(B+2r)=Bσp+2rσs (4)

式中,为涵顶填料高度(m),r为涵洞受力对两

侧填土的影响范围
 [23],并假设r=2B。

由于减载材料的压缩模量更小,所以涵顶内土

柱与外土柱间的沉降差为

δ=
σp

Ep
hp-

2σs+γk(hp+h)
2Ek

(5)

式中:γk 为涵顶外土柱填土重度;Ek 为涵顶外

土柱填土变形模量;Ep 为减载材料的变形模量;h
为侧墙的高度。

由式(2)、(3)、(4)、(5)联合可得:

σs=[5γHBωcI+5γHhpEEk-0.5γk(hp +

h)2EEp]/[5BωcI+(hp+h)EEp+4hpEEk] (6)

σp={5γHBωcI+[5γH+2γk(hp+h)](hp+

h)EEp}[5BωcI+(hp+h)EEp+4hpEEk] (7)

式中:I=(1-μ2)EkEp

(二)涵侧摩擦力计算

根据弹性理论,涵侧静止土压力系数Kh 为,

Kh=
v
1-v

(8)

假设涵侧水平土压力成线性分布,则侧墙顶部

的水平土压力σ0 为,

σ0=Kh(σs+△σv) (9)
侧墙水平土压力随涵侧深度的变化为,

σh(z)=Khγkz+σ0 (10)
式中:z为涵顶平面以下侧墙高度。
因此,涵侧上的竖向摩擦力τ3 或τ4 可统一表

示为τ(z),即

τ(z)=σh(z)μ (11)
式中:μ 为侧墙与填土之间的摩擦系数。联立

式(8)、(9)、(10)、(11)可得:
 

τ(z)=μ
·v
1-v

(γkz+2σs-σp) (12)

(三)基底压力计算

两边受到的侧墙总摩擦力为

f=2∫h
0τ(z)d(z)L (13)

涵洞的平均基底压力为

p=σp+
G+2∫h

0τ(z)d(z)L
BL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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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 为涵洞长度,G 为涵洞重力。

四、数值模拟

(一)工程实例

以四川省某高速公路上埋式钢筋混凝土盖板涵

为例,该盖板涵涵顶西侧填土高度 H=17.185m,
东侧填土高度 H=21.728m,填料为土石混合体,

主要含有页岩、页岩土,部分还含有砂岩、石灰岩,含

石量约为33.1%。

盖板涵采用C30混凝土浇筑,涵洞的净宽度和

净高度均为4.0m,顶板与底部厚分别为0.32m和

0.9m,基础厚为1.0m,有三种长度的涵洞,节段长

度分别为6.0m,5.0m 与4.0m,涵洞节段总长为

90m,如图3所示。

(a)
 

盖板涵立面图(单位:cm)

(b)
 

涵洞结构图(单位:cm)

图3 盖板涵结构图

  (二)模型建立

马强[16,17],马飞[24]等使用数值模拟程序Plaxis
研究了涵洞-土体的接触面参数与涵顶加筋减载对

涵洞受力特性影响。陈保国[8],Osama[25]与黄笑

犬[20]等使用FLAC数值模拟程序研究了刚性涵洞

受力特性与减载机制。李国维[26],王雯璐[27]等使

用ABAQUS数值模拟程序研究了涵顶填土高度与

涵底基础形状对涵洞受力与沉降特性的影响。

基于此,采用能近似模拟土石混合体填料非线

性特性的有限差分软件FLAC,模拟减载条件下地

基-涵洞-填土体系的受力状态,建立的三种不同

减载区几何形状下涵洞的有限元模型,如图4所示。

图4中 涵 洞 宽 度 为 B=4.0m;涵 洞 高 度 为 D=
4.0m;柔性填料厚度根据不同减载区形状参数选

取。模型总高度为40m,填土高度为28m,分层填

筑,每一层填土厚度为2m,地基厚度为8m。约束

有限元模型左右两侧的水平位移,约束模型底部的

水平和垂直位移。

数值模型中,涵洞采用线弹性单元,涵洞-填土

间的界面设置界面滑移单元(interface)模拟,其在

FLAC中表示“胶合界面”,不允许滑动或开缝,只允

许根据指定的刚度(法向刚度kn 和剪切刚度ks),

代表结构和填料的两个平面之间的弹性位移。

根据参考文献[28]建议,采用最大界面刚度值

kn 和ks 被设置为最坚硬相邻区域等效刚度的10
倍。采用此方法估算了界面的法向刚度和剪切刚度

的初步值,通过调整ks 和ks 的大小,得到数值结果

与室内模型试验数据吻合的很好,经多次标定后,两
种刚度值的取值均为kn=ks=5.6

 

G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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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高填方填料—涵洞网格模型

  (三)模型材料

由于山区土石混合体填料应力-应变呈非线性

关系,因此采用 Mohr-Coulomb弹塑性本构模型

模拟填土特性,同时,采用弹塑性本构模型模拟碎石

地基的力学特性。数值模拟所用参数均取自现场试

验与室内试验室结果,具体参数见表1。采用有限

元软件FLAC2D[28],ABAQUS[29]和PlAXIS2D[30]

对涵洞-填土系统进行分析,仅考虑土石混合体填

料含石量P5=30%的情况,其对应的最大单位重量

为21.46
 

kN/m3。在研究分析中使用了SR-M94
(土石混合体填料压实到最大密度的94%,压实度

为94%)作为压实的涵洞侧填料密度,SR-M85(土
石混合体填料压实到最大密度的85%,压实度为

85%)用于未压实的涵洞侧填料密度。
表1 有限元模型的材料力学参数

名称 重度/
 

kN/m3 弹性模量/Mpa 泊松比 粘聚力/
 

kPa 摩擦角/()

填料 21.46 22 0.3 43.5 27.19

减载材料 0.16 1.05 0.05 — —

涵洞 25 30
 

000 0.2 — —

碎石地基 20 35 0.3 0 23

  (四)涵-土接触面单元和接触界面参数

涵洞与周围土体之间的接触面处于完全光滑与

完全粗糙之间,也就是说接触界面是有一定糙率的,

而该糙率就通过强度折减因子Ri 来描述[31]。该因

子将描述接触面强度的物理量和土体强度的物理量

(土体内摩擦角和黏聚力)联系到一起,它们之间的

关系,见式(15)和(16)。

ci=Rintercsoil (15)

tanφi=Rintertanφsoil (16)

式中,ci 和φi 分别为接触界面的黏聚力和摩擦

角;cs 和φs 分别为填料的黏聚力和内摩擦角。当界

面材料完全粘结时,Rinter 取1.0;当界面完全光滑

时,Rinter 取0。在本文的研究中,假设土石混合体填

料与涵洞之间的Rinter 取0.4~0.8[32]。

(五)模型技术验证

为了评估涵洞-填土有限差分软件FLAC建

立的数值模型准确性与真实性,假定盖板涵与相邻

侧墙的 界 面 条 件 为 摩 擦 滑 移 状 态(摩 擦 系 数 为

0.6),回 填 土 高 度 为 18m,分 别 通 过 FLAC,

ABAQUS和PLAXIS软件建立实际涵洞工程模

型,并将三种软件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如图5所

示。在图5中,FLAC、ABAQUS和PLAXIS的涵

顶、涵底垂直土压力和竖向摩擦力分布规律一致,最

大差异小于6%,表明可以通过FLAC数值模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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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洞受力特性进行多参数研究。

图5 PLAXIS、ABAQUS和FLAC的土压力与摩擦力分布比较图

  五、涵洞压力特性影响因素分析

(一)侧填土压实度影响

图6为侧填土压实情况与界面条件对涵底力学

特性影响。由图6可得,涵洞底板上的总垂直压力

为顶板上方填土荷载,侧墙上竖向摩擦力和涵洞自

重荷载的总和,表明涵洞底板上的总垂直压力超过

顶板上方填土荷载和涵洞自重荷载的总和。产生以

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侧墙上产生了竖直向下的竖

向摩擦力,致使涵洞底板总垂直压力值超过了涵洞

上方填土荷载和涵洞自重荷载之和。

图6 侧填土压实情况与界面条件对涵底力学特性影响

  由图6还可以得到,对比未压实的侧填土情况,

侧墙上竖向摩擦力在侧填土压实情况下更大;对于

已压实和未压实的侧填土,竖向摩擦力对底板总垂

直荷 载 的 贡 献 分 别 为 8.1~8.64% 和 5.17~
6.08%。

(二)填料高度影响

由图7可得,随着涵洞顶部填土高度的增加,侧
墙所受水平土压力分布由“竖向凹形”逐渐演变为

“竖向凸形”,其中,水平土压力在侧墙顶部与底部增

加的较少,在侧墙的中下部增加的较多。产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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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侧墙顶部位置(以填土高度为

28m为例),侧填土与侧墙间会产生竖向摩擦力,导
致侧填土的自重与侧填土顶部的垂直附加应力之和

小于侧填土的理论自重,致使实际的土压力小于理

论的静止土压力与主动土压力,并使实际的水平土

压力小于理论的静止水平土压力与主动的水平土压

力;随沿侧墙深度的增加,竖向摩擦力增长缓慢,且

在侧墙0.7倍深度处,竖向摩擦力出现了反转,使侧

填土的自重接近于理论静止土压力,此时实际水平

土压力介于静止土压力与主动土压力之间;当沿侧

墙深度接近于侧墙底部时,由于侧填土下地基的垂

直反力,使侧填土产生的实际垂直向下荷载小于侧

填土的理论自重荷载,使侧墙底部的实际水平土压

力减小,并更接近于主动土压力。

图7 填土高度对侧墙土压力与竖向摩擦力影响

  (三)接触界面条件影响

图8为涵洞与填土接触界面条件对涵洞侧墙竖

向摩擦力影响曲线。由图8可得,在盖板涵顶部填

土高度一定时,对于侧墙两侧压实的土石混合体填

料,随着涵洞与填土接触界面上的摩擦系数的变化,

即粘结滑移和摩擦滑移(摩擦系数μ 等于0.4、0.6
与0.8)条件下,涵侧竖向摩擦力变化较小。表明涵

洞在未减载情况下,涵-土接触界面条件对涵洞竖

向摩擦力传力体系响应影响不显著,该数值结果与

文献[10][33]的研究结果一致。

图8 界面条件对涵洞侧墙竖向摩擦力影响

  六、涵洞土压力集中系数

(一)涵洞顶板上的土压力集中系数

通常,涵洞底板上的压力是通过将顶板上的垂

直土压力和涵洞结构自重相加计算得到,这可能会

导致涵洞地基设计不保守。因此,在计算盖板涵的

垂直土压力设计或地基承载力设计时,应考虑竖向

摩擦力的作用。通过不同的数值模拟工况,基于填

方高度与涵洞宽度的比值,得到了涵洞顶部与涵洞

底部的土压力集中系数。涵洞顶板上的土压力集中

系数可采用五次多项式进行拟合,如图9所示,具体

拟合公式见式(17)与式(18)。

  1.
 

侧填土压实情况下,
 

Fe=0.0009(H/B)5-0.0202(H/B)4+0.173(H/B)3-0.7093(H/B)2+1.3554(H/B)+1.569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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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侧填土未压实情况下,
 

Fe=0.0008(H/B)5-0.0176(H/B)4+0.1453(H/B)3-0.5726(H/B)2+1.063(H/B)+1.6828
(18)

图9 涵洞顶板上的土压力集中系数变化规律

(二)涵洞底板上的土压力集中系数

涵洞底板上的土压力集中系数可采用三次多项式进行拟合,如图10所示。具体为:

1.
 

侧填土压实情况下

Fe=0.0019(H/B)3-0.0337(H/B)2+0.0337(H/B)+1.4802 (19)

2.
 

侧填土未压实情况下

Fe=0.0031(H/B)3-0.0506(H/B)2+0.2924(H/B)+1.4802 (20)

图10 涵洞底板上的土压力集中系数变化规律

  七、减载体系对涵洞力学特性影响

(一)减载区几何形状对涵洞受力影响

减载区的几何结构由三个参数控制:宽度 W,
高度hs,涵洞顶部到减载区底部的距离 H0。Mar-
ston和Spangler[1],和 Vaslestad等[34]建议传统的

涵洞减载区几何形状中,取Hc/D 为0.1,EPS板减

载材料与涵洞宽度比为1~1.2,传统的涵洞减载区

几何形状,如图11(a)所示。

Kim和 Yoo[10]分析了减载区几何形状Ⅱ(图

11(c))和Ⅲ(图11(d))所示的减载区几何形状对涵

洞力学特性的影响。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与未减载涵洞力学特性相

比,涵洞顶板上的荷载减少了,但减小值未全部转移

到涵洞底板上,涵洞侧墙上产生的竖向摩擦力了明

显增加,而该竖向摩擦力会增加涵洞底板上的垂直

荷载。为能减小涵洞侧墙上的竖向摩擦力,采用了

一种新型减载区几何形状,如图11(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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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传统的涵顶减载区几何形状      (b)
 

涵顶减载区几何形状
 

Ⅰ

  

(c)
 

涵顶减载区几何形状Ⅱ      (d)
 

涵顶减载区几何形状Ⅲ
图11 涵顶减载减载区形状与尺寸布置图

  图12比较了减载区几何形状Ⅰ,Ⅱ和Ⅲ的影响

(未减载条件下涵洞的受力特性,见图6)。从图12
中可以看出,相比于减载区几何形状Ⅰ,减载区几何

形状Ⅱ和Ⅲ时,涵洞底板上总垂直荷载更大。这是

由于减载区几何形状I对应的涵洞侧墙上竖向摩擦

力减小值补偿了顶板上较大的垂直土压力荷载,致
使减载区几何形状I时,涵底上的垂直压力更小。

可以发现,与未减载涵洞力学特性相比,涵洞顶板上

的荷载有所减少,但减小值未全部转变为涵洞底板

上垂直荷载的减小,涵洞侧墙上产生的竖向摩擦力

有了明显增加,而该竖向摩擦力会增加涵洞底板上

的垂直荷载。

由图12还可看到,涵侧填土压实时,减载区几何

形状Ⅰ,Ⅱ和Ⅲ对应的竖向摩擦力对底板总垂直土压力

的贡献率分别为18.25~18.53%,51.76~51.88%和

44.19~45.04%;涵侧填土未压实时,竖向摩擦力对

底板总垂直土压力的贡献率分别为18.39~20.36%,

51.78~52.03%和44.68~45.33%。结果表明,减载

条件下,涵洞竖向摩擦力对底板总垂直土压力的贡献

率大于涵洞未减载的情况。

(a)减载区几何形状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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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减载区几何形状Ⅱ

(c)减载区几何形状Ⅲ
图12 不同减载区几何形状时涵底垂直压力的组成

  图13对比了减载区几何形状Ⅰ型、Ⅱ型和Ⅲ型

时涵洞侧墙竖向摩擦力的分布曲线。如图13所示,

几何形状Ⅰ的竖向摩擦力比几何形状Ⅱ和Ⅲ的小得

多;几何形状I对应的侧墙竖向摩擦力,受土-涵接

触界面参数的影响较小,而Ⅱ型和Ⅲ型软区几何形

状时,竖向摩擦力受土-涵接触界面参数影响较大。

图13 侧墙水平土压力与竖向摩擦力受界面条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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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减载区几何形状对涵洞减载率影响

为研究不同减载区几何形状时,涵洞与侧填料

间的接触界面条件对涵顶与涵底土压力系数的影

响,计算得到了减载区几何形状为Ⅰ,Ⅱ和Ⅲ情况

下,涵顶与涵底土压力系数曲线,见图14~图15。

由图14和图15可得,减载区几何形状Ⅰ在减

小涵洞底板垂直土压力方面比减载区几何形状Ⅱ和

Ⅲ更有效。从前文图6-8中可以发现,在减载区几

何形状Ⅰ中,竖向摩擦力对底板上总土压力的贡献

率很小,相比于未减载涵洞,减载区几何形状I时竖

向摩擦力减少40%,涵底垂直土压力减少14%。产

生以上现象的原因是:(1)随着填土高度的增加,涵
侧的填土荷载随之增加,导致侧墙上的竖向摩擦力

增加,致使涵洞顶部出现的土压力减小值不会全部

转移到地基上的垂直荷载减小;(2)与此同时,由于

减载区几何形状Ⅰ时,涵洞两侧均有减载材料,在水

平压力作用下,减载材料会通过压缩变形抵抗部分

水平土压力,减小了传递至侧墙上的水平土压力,致
使侧墙上的竖向摩擦力减小。以上结果表明,涵洞

减载设计中不能忽视填料-涵洞接触界面上摩擦系

数的影响。

由图14还可得到,减载区几何形状Ⅰ时,顶板

上的垂直土压力减载率大约为Ⅱ和Ⅲ减载率的

46.02%~60.20%与57.8%~64.55%。由图6-
14可得,减载区几何形状I对基底上的土压力减载

率分别比Ⅱ和Ⅲ时大6.2%~388.68%与2.5%~
290%。由于顶板所受的垂直土压力受涵洞侧墙上

的竖向摩擦力影响较小,因此,未考虑侧墙摩擦力对

涵顶减载区形状选择的影响。

图14 涵顶垂直土压力减载率与摩擦系数关系

图15 涵底垂直土压力减载率与摩擦系数关系

  由图15可得,作为涵洞设计控制值的底板上垂

直压力在Ⅰ中明显小于Ⅱ和Ⅲ。证明了减载几何区

I的优良性质,同时,从图10可以看出,轻质减载材

料的总面积约为几何Ⅱ的一半,减载材料用量节省

明显。

由于减载区几何形状Ⅱ和Ⅲ的区别在于涵顶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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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区宽度,因此将以上两类减载区归结为一种,即减

载区几何形状Ⅳ,该减载区参数仅与减载区宽度有

关。

  

(a)
 

涵顶垂直土压力减载率与减载区宽度关系     (b)
 

涵底垂直土压力减载率与减载区宽度关系

图16 减载区宽度与摩擦系数对涵洞减载率的影响曲线

  如图16(a)所示,不同减载区几何形状时,土-
涵接触界面为粘结滑移(摩擦系数μ=1)情况下,涵
顶与涵底对应的减载率均大于接触界面为摩擦滑移

(摩擦系数μ=0.6)的情况。不同减载区几何形状

时,减载区宽度大于B+t以后,涵顶的减载率随之

降低。

如图16(b)所示,对于涵底,当为减载区Ⅰ时,

涵底减载率最大值为24.4%,对应的涵顶减载区宽

度为B+t;对于减载区Ⅳ,涵底减载率最大值为

21.25%,对应的涵顶减载区宽度为B+3t,结果表

明,增加涵洞顶部的减载区宽度不能进一步降低涵

底的垂直土压力。

因此,基于轻质减载材料用量与涵底压力减载

率,选择减载区几何形状I,减载区宽度为B+t的情

况,作为涵洞减载的最优减载区几何形状与尺寸。
(三)减载材料弹性模量对涵洞减载率影响

在确定了最佳减载区几何形状后,分析轻质减

载材料的弹性模量(Es)对涵 洞 减 载 率 的 影 响。

McAffee和Valsangkar[35]报道称,轻质材料的模量

范围从345
 

kPa(泡沫塑料)到2756
 

kPa(成捆的干

草)。假设轻质材料的弹性模量(Es)介于345~
2756

 

kPa之间,轻质材料的泊松比为0.05。不同轻

质材料的弹性模量(Es)时,涵顶与涵底的减载率随

轻质减载材料的弹性模量的变化曲线,如图17~图

18所示。

  

  (a)涵侧填土压实时涵顶的减载率       (b)涵侧填土未压实时涵顶的减载率

图17 涵顶减载率与减载材料弹性模量关系曲线

  由图17可得,轻质减载材料的弹性模量是影响

涵洞减载率的主要参数。由图17(a)可得,当涵侧

填土压实条件下,随着轻质减载材料的弹性模量的

增加,涵顶垂直土压力减载率随之减小,主要原因

是,当轻质减载材料弹性模量增加时,在涵顶上方填

土荷载作用下,涵顶内土柱的减载材料的垂直压缩

变形与外土柱填土的压缩变形差异值减小,致使减

载率降低。

由图17(a)还可得到,土-涵接触界面的摩擦

系数越大,减载率越低,主要原因是土涵接触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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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摩擦系数越大,涵洞侧填土与涵洞产生的垂直差

异沉降越小,减载效果就越不明显。由图17(b)可
得,当涵侧填土为未压实时,涵顶减载规律与涵侧填

土压实时保持一致。由图18可得,涵底减载率与减

载材料弹性模量关系和涵顶相似。

  

(a)涵侧填土压实时涵底的减载率      (b)涵侧填土未压实时涵底的减载率

图18 涵底减载率与减载材料弹性模量关系曲线

  对比图17(a)与图18(a)可以得到,涵侧填土压

实情况下,涵顶的减载率大于涵侧填土未压实的情

况。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是,涵洞顶部实现减载的

方式是涵顶上方内土柱的填土垂直沉降值大于涵顶

上方外土柱的填土垂直沉降值,沉降差值越大,减载

率越大。

对比涵侧填土压实情况,涵侧填土未压实情况

下,随着涵洞上方外土柱填土高度的增加,涵侧填土

的垂直沉降位移增加,导致涵顶上方内土柱的填土

垂直沉降值与涵顶上方外土柱的填土垂直沉降值差

值减小,使涵洞顶部减载率降低。
(四)涵洞减载率拟合公式

根据从数百个有关土石混合体填料假设模型收

集的数据进行自定义拟合曲线回归,建立了减载区

几何形状I中,顶板与底板压力荷载减载率的方程

为式(21)~式(22)和式(23)~式(24)。由于涵洞与

填料界面处的相互作用对底板的总荷载具有相当大

的影响,该影响程度取决于假定的摩擦系数,因此将

摩擦系数对涵洞荷载的影响纳入了所提出的涵洞荷

载减载率方程中。

1.
 

涵洞顶板拟合方程:
(1)R=ae

-0.0005Es(侧填土压实) (21)

a=14.187μ2-49.177μ+111.07
(2)R=be

-0.0006Es(侧填土未压实) (22)

b=-12.024μ2-9.208μ+91.998
2.

 

涵洞底板拟合方程:
(1)R=cln(Es)+d(侧填土压实) (23)

c=-5.4475μ2+7.228μ+23.487
d=-28.721μ2+24.471μ+198.97
(2)R=kln(Es)+p(侧填土未压实) (24)

k=-3.915μ2+5.265μ+23.65

p=-16.56μ2+8.2785μ+194.86
式中,R 为荷载减载率,%;Es 为轻质减载材料

弹性模量,kPa;μ 为摩擦系数(μ=1对应于粘结滑

移界面;μ=0.6~0.8对应于摩擦滑移界面)

因此,减载区Ⅰ情况下,涵洞顶部与底部的土压

力集中系数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Fei=Fe(1-R/100) (25)

其中,Fei 为减载区Ⅰ情况下涵洞顶部与底部

的土压力集中系数,Fe 为式(17)~(20)计算的未减

载条件下涵洞顶部与底部的土压力集中系数。

八、结论

基于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对高填方盖板涵在

未减载与减载条件下,涵顶与涵底的垂直土压力进

行了分析,考虑了涵土接触界面参数与减载区几何

形状对涵顶、涵底土压力减载率的影响,得到如下主

要结论:
(1)在涵洞未减载情况下,侧填土压实和未压实

时,侧墙上的竖向摩擦力对底板总垂直土压力的贡

献率分别为8.1~8.64%和5.17~6.08%。在涵洞

减载区几何形状Ⅰ中,压实侧填土与非压实侧填土

时,竖向摩擦力对底板总垂直土压力的贡献率分别

为18.25~18.53%和18.39~20.36%。减载条件

下,涵侧的竖向摩擦力明显高于未减载条件的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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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因此,在确定涵底地基承载力设计时,应考

虑土-涵接触界面条件的影响。
(2)当在涵洞周围设置减载区时,随着填土高度

的增加,各减载区对应的涵顶与涵底荷载的减载率

随之增加。减载区几何形状Ⅰ时顶板的土压力减载

率约 为 Ⅱ 和 Ⅲ 减 载 率 的 46.02% ~60.20% 与

57.8%~64.55%;减载区几何形状Ⅰ对底板的土压

力减载率分别比Ⅱ和Ⅲ减载率大6.2%~388.68%
与2.5%~290%。

(3)通过综合考虑涵顶与涵底荷载的减载率、减
载区的几何面积,得到减载区几何形状I为最优的

减载区形式,其对涵顶与涵底的减载率最大,能最大

限度地减少了减载区轻质材料的面积。
(4)当涵侧填土压实条件下,随着轻质减载材料

弹性模量的增加,涵顶垂直土压力减载率随之减小;

当轻质减载材料的弹性模量相同时,土-涵接触界

面的摩擦系数越大,减载率越低;对比涵侧填土未压

实的情况,涵侧填土压实情况下涵顶的减载率更大。
(5)减载条件下,涵-土接触界面条件对涵洞顶

部与底板所受垂直荷载有重要影响,因此将轻质减

载材料的弹性模量与土涵接触界面参数纳入到涵顶

与涵底土压力减载率计算中,从而建立了与减载区

几何形状I相关的涵洞顶板与底板垂直荷载减载率

回归方程。
(6)由于轻质减载材料的力学特性与土石混合

体填料有很多差异,且施工中可能采用多种不同埋

设或填筑形式,为保证减载区轻质减载材料的几何

尺寸与几何形状,需严格把关施工质量,实施严格的

施工管理,并进行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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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公路嵌岩群桩竖向承载特性有限元分析

王 波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逐年提升,2020年预计到达2.7万亿,

其中公路固定资产投资预计达1.5万亿。大量的公路建设项目将逐步向山区深入,这就对山区公

路,尤其是山区高速公路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由于在山区受到地形、地质、水文等条件的限制,

因此桥梁穿越陡坡地段出现较多,相比于平原地区,位于陡坡区域的桩基在受力、边界条件以及使

用功能方面存在较大特殊性,因此对陡坡嵌岩群桩竖向荷载作用下承载特性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

意义。本文利用有限元数值模拟分析,对嵌岩群桩的竖向承载特性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在实际工程

中达到推广应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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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a
 

large
 

number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projects
 

will
 

gradually
 

go
 

deep
 

into
 

mountainous
 

areas,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highway
 

engineering
 

construc-
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paper,
 

the
 

vertical
 

bearing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socketed
 

pile
 

group
 

are
 

studied
 

by
 

finite
 

element
 

numerical
 

simulation.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errain,
 

geology,
 

hydrology
 

and
 

other
 

conditions
 

in
 

mountainous
 

area,
 

there
 

are
 

many
 

bridges
 

crossing
 

the
 

construction
 

section
 

of
 

steep
 

slope.
 

Compared
 

with
 

the
 

plain
 

area,
 

the
 

pile
 

foundation
 

in
 

steep
 

slope
 

area
 

has
 

its
 

particularity
 

in
 

stress,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service
 

function,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bearing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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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对基础

设施的投资不断加大,这其中公路建设项目的投资

比重超过50%,另外我国山区总面积占到国土面积

的70%左右,因此对山区公路的设计和施工就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山区因其具有较为复杂的地形、地
质、水文条件,在进行山区公路的设计时,除了满足

相应的线性技术指标要求外,同时还需注重保护施

工区域的生态环境,因此在设计中,大量出现桥梁穿

越陡坡地区,由于大直径、中长、超长嵌岩桩基具有

承载力高、稳定性好,沉降较小等优势,因此被大量

的用于穿越陡坡地段的桥梁结构中[1-2]。相比于平

原地区的桩基,陡坡地段嵌岩桩基在受力、边界条件

以及使用功能上存在极大的特殊性,加之嵌岩桩基

受到地形等条件的限制无法进行原位试验,国内外

的专家学者对嵌岩桩基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承载特

性研究仍然处于理论分析,且没有较为系统的理论

研究,因此对嵌岩桩基的竖向承载特性进行研究就

尤为必要。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3-6],通过 Marc
有限元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以嵌岩群桩桩距、桩
径以及桩长作为主要参数,对其变化时群桩的竖向

极限承载力和承载力变化情况进行研究,对研究山

区公路嵌岩桩基的竖向承载特性具有较高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1 有限元模型建立

1.1 建立有限元几何模型

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单桩几何模型采用桩侧向

土体宽度为20米,桩底部土体厚度为8米;对于群

桩,由于考虑到群桩效应对桩竖向承载的影响,在桩

侧从承台边缘向外延长15倍桩径,深度方向自桩底

部向下增加5倍桩径。

1.2 建立有限元本构模型

在固体力学中,表征物体或结构变形与受力的

关系。可分为线性(弹性体)本构关系与非线性(非
弹性体)本构关系两类。前者在简单情况下即为应

力-应变关系,应力分量与应变分量之间存在着一

一对应的函数关系;而后者则复杂得多,一般天然岩

石的本构关系均属于此类。

嵌岩群桩基础在桥梁上部结构荷载作用下,通
常先是周围土体出现破坏继而影响桥梁的正常使用

功能,此时桩与承台尚处于弹性变形阶段[7],因此桩

身与承台的有限元本构模型应采用线弹性本构模

型,对桩周围土体则采用非线性即弹塑性本构模型,

采用适用于岩土材料的 Mohr-Coulomb准则进行

分析,表达式见式1。

τn=C-σntanφ 式1
式中:τn—平面剪应力;

C—土体粘聚强度;

φ—内摩擦角;

σn—平面正应力。

2 计算工况

考虑到群桩效应对嵌岩群桩竖向荷载作用下的

影响,故采用桩距、桩径、桩长来分析在变化时对群

桩竖向荷载承载特性产生的影响。查阅相应技术规

范标准可知,群桩中心距不得小于2倍桩径,在进行

有限元分析时,采用边长为25米的正方形承台,9
根单桩组成的群桩基础,桩距为3倍桩径,具体计算

工况见表1。

表1 群桩承载特性计算工况

分析因素 影响因素

桩距S(m) 桩径D(m) 桩长L(m) 桩数N

3.0D 3.5D 4.0D 2.5 50 9

桩径D(m) 桩距S(m) 桩长L(m) 桩数N

2.0 2.5 3.0 7.5 50 9

桩长L(m) 桩距S(m) 桩径D(m) 桩数N

30 50 70 7.5 2.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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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数值模拟与结果分析

嵌岩群桩竖向承载特性主要受桩距、桩径和桩

长等参数的影响,因此在有限元分析时,采用控制变

量法对桩距、桩径和桩长在单一参数改变下,群桩竖

向极限承载力和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有限元数值模

拟结果见表2。

表2 有限元数值模拟结果

桩距

S(m)
桩径

 

D(m)
 

桩长

L(m)
桩数

N
竖向极限承载力

p(kN)
极限承载力增加值

△p(kN)
极限承载力变化

(%)

3.0D
3.5D
4.0D

2.5 50 9
92463
97135
100692

0
4672
8229

0
5.1%
8.9%

7.5
2.0
2.5
3.0

50 9
88631
92463
97023

0
3832
7052

0
4.3%
9.5%

7.5 2.5
30
50
70

9
84735
92463
96869

0
7728
12163

0
9.1%
14.4%

  3.1 桩距变化数值分析

当采用9根单桩组成群桩,桩径取2.5m,桩长

取50m时,对群桩进行竖向荷载作用下承载力有限

元分析,得到桩距变化对竖向极限承载力影响变化

情况见图1。

图1 桩距对群桩竖向极限承载力变化影响

  由表2分析可知,在桩径、桩长以及桩数固定的

情况下,随着群桩桩距的增加,群桩竖向极限承载力

呈增加趋势,当桩距由3.0D增加到3.5D时,极限

承载力增加了4672kN,增加量5.1%;当桩距增长

至 4.0D 时,群 桩 竖 向 极 限 承 载 力 增 加 至

100692kN,与3.0D桩距相比,极限承载力增加了

8229
 

kN,增加量8.9%。但从图1可知,当桩距增

加至3.5D后,群桩极限承载力增加幅度变缓,这是

由于当桩距增加到一定幅度时,土体应力集中不明

显,群桩效应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3.2 桩径变化数值分析

当采用9根单桩组成群桩,桩距取7.5m,桩长

取50m时,对群桩进行竖向荷载作用下承载力有限

元分析,得到桩径变化对竖向极限承载力影响变化

情况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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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桩径对群桩竖向极限承载力变化影响

  由表2、图2分析可知,当桩距、桩长及桩数取

值固定时,随着桩径的增加,群桩竖向极限承载力基

本呈正比例线性关系,相比于桩径为2.0m时,桩径

增加至2.5m、3.0m时,竖向极限承载力分别增加

了 3832kN 和 7052kN,增 加 量 分 别 为 4.3% 和

9.5%。这是由于随着桩径增加,单桩极限承载力明

显增加,同时,桩周土体与桩作用面积增大,使得单

桩之间相互作用更为明显,在群桩效应作用下,群桩

极限承载力也随之增加。

3.3 桩长变化数值分析

当采用9根单桩组成群桩,桩距取7.5m,桩径

取2.5m时,对群桩进行竖向荷载作用下承载力有

限元分析,得到桩长变化对竖向极限承载力影响变

化情况见图3。

图3 桩长对群桩竖向极限承载力变化影响

  由表2、图3分析可知,群桩的竖向极限承载力

随桩长的增加呈正比关系,当桩长从20m 增长到

50m时,极限承载力增幅 达7728
 

kN,增 长 量 为

9.1%;但随着桩长增加至70m 时,与桩长50m 相

比,极限承载力增加量仅为5.3%,极限承载力增幅

出现拐点,增长变缓,这说明通过增加桩长来提高极

限承载力存在不经济的情况。

4.结论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近年来对于嵌岩群桩竖向荷

载作用下承载特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元模拟

分析,从群桩桩距、桩径、桩长等不同影响因素下对

嵌岩群桩的极限承载力进行研究分析。通过有限元

数值模拟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群桩基础在桩距增加时,其竖向极限承载力

呈增加趋势,但当桩距增加到一定幅度后,极限承载

力增长变缓,增长量分别为5.1%和8.9%,桩底土

体应力集中不明显;
(2)在桩径增加时,竖向极限承载力随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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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桩径为2.0m 时,桩径增加至2.5m、3.0m
时,竖 向 极 限 承 载 力 分 别 增 加 了 3832kN 和

7052kN,增加量分别为4.3%和9.5%。这是由于

随着桩径增加,桩周土体与桩作用面积增大,使得单

桩之间相互作用更为明显,在群桩效应作用下,群桩

极限承载力也随之增加;
(3)群桩的竖向极限承载力与桩长呈正比例关

系,桩长的增加可以提高群桩竖向极限承载力,但增

加到一定幅度后,承载力增加变缓,这说明增加桩长

来提高极限承载力是不经济的;
(4)在陡坡嵌岩群桩进行设计计算时,有限元数

值模拟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将为山区陡坡地段嵌岩

群桩提供设计计算依据,以达到应用于实际工程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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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言

超级电容器又称超大容量电容器或者电化学电

容器,是一种新型的储能器件,其能量密度是常规电

容器的100倍以上,功率密度是普通电池的几十倍

甚至几百倍,具备环境友好与免维护等优点,在智能

电网、国防军工、电动汽车、电子信息和仪器仪表等

领域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4]。
 

电极材料作为决定超级电容器性能的决定性因

素,是目前研究的重点。按电极材料分类,超级电容

器可分为碳电极电容器[5]、金属氧化物电容器[6]和

导电高分子电容器[7-10]三类,以聚苯胺为代表的导

电聚合物作为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料时,主要是通

过在电极表面形成可逆的氧化还原反应来完成储能

过程,聚苯胺电极材料在储能过程中,整个体相均发

生了氧化还原反应,所以同C电极相比,其单电极

的比电容量可达到400F/g,远大于水系中C电极材

料和金属氧化物材料的比电容量(200F/g),但由于

聚苯胺本身导电能力较差,所以很大程度影响了其

作为电池材料的功率特性和循环性能。
 

本项目针对如何提升电极材料的比容量这一关

键问题,将聚苯胺与石墨烯材料[11-13]复合,通过在

石墨烯电池材料表面原位聚合生成PANI,在碳表

面形成一层均匀的包覆层,从而改善聚苯胺一次颗

粒的形貌与分散度,起到控制离子嵌入路径,从而提

高循环性能的目的。对于复合电极材料,碳材料在

其中所占比例较小,其电容量的贡献主要来自于聚

苯胺,但由于石墨烯的高导电性,可以有效改善纯

PANI电极材料的导电性,同时有效改善PANI在

碳表面的形貌与聚集状态,有利于离子的反复嵌入,

在确保高比电容量的同时提升材料的循环性能,从
而制备出可有效用于超级电容器的高容量、高功率

特性及高循环性能的电极材料。
 

2 实验

2.1 石墨烯/PANI电极材料的原位制备

将制备的石墨烯(重量比5%)用20%HNO3
(长沙湘科精细化工厂,分析纯)反复清洗,过滤洗涤

直至洗水呈中性后,将苯胺单体和过硫酸铵分别加

入100ml的1
 

mol/L盐酸溶液中,搅拌均匀后,将

石墨烯加入PANI单体和盐酸的混合溶液,同时加

入少量乙醇,超声分散0.5h,使石墨烯完全在PANI
溶液中弥散分布。然后转入冰浴中搅拌,温度控制

在4℃以下,同时缓慢滴入溶解了过硫酸铵的盐酸

溶液,控制反应时间为5小时,过滤沉淀物,先用去

离子水洗至中性,再用丙酮洗去其中未发生反应的

残余物质,滤饼在60℃干燥24小时,研磨分散后备

用。样品编号PANI-C,同时与不添加石墨烯的情

况下制备纯PANI材料进行对比,除不添加石墨烯

材料之外,其他实验条件与复合材料制备方式相同。

采用JSM-5600LV型扫描电镜仪和Carl
 

Zeiss
 

Irts
 

Libra200透射电子显微镜对所制备的电极材料进

行微观形貌分析。

2.2 电极制作与模拟电容器组装

将所制备的聚苯胺材料、纳米碳黑、PTFE以

8:1:1的质量比混合均匀,混合过程中加入少量的

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然后水浴加热破乳一段时

间,制成粘稠状浆料。将浆料在对辊机上反复碾压

成具有一定强度的的薄片(厚度为1
 

mm左右),再
冲压成面积为0.785

 

cm2 的单个电极片,其质量在

8~15
 

mg之间。将两片聚苯胺电极片分别做正、负
极,中间夹一层玻璃纤维隔膜,以1

 

mol/L的硫酸

溶液上海辰华CHI660E电化学工作站做电解液,组
装成 三 明 治 式 的 超 级 电 容 器 样 品。上 海 辰 华

CHI660E电化学工作站测试聚苯胺复合材料的电

化学性能。

3 结果与分析

3.1 石墨烯材料的结构表征

图1是热还原法制备的石墨烯样品的SEM
图,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相互分离的石墨烯片层结

构,但由于石墨烯片层间分子力的作用,从图中仍然

能看到石墨烯片层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团聚现象。图

2是不同放大倍数下石墨烯的透射电镜照片,从图

中可以看到石墨烯被充分剥离成片状结构,表面光

滑平整,呈透明褶皱状。从图中可以看到由于石墨

烯的表面能较大,为了达到热力学稳定状态石墨烯

的表面发生本征的褶皱或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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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石墨烯材料的扫描电镜图        图2 石墨烯材料的透射电镜图

  3.2 石墨烯/PANI及纯PANI电极材料的微

观形貌

采用普通化学聚合法制备PANI电极材料的微

观形貌如图3所示,从图3
 

可以看出,所制备的PA-
NI电极材料产物成颗粒状,在溶液聚合中所形成的

一次颗粒表现为不规则的类球型,粒径不均匀,呈紧

密团聚的趋势,一次颗粒间的空隙很小,颗粒表面呈

现出不规则的针状结晶,这主要是由于阳离子基引

发的链增长过程是一个自加速过程,链生长的过程

非常迅速,卷绕缠结的聚苯胺链很快在溶液母体中

形成晶核,这种相互缠绕的状态阻碍了聚苯胺颗粒

的长大,所以在微观形貌上表现为由不规则的一次

颗粒紧密团聚的形态。

    

(a)                    (b)

图3 普通化学聚合法制备PANI的SEM图谱

  采用石墨烯原位复合法制备的PANI-C的微

观形貌结构如图4所示,从图4可以看出,当在化学

聚合过程中加入少量的石墨烯时,所制备的PANI
电极材料的一次颗粒表现为均一的类球型,且粒径

分布均匀,一次颗粒间的孔隙较大,分散性较好。这

是由于苯胺在聚合过程中,由于溶液中存在大量悬

浮的具有高比表面的石墨烯,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

苯胺会在石墨烯的表面优先成核和生长,形成一层

均匀的包覆层,从而使所制备的石墨烯/PANI复合

电极材料具有均一的形貌。

    

(a)                    (b)

图4 原位合成石墨烯/PANI的SEM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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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石墨烯/PANI复合电极材料的恒流充放

电特性

不同不同形貌结构的PANI电极材料的恒流充

放电曲线如图5所示,对比三条充放电曲线可以发

现,PANI-C的放电时间比纯PANI电极材料的放

电时间更长。电极的比电容量根据放电曲线按式1
和式2计算。

C=(2×I×t)/(w×△E)
 

(1)

R=△V/2△i
 

(2)
         

其中I
 

是放电电流,t是放电时间,w 是单电极质

量,△E 是放电的电压降,不包括由ESR造成的压降区

间。由于电容器可以看成是两片单电极电容串联而

成,所以计算单电极的比电容量时要乘以参数2。

通过恒电流放电曲线的斜率计算出采用普通化

学聚合法制备的纯PANI与石墨烯/PANI复合电

极材料在2mA 恒电流放电时的比电容量分别为

412F·g-1、434
 

F·g-1。由于在充放电过程中,聚
苯胺材料内部发生了快速可逆的法拉第赝电容反

应,这种电化学反应是发生在材料的整个三维立体

结构中而非仅仅局限材料的表面,因而其储存的能

量远大于仅靠表面双电层机理储能的碳材料(100-
200F·g-1)。

图5 不同形貌结构PANI电极材料的充放电曲线

  图5中充放电曲线上垂直段的电压降代表了超

级电容器的等效串联内阻,这包括了离子的扩散阻

力、聚苯胺颗粒间的接触电阻、聚苯胺本身的电阻

(与掺杂度相关),以及电极和集流体之间的接触阻

抗。通过图5中放电曲线垂直段的电压降计算PA-
NI电极材料的内阻,普通化学聚合法制备的聚苯胺

电极材料的内阻值为13.3Ω/cm2,而PANI-C的

内阻为5
 

Ω/cm2。

3.3 石墨烯/PANI复合电极材料的循环性能

不同形貌结构PANI电极材料的500次循环充

放电曲线如图6所示,充放电电流为10mA/cm2。

可以看到,普通化学聚合法制备的聚苯胺电极的循

环性能很差,150次循环容量就几乎衰减了50%;而

PANI-C电极表现出理想的循环性能,
 

比容量在

最初100次循环内稍有下降,之后随着充放电次数

的增加基本保持不变,在500次循环过程后容量衰

减不到4%。

图6 不同形貌结构PANI电极材料的循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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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苯胺电极的循环稳定性是与材料的微观形貌

与结构密切相关的。对聚苯胺电极材料,比电容量

的快速衰减主要是由较大电极内阻造成的。由于普

通化学聚合法制备的聚苯胺电极材料为多层次不规

则颗粒形貌,颗粒与颗粒之间、片层与片层之间有紧

密团聚趋势,颗粒间孔隙很小,因而对电解液的渗入

和充放电过程中离子的嵌入/脱出形成困难;同时,

大尺寸颗粒导致离子扩散距离长、极化阻抗高,这些

因素都会导致高分子骨架上的氧化还原位在多次循

环后难以保持稳定,从而循环性能较差;

对于PANI-C,均一分散的石墨烯材料不仅有

效的改变一次颗粒的形貌,缩短离子扩散距离,而且

能够紧密的与PANI粘覆在一起减少接触阻抗,
 

促

进高分子链呈有序的定向排列,更有利于离子的扩

散迁移、嵌入/脱出以及电解液的浸入,因此表现出

较好的循环性能。

4.
 

结论

(1)以苯胺单体为前驱体,以(NH4)2S2O8 为氧

化剂,采用普通化学聚合、原位聚合制备了石墨烯/

PANI复合电极材料及纯PANI电极材料。与采用

普通化学聚合的PANI电极材料相比,采用石墨烯

复合的PANI电极材料一次颗粒粒径均匀且分散良

好,PANI材料微观形貌的改善将更有利于电解液

的渗入和电解液中离子的嵌入和脱出。
(2)石墨烯/PANI复合电极材料比纯PANI电

极材料有着明显的性能改进,在2mA的放电电流

下,所制备的PANI-C复合电极的最大比电容量

达到434F/g
 

;而纯PANI电极为415F/g;另一方

面,另外复合电极材料的内阻为5Ω,远低于纯PA-
NI电极材料的13.3Ω;500次循环后的容量保持率

分别为96%,远低于纯PANI电极材料的27%。以

上结果显示石墨烯/PANI复合电极具有更好的电

容特性和循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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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到2020年,中国将要实现没有绝对贫困人口的

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扶贫工作也正值攻坚阶段。精

准扶贫为提升本土生态文化提供了源源动力。而艺

术设计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方法,可以帮助高职院

校建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真正促进高校的良

好运营。

一、高职院校推进艺术设计专业精准扶贫的积

极意义

以四川省绵阳市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进行研究,

可以切实解决本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精准扶贫工

作,同时能够为四川省其他高职院校以至于全国范

围内的高职院校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一定的经验

和有价值和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且有助于提升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服

务社会的能力,强化这些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

品牌建设,积极探寻一条基于精准扶贫框架下高职

院校校产学研的新方法。

以四川省绵阳市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进行研究,

可以切实解决四川省绵阳市及其下属乡政府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缓解和改善其贫困现状,也能更好的解

决当前高职院校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困难和问

题,更能能够有效的创新和丰富四川乃至全国的高

职院校精准扶贫过政策的理论内涵。

二、高职院校推进艺术设计专业精准扶贫所面

临的挑战

(一)高职院校艺术设计精准扶贫体系有待完善

在精准扶贫理念提出之后,高职院校的艺术学

科设计在近几年已经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并且有的

院校也已经建成了能够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

用人才的学科体系。但随着国家对精准扶贫和振兴

乡村的号召,有些高职院校在艺术设计的精准扶贫

上仍然没有跟上国家的脚步,培养出的人才也远远

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比如艺术设计类专业

的学生缺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力。精准扶贫要求

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学科要面向社会,面向农村,切

实解决农村贫富差距的问题,这就为高职院校艺术

设计的教育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二)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师资力量有待加

强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要想提升

学生的整体素质,教师首先要具备高质量的人文素

养。但是现阶段很多高职院校的教师人文素养不

够,并且受传统教育的模式影响,很多教师都仍然守

着单一陈旧的知识结构,也没有建立终身学习意识,

教学观念落后,方法简单,这样就没有办法有效做到

精准扶贫。四川省绵阳职业技术学校就存在着师资

力量缺乏的现象,并且有的教师对振兴乡村的意识

不够,这个学校也缺少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虽然教

育部强调了双师型课堂模式,但是该院校仍然存在

着比例不足,产,学,研没有相互结合。另外,很多教

师也没有进入到企业,更没有到过农村,只有书本上

的知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引导学

生实际解决,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必然在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上有所欠缺。因此,高职院校的教师

应当投身于精准扶贫的工作,真正提升自己的师资

水平。
(三)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人才缺少科学的培

养

现阶段的高职院校中,艺术设计教育的产出与

中国产业的需求也存在无法对接的现象。乡村建设

在精准扶贫上也缺少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由于文

化产业属于创意产业,要想提升文化产业的质量,就
必然要吸引大量的创新型人才投入到该项工作中。

现在很多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学生,由于

只有知识结构,缺少实际操作能力,更没有创新能

力,将来在工作中也会缺少核心竞争力。
(四)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缺少对非遗的传承

保护和发展意识

现阶段很多高职院校艺术设计学科都会涉及到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工作。但是

由于学院知识水平有限,很多高职院校没有开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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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即使有也只是流于形式。要知道,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

中国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印着中华历

史的车辙。在中国农村以及贫困地区有很多非物质

文化遗产,也具有很大的开发优势,但是现在很多非

遗都已经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高职院校不但没有保

护,反而对此采取漠视的态度,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

文化的传承工作。

三、高职院校推进艺术设计专业精准扶贫的具

体路径和模式

(一)创新本土文化,向乡村著名旅游品牌转型
 

在当地文化过程中,应当创新旅游品牌,并且将

其与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相融合,从开发方式,营销

手段等方面进行包装,并且通过艺术设计创造,赋予

新的品牌价值,帮助地区形成独特价值和新的经济

形态,也就是品牌经济。现阶段已经是跨界融合的

时代,品牌的价值就等于市场的价值。而品牌的价

值就会帮助农民增加经济收入,目前看来,农村极具

开发的本地文化或者文化遗产都可以采用设计方

法,创新产品,以市场为导向,扩品种,创品牌,真正

提升本地文化的市场竞争力,切实帮助农民产业扶

贫。
(二)采取科学方法,加快文创产品的建设

艺术设计要以激活农村手工艺活态化传承为主

要目的,在保护中创新产品,利用现有资源改良传统

工艺,结合新型材料,将现代手工艺品赋予更强的实

用性,也将大众的审美添加其中,这样更能体现当地

的文化精神。因此,高职院校应当与当地手工艺人

形成新的合作模式,在保护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赋予

新的艺术活力,将品牌作为精准扶贫的支撑点,重新

塑造品牌特色,带动区域进行脱贫工作。
(三)增强服务意识,助推精准扶贫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多媒体的出现已经应用

到了各个行业,并且对行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也可以融合互联网加等新

型科学技术,搭建新的生产销售系统或者体验式生

活方式的乡村旅游平台,结合国家扶贫政策以及当

地的商业资本问题,赋予这些系统新的动力,让人们

通过乡村文化遗产的资源更加认识保护资源的重要

性。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大数据实现推广和营销,并
且要设计一系列的接地气的,能够被人接受的艺术

设计营销方案。
(四)重视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工作

高职院校应当采取科学技术帮助非遗老手艺传

承。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生活节奏的加

快,在现代生活方式和时代的需求下,更需要激活这

些传统手工艺品。高职院校应当将艺术设计专业与

现代生活及传统手工艺品进行结合,在保持原生文

化的基础上,将这些产品属于手工活力,帮助农民通

过双手解决贫困问题,并且可以吸引一大批外出打

工青年返乡进行帮扶工作,或者帮助农村建造一村

一品,特色景点,结合特色旅游线路以及设计的有思

想,有文化,有人情味的乡居形态,切实保障脱贫攻

坚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综上所述,精准扶贫工作任重而道远,它是一项

高度复杂且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精准扶贫工作的

核心是文化扶贫,而文化扶贫则往往依赖于艺术设

计才能有效进行。因此,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

应当结合当地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五大

乡村振兴项目,发挥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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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民融合作为一个宏观的整体战略提出后,教
育领域对这一战略目标的实践就通过各种形式体现

出来,高职院校在部分专业的实训基地建设中,也将

军民融合的理念融合在内,本文以制造技术生产性

实训基地建设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一、高职院校军民融合实践的总体概述

(一)背景分析

十一五计划的实施,为我国高职院校的建设提

出了非常明确的目标,近年来不仅高职院校建设的

数量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对高职院校建设的质量

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现阶段的高职院校办学,在
保证基础专业教学质量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对个性

化教育和特色化教育的追求[1]。军民融合宏观战略

的提出恰好为高职院校专业教学实训基地的建立提

供了良好的契机,能够促进高职院校发展层次的升

级和发展模式的转型。从实训基地建立的角度上来

说,人才培养与部队训练的基础模式和思路也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两者的融合必然能促进高职院校实

训基地建设质量的提升。
(二)意义分析

对于军民融合来讲,融合和相互促进是融合的

关键目标,与一般的校企合作不同,军工企业的整体

发展和运行模式本身就与普通企业有显著区别[2]。

两者的融合是将国防工业与职业教育事业实现融合

的一种创新创世。能够将军与民双方的优势通过互

通和共享最大化的发挥作用。从而在更大范围内产

生社会和经济效益。从军工企业的角度上来说,其
在融合过程中的主要优势在于科技力量和专业规范

的企业运行模式[3]。从高职院校的角度上来讲,其
自身优势在于能够提供理论知识学习的集中环境条

件。尤其是在本文探讨的制造技术类专业方面,军
工企业中所涉及到的岗位和工作内容与这一专业有

紧密的关联,这也为两方联合建立实训基地提供了

契机。另外,从军民融合实训基地的具体构建角度

分析,可知具体的实训方式有产学结合、顶岗实习。

这种实训方式从高职院校的角度上来说有利于增加

学生的实践经验,从军工企业的角度上来说,有利于

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从更加宏观的人才

输送和培养的角度上来说,军民联合的模式更有利

于人才的有效培养和输送[4]。

(三)高职院校军民融合模式的目标分析

高职院校的军民融合模式发展在宏观上的总体

目标上追求合作共赢。关于具体的合作领域确认,需
要高职院校与军工企业通过分析协商,以人员输入、

科研条件创造、军民合作为基本框架。基于双方实际

条件寻找适当的合作领域,制定具有可行性的实施方

案。最终促进两方面合作的顺利完成,为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和军工企业专业人才输送提供支持。

二、实训基地建设的意义与成果分析

职业素质培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完善的

过程,单纯依靠理论知识的教育教学是无法取得更

好的教学效果。实训基地的建设意在培养学生的实

践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具体来说,实训基地中包含

了专业的仪器设备,是学生基于理论知识开展实践

的重要依托。以本文探讨的制造技术专业来讲,学
生制造技术实践能力的提升必须依托实践教学的开

展来完成。实训基地中的专业仪器设备是帮助学生

完成实践操作过程的重要资源。另外,从技术层面

上来说,职业技能也是高职院校学生需要具备的一

项基本能力。在职业素质的培养中,更需要通过实

践中的技术指导为提高学生的的实践能力提供支

持[6]。而且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技能提升过程中,

教师自身的职业技能也能在组织开展实训的过程中

得到同步的提升。相关的技术能力竞赛不仅能够在

学生范围内开展,而对教师来说,也能够通过参与职

业技能竞赛提高个人的职业技术能力。四川省作为

国防军工大省,就通过建立制造技术实训基地的方

式实现了军民融合,在省内举办的技能竞赛中,多名

教师都获得了技能竞赛的良好成绩。例如,数控技

术专业技能、信息化教学技能等,部分教师都通过参

与实训基地培训与专业技能竞赛获得了很好的成

绩。而学生方面也通过参与不同类型的比赛和竞技

项目使得个人的实践能力得到提升。对于学生来

说,竞赛奖项的获得不仅是对他们学习信心的增强

和实训效果取得的肯定,对于其个人成长也有非常

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现阶段军民融合实训基地建立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的能力素质需进一步提升

教师是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其自身的

能力素质提升需要随着实训活动开展内容的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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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提升。但从现阶段制造技术专业的的教师团

队情况来看,虽然在宏观的环境氛围下教师自身的

实训意识和相关能力素质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

升,但相对于不断发展和优化的技术而言,教师的组

织实施实训的能力素质仍然有进步的空间[7]。而从

教学理念上来讲,部分教师仍然存在对不断变化的

实训形式和实训理念缺乏正确认识的情况。例如制

造技术生产性实训基地构建中,要求教师对于实训

基地的构建思路和构建方式在前期都有一个整体规

划和思路,但由于教师对军工企业的运行模式缺乏

全面的了解,对生产性实训基地的特征和要求缺乏

认识,引起在具体的实训基地构建落实中出现问题

的现象。
(二)实训基地建设完善度仍需提升

从具体的实训基地建设角度上分析,学生实训

需求的个性化以及实训内容的多元化要求,都意味

着实训基地的建设需要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但当前

实训基地的建设中存在两方面典型问题。第一,实
训基地建设缺乏社会服务性。即虽然在形式上建立

了实训基地,但其功能发挥主要集中在针对高职院

校学生的培训和能力提升方面,社会层面上的功能

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第二,对于实训基地中已有

的资源和设备没有进行充分的利用。无论是教师的

教育教学组织还是学生的实训参与,都需要依托基

地中的设备和技术作支持。但实训基地本身的建设

工作缺乏完善性,以及对于部分技术和资源未充分

利用的问题,这与教师的实训组织经验以及对新技

术新资源的了解和应用能力有直接的关系。
(三)缺乏与军工企业的联系与沟通

从总体的教学状态上来看,排除需要开展实践

教学的因素,现阶段高职院校在主观意识上还缺乏

与军工企业沟通交流的积极性。这不仅不利于后续

实训项目的顺利开展,更无法满足为军工企业进行

人才培养的需求。另外,沟通的缺乏也与现实条件

的限制有一定的关联。当两方面的状态和需求得不

到准确判断和把握,人才培养中的联合必然会遇到

阻力。

四、优化制造技术实训基地建设的路径

(一)加强与军工企业的沟通交流

军民融合作为实训基地建设的背景,从高职院

校实训教育的角度上来讲,要想建设好军民融合下

的实训基地,高职院校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就应当

重视与军工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一个实训基地的

建立需要多方面的资金与资源支持。在具体落实的

环节也需要社会各部门协同发挥作用。高职院校方

面只有不断加强与军工企业的沟通与交流,才能了

解军工企业的人才需求,也同步掌握实训基地建立

所需要的环境与资源支持。前期的沟通过程实际上

是为后续的实训基地建设打基础的过程[8]。另外,

在交流和沟通中,也能够为实训基地建设完成后的

资源共享和合作模式确认提供方向上的参考。这无

论是对于军工企业还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都具有非

常关键的意义,也是实现军民融合中双赢目标的重

要基础。
(二)加强实训基地的建设

从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符合这

一专业实训要求的基地建设需要从技术层面、设施

设备层面以及实习机会提供层面进行全面建设和完

善。首先,高职院校在开展实训基地建设时,可借鉴

或应用军工企业内部已有的设备、资源和技术,这也

是资源共享在前期基础环节的体现。即使军工企业

内部无法提供相应的资源和设备,高职院校方面也

可以通过仿真环境和设备的制作构建为学生尽可能

营造一个真实的实训环境。另外,在设施设备完善

方面,除了结合制造技术相关专业的实际需求提供

一些传统的设施设备外,管理人员和建设人员还应

当本着追求先进性和创新性的原则,积极了解现阶

段更为先进的技术设备,积极引进应用。最后,实训

基地的建设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是资金因素。高职院

校应当动员政府、军工企业、学校自身以及兄弟学校

的多方面资源条件和资金支持,尽可能满足实训基

地建设过程中的经费要求,通过充足的资金支持为

优化实训基地的建设提供帮助。
(三)提升教师的专业技术能力

关于教师的专业技术能力提升,重点应当放在

教师实践经验积累以及个人技术能力提升方面。对

于教师来说,不仅应当从自身的角度入手,对于制造

技术的理论知识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学习,更应当结

合自身在参与组织实训基地实践训练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着手提升个人的实践技术能力。只有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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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技能得到同步全面的提升,教师才能确保在

未来的实训基地建设和实训活动开展中取得预期的

教育教学效果。从学生的角度上来说,虽然实训的

方式包括了进入企业进行实习工作,但教师在这个

过程中的引导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必要时教师

还需要与学生共同参与到实训过程中,体会学生在

其间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帮助学生及时解决问题,获
得更好的实训效果。另外,教师还可以依托专业的

理论知识和学生不同的实践训练需求,为学生持续

性实训计划的制定提出建议和意见。这对于学生来

说都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指导。只有教师自身的综合

能力和思维模式实现了提升和优化,才能为学生提

供更好的实训指导,而从教师自身的能力水平提升

角度分析,当教师具备了实训组织经验和实践能力,

其个人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同步的提升。
(四)实现实训基地建设的特色化

这里所指的特色化,重点强调的是实训的方式

应当灵活,实训内容的结构也应当更加丰富。就制

造技术相关专业的实际来看,专业中所涉及到的技

术难度、技术类型以及理论知识体系都具有较高的

复杂性。学生在基础的理论知识学习阶段已经存在

一定的困难,实训是帮助学生验证理论知识学习偏

差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学校方面在进行实训基

地建设时,一方面要考虑到高职院校学生的基础学

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制定符合其自身要求的实训方

案和规划,另一方面也要结合具体的专业和资源条

件,以资源条件更加充分的专业或者课程为模板,建
立一个独立的、个性化的实训基地。这也有利于帮

助学校方面积累建立实训基地的经验,并发现已建

成的区域性实训基地存在的问题,只有在探索和观

察中不断完善和优化的实训基地建设,才能取得更

好的实践应用效果。
(五)为军工企业定向培养技术性人才

这方面主要是指高职院校应当从军工企业的人

才需求出发,结合企业需求培养具有专门技术能力

的专业人才。并且进一步通过针对性的理论知识学

习和实践培训提高这部分专门人才的专业技能,通
过实训为这部分学生提供针对性地能力培养和空间

提升,为军工企业的人才储备提供支持。

(六)为退伍军人进行培训,促进再就业

高职院校应当联合军工企业加大对退伍军人的

关注力度,通过联合开展培训教育为退伍军人的再

就业提供资源和条件上的支持。对于退伍军人来

说,从军经验是深入到他们的精神和血液里的,部队

的精神品质加之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具备,

必然能够帮助退伍军人找到更为适宜的就业机会。

部分企业还可以适当吸纳一些退伍军人进入企业工

作,解决这部分人群的就业问题。

五、结束语

综合来讲,在军民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实训基

地的建立应当更加重视基地建设在组织结构上的完

整性以及功能发挥方式的多样性,力求通过实训基

地的建立为军工企业的发展建设输送更多素质过硬

的专业人才,也为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开

展提供更丰富的资源条件。最终实现多方面的双赢

与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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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汉语课堂是中外文化直接接触交流、碰撞

交融最前沿的场所,可以说是实时进行着的跨文化

交际现场。面对不同文化背景、千差万别的外国留

学生,对外汉语教师应该采取怎样的课堂管理,才能

为教与学提供良好的课堂秩序,为师与生营造和谐

的课堂氛围,从而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这是一个

极富挑战性和一直困扰对外汉语教学界的难题之

一。本文首倡从文化认同角度分析其对对外汉语课

堂管理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可行性意见和建议。

一、文化认同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概况

目前从文化认同角度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

研究十分有限,其研究概况如下:《传承与嬗变:族群

背景对华裔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正迁移作用》(戴萍

萍,2006)分别从语言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的保留、东南亚华裔族群的认同感等三个不同层面,

探讨东南亚华裔留学生特定的文化背景对其学习汉

语的正迁移作用。[1]《东南亚华裔学生的文化认同与

汉语学习动机》(王爱平,2000)认为基于华人身份认

同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产生的学习动机是华裔学

生学习汉语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对华裔学生来说,

学习汉语的过程就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2]《族
群文化认同视野下菲律宾华族移民母语教育发展及

方略研究》(章石芳,2011)对菲律宾华裔中学生的族

群认同状况及母语学习态度进行调查,发现菲华学

生对华族的认同程度较低,这也直接影响其汉语学

习的动机和态度。[3]《文化认同对留学生学习汉语的

影响》(朱莉,2012)指出文化认同越高、学习汉语动

机就越强;提高汉语水平是留学生提高对中国文化

认同程度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4]《印尼华裔

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及其对汉语学习的影响》
(黄煜,2012)分析了华人身份认同对汉语学习的影

响、中华传统文化认同对汉语学习的兴趣、思维模

式、自信、理解力等产生影响以及汉语言文化环境对

汉语学习会产生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5]《菲律宾华

校学生语言态度和文化认同相关因素研究》(邹晓

彧,2012)通过调查问卷和“变语配对(matched-

guise
 

technique)”实验方法对菲律宾华校学生的文

化认同和语言态度现状进行了测量,得出汉语水平

和文化认同呈现正相关趋势等结论。[6]《对海外华裔

青年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调查分析—以泰国华裔学

生为例》(杨刚、朱珠,2013)探讨华裔学生在华留学

文化适应上的特点,并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7]《菲
律宾华校学生华文学习与中华文化认知认同状况调

查》(李骋,2013)从华族传统节日及华族观念、华族

代表人物等方面考察华校学生华文学习与中华文化

认知认同情况。[8]《泰国学生汉语认同与中国文化认

同调查研究———以泰国庄他武里职业技术学校为

例》(陈泽华,2014)通过调查发现学生的文化认同总

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情感评价最高,行为倾向处于

一般水平,而认知的维度上处于中等偏下程度。[9]

《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及其与中国文化认同研究关

系研究———以广西大学泰国留学生为例》(陶宇坤,

2014)得出泰国留学生普遍汉语学习动机较强,对中

国文化的认同度较高,这种认同感对其汉语学习动

机具有促进作用,即两者成正相关关系;而不认同感

对其汉语学习动机没有明显削弱作用的结论。[10]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之汉字影响研究》(张健,

2014)通过分析汉字习得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华

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行为取向,在多语环境中和东西文化交融的背

景下,阐释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中深刻的汉

字思维成因。[11]《来华二语习得者的中华文化认同

感与其汉语学习的相关性研究》(吴雪虹,2014年)

通过对比研究的方法对来华二语习得者的中华文化

认同感与其汉语学习的相关性进行了探究,调查结

果显示,它们之间存在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12]这
些论文多是从华裔或是某一国别角度出发,调查和

探究文化认同对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

等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出现探讨文化认同与对外汉

语课堂管理的研究成果。

二、文化认同对对外汉语课堂管理的影响及对

策

文化认同是动态的和可选择的,除了自我归属

需求、文化身份认定以外,还包括跨文化交际中对异

文化的认识学习与接纳认同。语言学习是文化认同

的首要因素,所以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过程就是

对中国文化认同的过程,而且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

同程度直接影响着其在华留学生活的适应程度。来

华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因其完全沉浸在汉语言

文化环境里,在学习汉语言的同时,随时接触体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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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国已有基本的关注与

文化认同。伴随着汉语语言学习的深入,外国留学

生逐渐会对汉语言背后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产生认

知、情感、行为等不同程度的认同。对外汉语课堂是

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场所,自然要受到文化

认同的影响。而作为课堂教学主体的外国留学生对

中国文化认同程度也直接会影响到对外汉语课堂的

管理。对外汉语课堂管理包括对教师、学生、规则和

环境这四个因素的管理,其中,教师管理包括情绪、

内容和方法,学生管理包括积极行为的引导和问题

行为的处理,规则包括制定规则和实施规则,环境管

理包括物理环境和抽象的语言环境。[13]本文将在分

析文化认同对对外汉语课堂管理的影响后,从课堂

管理的四个因素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一)文化认同的外延

文化认同的外延涉及到传统文化要素,而本文

探究的传统文化要素主要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国

传统文化提倡尊师重道、含蓄等价值观,其中,以韩

日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学生对此文化认同度高,在课

堂上表现为不会质疑以及打断教师、不愿意主动举

手发言,课堂气氛较沉闷;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

家学生对此文化认同度低,在课堂上相对来说较为

活跃,会质疑教师以及挑战教师权威,学生主动开口

率较高,课堂气氛活跃但秩序较差。采用相同的课

堂管理策略来对待这两种类型的学生是不合理、不
科学的,应该加以区别对待,采取差异性管理措施:

1.
 

针对以韩日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学生可采取

以下处理方法:打破教师是权威的思想,鼓励学生说

出自己与教师不同的观点;跟学生做朋友;采取多样

的教学形式鼓励学生多开口;暂不强迫学生回答问

题;与学生真诚、直接地沟通,询问原因;以学生带动

学生,可以让其他学生问他,而不是教师直接问。

2.
 

针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学生可施行

以下管理措施:第一堂课就制定相应的课堂规则,并
且在课程初期反复强调,直至贯彻到底;树立教师权

威,让学生对教师有一定的畏惧感;教师要有良好的

心理素质,学会调节和控制自身情绪;对学生有耐心

和爱心;尊重和信任学生;创设积极行为的环境;创
设情景,可以编排一些小品、小表演,让学生自己在

活动中受启迪与教育,实现自我矫正、自我教育;正

面批评,但也要避免批评得过于苛刻、过份伤情感,

将师生情感维持在适当的、双方可接受的程度;运用

幽默,活跃课堂氛围;适当分给学生一些控制权;创
建平等民主、相互关爱的班集体。

(二)文化认同的确定

“成功的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集团有较强的族

群文化认同感,乐意与目的语集团的成员进行沟通

交流,对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及相应的行为模式更感

兴趣。”[11]文化认同的确定来源于与他人交际、交

往,与他人交往包括交谈、音乐、舞蹈、庆典、仪式等。

在对外汉语课堂上,交际、交流、交谈是最重要的活

动,而教学过程就是师生相互交流的过程。对外汉

语教师通过有效的交流将汉语文化知识传递给留学

生,并根据留学生的反馈信息来调整教学和管理课

堂。文化认同会影响外国留学生在对外汉语课堂中

的交流方式,以欧美为代表的低语境国家学生交流

的方式很直接,比较坦诚直率;以韩日为代表的高语

境国家学生交流的方式是间接的,比较含蓄委婉。

中国同韩日一样是高语境国家,所以韩日等国的学

生对中国人的交流方式的认同度较高。因此对中国

人交流方式认同度高的学生在与教师进行交谈时,

尤其是口语课的交谈时更能抓住交谈话题的主题,

从而更好地进行交谈,而对这种交流方式较为陌生

的学生则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抓住话题的主题以推

动交流的继续进行。这启示教师在进行对外汉语教

学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话题敏感意识。

中国师生在“交谈过程中某一方出现无话可说

的情况时,是允许保持沉默的,而在美国师生看来,

交谈,尤其是聊天,就需要不断地保持信息输出和反

馈。而这再次证明两种文化的聊天包含的因素存在

差异。”[15]这种差异在口语课的自由聊天时表现为

当对中国交谈方式认同度有显著差异的两名或多名

学生进行对话时,认同度低的学生会对突然的沉默

表现出不耐烦以及试图自己进行接下来的话轮,而
认同度高的学生会选择等待。这启示教师在进行对

外汉语口语课教学,选择学生进行多人或组合对话

时尽量选择认同度一致的学生,以免出现教学环节

的失控。
“亲疏程度也显著影响了聊天的随意性,当中国

人谈起不熟悉的话题时,中国人总是保持一定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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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心里总会有些紧张,担心自己是否会表现不合

适,说话语气语调是否会影响他人的看法等。”[15]产
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在思想里有“内外

有别”,有“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别。对“内外有别”

认同度高的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口语交际时会特别

注意自己言辞的得体性以及非言语行为,而对这一

思想认同度不高的学生,在进行口语交际时不会在

意自己言辞得体与否以及非言语行为例如身势等是

否符合这一交际环境。这启示我们在进行对外汉语

课堂教学时要注重培养学生根据交际语境、对象,选
择恰当的交谈方式以及非言语行为的敏感性。

“引导中国人具体言行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

‘温’,具体表现在温和、温文尔雅,要做到这一点讲

究适度———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在世俗

所接受的范围内,这是中国人所推崇备至的优良品

质,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举止得体是无比明智和极为

成熟的表现。”[15]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

交际,在交际的过程中,中国人不太会想到什么就说

什么,会考虑其是正确的之后再说出,不会想到什么

就直接说出来。对这一原则认同度高的学生,如韩

日学生在课堂上表现为在老师说出一个问题后不会

马上说,会先思考一下再发言。而认可度低的学生,

如美国学生就会马上说。这样的情况会导致课堂上

韩日学生的开口率明显低于欧美学生,课堂秩序较

为混乱。面对这样的情况,教师在第一堂课上就应

该“约法三章”,说明相应的规定,例如:上课回答问

题必须举手;每个同学必须回答不少于几次问题,不
多于几次问题;如果学生屡次不改不举手回答问题

的习惯,可单独提醒等。

中国人交谈的话题还会涉及到个人的隐私,例
如:身高、年龄、体重、收入等等。对这一现象认同度

高的学生在进行某些话题的交谈时不会感到惊恐,

也愿意说,而对此认同度低的学生则会采用回避策

略,从而导致话轮的停止。这启示我们在进行汉语

教学时要注意文化背景差异带来的学生的心理反

应,以及告诉学生这是中国人谈话的一种方式,并不

是故意要打探隐私或者是将隐私宣布出去,让学生

能更加大胆放心地交谈。
(三)文化认同的负面影响

文化认同也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民族中

心主义、刻板印象等。刻板印象是指对他人或其他

文化的僵硬、无理的概况;民族中心主义是指“以其

个人所属群体为一切事物的中心为出发点来看待事

物,对其他所有群体则按照自己的标准把它们分成

等级……每个群体都认为只有自己的社会习俗是恰

当的,看到别的群体有不同的社会习俗,就会嘲

笑。”[16]无论是刻板印象还是民族中心主义都会对

对外汉语课堂管理产生不良影响。

1.
 

教学内容上:在涉及到跨文化交际或者是文

化对比时,刻板印象和民族中心主义会对跨文化交

际或文化对比产生阻碍作用。对于这种情况,教师

和学生都要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以及摈弃民族中心

主义和改变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改变可以通过杂

志、书籍、网络等途径,民族中心主义的摈弃并不是

要学生丢掉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是在认同自身文化

的同时也接受其他的文化,看到其他文化的闪光点,

学会站在“他者的角度”去看到自身文化的优与劣。

此外,教师在设计语言活动时要充分考虑到对外汉

语教学对象的特殊性,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合理地

组织和安排活动。

2.
 

教学环节上:主要体现在会出现突发的敏感

性话题而打乱教师设定的教学环节。以笔者的经历

为例,有一课的内容是讲解中国的婚俗习惯,笔者设

定的教学环节是通过课文结合一些视频来讲解古今

中国婚俗习惯以及中西婚俗习惯(选择的是美国)的
差异。在讲到当代中国的婚俗习惯时,突然有一个

学生就问我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穿婚纱而

不是穿中国的旗袍呢? 我一下愣住了,不知所措,因
为我设定的教学环节里是没有这一个问题的,所以

只有搪塞过去了。后来再讲到婚俗差异时,有法国

学生就问我美国的婚俗习惯真的是这样的吗? 为什

么我记得不是呢? 面对此类突发问题,可以采取以

下措施来预防和解决。
(1)事先做好备课。备课是教师上好课的一个

重要前提。备课的内容包括:备教材(是对教材的编

排思路等有一个了解);备学生(是了解学生的水平

和进度等以更好地教学生);备教法(是为了更好地

教以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备课的形式可以是单

独备课也可以使集体备课,笔者更支持集体备课,因
为集体备课还可以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和智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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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更好的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备课

的过程中,对汉语学习者在课堂上可能出现的学习

问题进行预测,以便于自己在课堂上能够有针对性

的进行解答,以避免课堂上的手足无措,耽误教学的

顺利进行。
(2)教师要有灵活应变能力:在实际的教学中,

笔者发现即使备课中预设了一些情况也制定了相应

的解决措施,但是课堂上还是会出现很多不可预测

的因素,因此笔者认为教师还应该具备一定的灵活

应变能力以及一定的经验积累能力。面对一些突发

的课堂状况,教师要灵活处理,不要千篇一律,套用

相同的方法。
(3)教师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面对一些备课时

没有预想到的课堂突发情况,教师要沉着应对,千万

不要自我慌乱。
(4)采用多种途径和方法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

识:可以通过要求学生阅读介绍各国文化的书籍、报
刊;举办文化活动周活动,通过展示的形式介绍各国

文化;在课堂教学内容中,涉及文化部分时,教师应

有意识地介绍各国文化。
(5)因势利导,抓住契机,使突发事件反作用于

教学,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
(6)“冷处理”“温处理”和“热处理”:冷处理就是

教师遇到偶发事件,泰然处之,见怪不怪,见惊不惊,

不强化,不批评,不指责,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一样。

所谓温处理就是教师对自己或他人的疏忽、不慎造

成的影响,态度温和,诚恳地予以承认,并自然地切

人正题,回到教学中的处理方式。所谓热处理就是

教师对一些偶发事件趁热打铁,适当引伸,加以严肃

的批评教育,果断制止,并尽快转入到教学。[17]

三、结语

文化认同对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态度等产

生影响的同时,也会对对外汉语课堂管理产生一定

影响。本文分别从文化认同的外延、确定及负面影

响三方面分析了其对对外汉语课堂管理的影响,并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对对外汉语教学相关

领域研究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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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

学者座谈会时强调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

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1]“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
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

出的重要指示,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我们继续传承好

中医药文化,充分发挥好中医药对人民健康的作用,

在根植于中医药文化沃土的基础上实现其创新驱动

发展。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深深的蕴含着博大而丰富的人文精神,这种深

厚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地方中医药文化为高校人文

课程提供丰富的素材,并为学生人文素养熏陶提供

丰厚的给养。本文拟对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高

校学生人文素养教育进行研究,以期进一步丰富绵

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内涵,提高高校学生的人文素养,

传承和发扬优秀的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

一、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概述

(一)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文化是活在人们人心中、可实践可体验

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

库的钥匙,几千年来不断护卫着炎黄子孙的身心健

康与生命安全。“中医药文化在《国际汉语教学通用

课程大纲》中屡屡被提及;与中医药相关的文化知识

也在很多国内留学生普遍使用的汉语教材中有所涉

及;中医药文化进入
 

2017
 

汉语教师志愿者培训课

程体系;以及海外中医孔子学院的不断建立,这些都

彰显了中医药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密切联系。[2]”

2005年8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

医药文化研讨会,首次明确了“中医药文化”的含义,

具体而言: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

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

和。中医药文化内涵深邃,目前中医药文化核心内

含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以人为本、大医精诚、

调和致中、医乃仁术、天人合一。
(二)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

绵阳有着“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美誉。在

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绵阳的中医药事业为绵阳

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绵阳中医药历史文化

十分悠久,相传上古时期华夏中医始祖、医圣岐伯出

生于古岐舌国(即现盐亭,对此史学界还有争议),三
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得到进一步

促进,到明清时期绵阳涌现了大批名医,亦出现了许

多中医药学专著,至现当代评选出的“绵阳十大名

医”,对绵阳人民的健康都做出巨大贡献。绵阳的中

药种类繁多,目前辖区内生长的各种中药材资源多

达2100余种,其中包括三台麦冬、江油附子、平武天

麻、北川厚朴、安州重楼等闻名遐迩的道地药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80
年代后,随着绵阳市及辖区中医医院的建立和从事

中医药研究的科研院所及中医药高校事业的发展,

绵阳从中医、中药、药膳、健康养生等不同方面进行

探索和深入研究,传播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2012
年绵阳市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实施

方案》,要求在已有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发挥民间传承

特点,利用古籍、古迹等载体多方考证,进一步挖掘

和整理三台萧龙友、盐亭岐伯、游仙涪翁、平武天麻、

江油附子、梓潼蒲辅周等名医名药文献文物,以此进

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并通过多种方式和方法加强宣

传,进一步提高绵阳城乡居民对中医药文化的知晓

率,为地方城乡居民的医疗和健康服务。2020年10
月20日绵阳印发了《中共绵阳市委

  

绵阳市人民政

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系统

的提出了促进绵阳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绵

阳地方中医药文化通过此实施方案和实施意见的落

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升华,形成了具有地

方特色的、富有人文营养元素的中医药文化。当前,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下,让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走

入高校、融入高校、融入高校学生人文素养教育,让
高校特别是在绵高校学生得以继承和发扬,对中医

药文化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

的地位和作用

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通过各种载体传承至现

代,虽然几经变迁、历经坎坷,但是仍然以其完整独

特的理论体系、价值体系和积极有效的防治方法护

佑着人类的健康,同时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中“以人

为本、大医精诚、调和致中、医乃仁术、天人合一”的
内容又是高校人文素养教育中最丰厚的滋养,将其

·34·

(2020)第3期                                      专业建设与教学研究



融入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中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且有助于加强大学生人文素养

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更有益于大学生完成自身

历史使命、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实现自身人生价值。
(一)以人为本,提升高校学生的人文精神

中医药理论从核心理念来看,首要注重以人为

本,注意调整阴阳的平衡观,而在天人合一、人与自

然、人与自身上十分注重防病治病,充分考虑预防保

健,这是区别于西医的最大的不同之一。中医药“以
人为本”的理念和理论精髓逐渐受到整个社会各界

的重视,并通过不同语言以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充分

的进行传授和宣传,以此培养现代人优秀的人文内

涵和道德品质,增强人们强身健体、正确防疫的意

识。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蕴涵丰富的人文精神,通
过阐述其内涵和特点来揭示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及

其丰富的人文精神,领悟其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学以

致用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高校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二)救死扶伤,提升高校学生的职业精神

救死扶伤,顾名思义就是指抢救生命垂危的人,

照料受伤的人。从现代意义上来讲形容医务工作者

尽心尽力为患者、为人民服务的医者精神。
 

高校充

分利用多种载体通过救死扶伤精神的熏陶和教育,

培养学生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崇高的道德修养,
 

树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譬如绵阳游仙的

涪翁精神,作为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中的核心组成

部分之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绵阳乃至西部地区的

莘莘学子,尤其是其核心精神:无私奉献、救死扶伤,

极大丰富和提升了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
(三)天人合一,培养高校学生的敬畏精神

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文化底蕴还体现在“天
人合一”的重要思想,具体表现为尊重自然、敬畏自

然的意识和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理念,这就要求人

类必须关心关爱天地万物,顺应自然规律。“天人合

一”的思想表现出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关

怀,有助于培养高校学生的和谐意识、生态伦理思想

和敬畏精神。总之,人类不能违背自然规律阻止事

物正常发展,否则必然会导致灾难。人类应科学认

知自然规律、顺应和效法自然发展规律,与自然和谐

共生。
(四)调和致中,塑造高校学生的谦抑品格

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所阐述的精神内涵不仅重

视人与整个社会的和谐,人与整个自然的和谐,而且

尤其重视人自身的和谐平衡。中医药特别讲究调整

人体的平衡状态,首先要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状态,

这就是调和致中的核心思想。中医“调和致中”的理

念和方法不仅可以用于治病,而且可以治人,还可以

用于治国,正所谓“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

对高校学生来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和谐了,推
进事务的发展就更顺利了,那他身心一定也会更愉

悦,他的学习和生活也会多姿多彩,同时也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他们与人和谐相处的谦抑品格。
(五)吸纳接受,传承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庇
佑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它是中医药学

几千年以来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和物质财文

化的总和。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是绵阳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更是中医药文化不可少的内容。对于在

绵高校,对于中国科技城10余万在校大学生,在人

文素养教育中融入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救死

扶伤精神,融入养生保健意识、融入无私奉献精神

等,是对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展示和传播的重要

方式,更有利于继承和创新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同
时也是对高校学生健康意识的“加油充电”。

三、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

中的现状及原因

近年来,绵阳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地方中医药文

化的传播,出台了系列文件,以打造医疗机构宣传平

台为载体,多次组织开展了
 

“养生保健宣传月”“中
医膏方节”和“中医药文化宣传月”等系列活动,促进

了中医药文化进家庭、企业,进乡村、社区,进学校等

方式,在多领域诸如疫情防治、义诊活动、医院内涵、

人文服务和布局风格等方面充分展现了中医药文化

特色。同时绵阳在廉政文化建设、药膳文化建设、旅
游文化建设、价值观念熏陶等领域积极融入地方中

医药文化,营造和谐的中医药文化环境,尤其加强了

中医药文化与绵阳旅游产品相结合,如举行“辛夷花

节”、“麦冬节”等,充分挖掘盐亭岐伯故里、游仙涪翁

文化,三台麦冬文化,开发富有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产

品,建设萧龙友蜡像馆,蒲辅周蜡像馆等,形成了一

批具有绵阳特色优势的中医药文化品牌,在地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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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进一步了解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现状,课
题组对在绵10所高校就“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

高校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研究”主要针对25个问题开

展问卷调查、调研,发放问卷1195份,有效问卷

1195份,经过团队系统的整理和分析,问卷结果较

全面清晰地反映了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人

文素质教育的现状。
(一)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

中的现状

1.
 

高校学生对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比

较单一

在问卷调查中,课题组发现87.03%的高校学

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了解绵阳地方中医药文

化,但是了解相对单一,主要表现在了解渠道的单

一、了解内容的单一、了解具体内涵的单一。在问卷

中:有83.6%的学生主要通过网络媒体渠道了解绵

阳地方中医药文化,通过参观访问、学校教育教学、

影视文学作品等了解渠道占有较低的比例;有66.
36%的学生了解游仙涪翁文化,而对盐亭岐伯文化、

三台麦冬文化、江油附子文化、平武天麻文化等中医

药文化内容的了解比例均低于30%;另外,仅有1.
92%的学生对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开展过学习研

究。

2.
 

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对高校学生的影响力

不大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

对高校学生的作用发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你的

教育过程中是否受到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的问卷调查结果:经常受影响的占5.77%,偶尔受

影响的占56.15%,从不受影响的占38.08%。绵阳

的中医药文化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开拓创新

精神、以人为本精神、天人合一精神、强身健体精神

等。问卷中,69.37%高校学生认为白衣天使的“救
死扶伤精神”对自己的影响较大,其余中医药文化精

神的影响占比均低于20%。可见,绵阳地方中医药

文化对学生素质养成、核心价值观践行影响力度不

强,影响的范围还不够广。

3.
 

高校应用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对学生的人

文素质教育效果不好

在系统的对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对学生的人文

素养教育效果的了解中,课题组发现,在绵阳高校绝

大部分(占92.22%)没有正式专门开展过绵阳地方

中医药文化的教育工作;退而求其次,假若绵阳地方

的中医药文化在课堂上运用也算对中医药文化的宣

传,但是遗憾的是“高校的人文素养课教师对绵阳地

方中医药文化在课堂上的应用频率”的问卷调查
 

,
“偶尔涉及”和“从未涉及”的比例高达92.8%,这明

显反映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运用频率低、对学生

的人文素质教育效果不好。
(二)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在高校人文素养教育

中产生现状的原因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

对高校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效果不尽如意的原因很

多,有缺乏外部环境支持、教育者缺乏对绵阳地方中

医药文化的了解、学校未开设这方面的人文素养教

育、西医文化的影响太大、中医药文化难领会、学生

本人不愿意了解学习等。笔者经过统筹分析,归纳

为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1.
 

政府对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的调

控力度略显不足

在绵高校10余万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来自

国外,是宣传绵阳、传承绵阳文化,尤其是绵阳地方

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人员。课题组通过对在绵

10所高校1195名大学生进行了绵阳地方中医药文

化融入高校人文素养教育系列问卷调查,调查显示

1.92%的学生学习研究过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61.
51%的学生认为教育行业地方管理部门应加大构建

地方中医药文化环境的支持,这从侧面反映主管部

门对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的调控力度不

够。

2.
 

高校对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的重

视力度不够

是否开设人文素养教育的关键在于高校,绵阳

地方中医药文化能否融入人文素养教育的关键也在

于高校,在于高校的教学管理部门。高校重视传承

和发扬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就会通过建立制度、规
划课程、培养师资,营造环境等方法促进中医药文化

落地开花。通过对在绵的10所高校1195名大学生

就高校对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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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列问卷调查:只有7.78%的学生进行了绵阳

地方中医药文化教育,而且是医学院校在开展;有

35.56%学生从未开展过该方面的教育;有92.8%
的学生认为在高校人文素养教育中“偶尔”或“从未

涉及”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素养。据笔者了解,当前

国内大部分医学院校的中医药文化的教学规划、教
学课程、教学结构也尚未科学化、系统化、合理化,很
多学校并未开展中医药文化课,即使开设了人文素

养课程,也不在其中融入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元素。

非中医药学高校由于受专业的限制、专业师资的缺

乏、管理的不重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医药文化的

宣传和教育更加逊色。课题组部分成员所在某高校

并未专门开展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相关课程,这
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对于绵阳地方中医文

化的了解与认知大都停留在通识课某节课上,导致

缺乏了解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途径。

3.
 

部分高校教师知识功底、人文素养不高

在高校中,在所开设的课程之中,不管是普通教

师还是学校管理层认为高校人文素养课程是“豆芽

课”的不在少数,因此对于该课程的投入也不大,教
师的结构也不合理。从事人文素养教育的教师大多

是“半路出家”,不能系统化、科学化的开展人文素养

教育。从事人文素养教育的教师中,懂得中医药文

化、尤其是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教师更少。通过

问卷调查,绵阳高校人文素养教学的教师,绝大部分

不懂中医药文化;知晓中医药文化的教师,人文素养

功底鲜有深厚,仅肤浅了解;而既懂得中医药知识又

人文素养功底深厚的老师是少之又少,进而既懂得

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又懂得人文素养的老师更是凤

毛菱角,恐有绵阳的医学院校教师有之。
(三)学生对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了解程度参差

不齐

在绵高校有大专、本科、研究生层次的学生,其
文化功底良莠不齐,对文化的爱好程度也有差别,对
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喜爱程度更加不一致,尤其

是生源的地域差异、文化差异等多种情况的影响,对
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水平参差不齐。加之目

前在校大学生多为“95后”、“00后”,由于网络空间

各种文化、各种学术资源唾手可得,因此这一代学生

的知识更丰富、更多元、更扎实,理性思考能力也更

成熟,传统教学内容和容量或许已无法满足他们对

文化的需求。

四、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高校学生人文素

质教育的对策和建议

(一)政府加大引导,构建弘扬绵阳地方中医药

文化氛围

政府主导制定政策文件、倡导团体积极参与、发
挥社会自治等方式,在高校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宣

传系列活动,脚踏实地的在人才的引进、资金的支持

等方面见成效,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多种维度推进绵

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引导高校学

生更好地认识中医药、了解中医药、使用中医药,进
而自发地宣传中医药,营造人人重视、关心、参与和

支持绵阳地方中医药传承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譬

如发挥科技城高教联盟的桥梁纽带作用,定期组织

在绵高校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倡议师生积极传承和发

扬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利用横

向或纵向科研课题等多种载体进一步挖掘绵阳地方

中医药文化,丰富文化精神内涵;政府与高校和医院

联合开展中医药文化系列建设活动;构建校地、校
校、校院等立体交叉的弘扬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的

体系。
(二)高校加大载体建设,增强学习宣传绵阳地

方中医药文化力度

1.
 

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思政课程建设

思政课程是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是高校治理育人的主渠道。绵阳地方中医药文

化内容丰富、影响深远,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文

化底蕴,这些都是丰富的思政资源,将绵阳地方中医

药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完美结合,形成"协同效

应",同向同行,可以极大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如

高校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教师可以

着重介绍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近代绵阳地方中医

药文化的作用,积极引导高校学生清晰认识到绵阳

地方中医药的发展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意义深远。

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中,高校可以

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绵阳地方中医药辨证施

治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绵阳地方中医药中文化中的运用,进一步诠释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弘扬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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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中,教师在“中国精

神”专题中可以专题讲授涪翁医德修养和岐伯故事

等地方中医药文化相关内容,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

理想,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2.
 

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学生社会实践

积极发挥高校学生运用掌握绵阳地方中医药文

化融入社会实践的作用,鼓励高校学生开展绵阳地

方中医药科普文化知识宣传、医疗卫生事业调研,传
播中医药养生小知识;引导学生深入中医药文化产

业园,中药材科普园、中药科普馆、中药材陈列厅、养
生苑等设施参观考察,聆听中医药历史,了解中医药

文化,探讨中医药知识,实践中医药技能。通过社会

实践中融入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提升大学生社会

实践能力,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广州

市部分高校进行探索将中医药文化进课堂的思考与

实践通过“日常管理融入、宣传机制建设等层层推

进,促成中医药文化认同;通过多种体验活动,激发

中医药文化创新;加强社区协同,推进中医药文化传

承。[3]”

3.
 

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文化的传承需要载体。地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离不开高校的继承和发扬。高校可从建筑、装饰、礼
仪、产品等多个方面浸润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元素,

编印地方中医药文化教材,开展中医药文化课题研

究,开展中医药文化系列讲座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和

手段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如挂靠在四川中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的四川中医药文化与传承与研究中心,

整合四川各方资源,积极组织中医药文化传承课题

研讨和研究,广泛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论坛。

该校利用此载体聚集中医药文化研究专家,科学系

统论证提出将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元素融入校园亭

台、廊道、过厅、教室、寝室等场所,将地方中医药文

化元素搬上舞台、搬上运动场,搬上讲台,完美融入

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实现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元

素渗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角落,通过这些方式较

好的将绵阳的中医药文化发扬光大。
(三)增强教师文化修养,完善传承绵阳地方中

医药文化厚度

提高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改善师资结构

和知识结构,一是不断加强从事绵阳地方中医药文

化教育教师的培养,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其在该知识

领域中的空白或不足;二是开展绵阳地方中医药文

献的挖掘与整理,丰富绵阳的地方中医药文化的内

涵;三是要将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同绵阳地方中医

药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达到相互补充、相互融合。通

过探索,相信只有在职业精神培育中有意识地融入

中医文化,才能提高职业精神培育的实效性,体现特

色性。将地方中医文化融入中医学生职业精神培

育,可以通过“建设体现中医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

提升教师队伍的中医文化素养、创新载体形式等路

径来实现。
 [4]”

(四)加强学生文化培育,促进发扬绵阳地方中

医药文化广度

高校学生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目前,我国高校

文科和理科体系分科较为明显,学生所接触到的传

统文化教育参差不齐,而且部分高校片面强调专业

学习和实践能力,忽视了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使得

专业课程不能渗透传统文化的教育,传统文化知识

明显欠缺。高校教育要开设包括绵阳地方中医药文

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课,开拓学生视野,引导学生知识

体系的完善,促进地方中医药文化在学生知识领域

不断增加广度,实现良好的传承机制。孙思邈认为:
“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二史,不知有古今

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视之;不读内径,则
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5]。实践证明,中医药文化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份,在课内渗透中医

药文化,特别是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对提升高校学

生人文素养、发扬中医药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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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座谈会中指

出,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我们教育必须把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

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

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

作用,使各类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建筑

工程测量课程中引入课堂思政,应该引导学生充分

了解传统建筑文化,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在专业知识

学习的过程中,融入历史、文化、测绘精神等,增强学

生的文化自信,树立高远志向,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

怀的人,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1.《建筑工程测量》课程思政研究现状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诸多问题,而《建筑

工程测量》课程作为建筑工程技术、工程管理及工程

造价专业的专业基础及专业核心课程之一,融入“课
程思政”的研究与实践对于学生思想教育发展与教

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来说意义重大。学生学习枯燥

乏味,教师亦面临教学积极性的考验,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课陷入孤岛化、边缘化、空乏化的地步。现代高

职院校面临教育教学观念落后,内容抽象空洞、言之

无物、脱离实践等问题。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意
味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已经刻不容缓。

针对建筑工程测量课程,其课程思政元素较难挖掘,

课程实践操作性较强较难融入课程思政元素,造成

较少高职院校对本门课程进行课程思政方面的深入

研究。所以,本课题对于《建筑工程测量》课程思政

的研究意义重大。

2.
 

三大思政方向:建筑测量传统优秀文化、“测
绘精神”、“工匠精神”

明确《建筑工程测量》课程思政方向才能对思政

元素进行有效挖掘,课程思政方向可以进行多方位

探索,从而对建筑工程测量课程思政进行全方位囊

括分析。建筑工程测量课程思政能够从建筑测量传

统文化、“测绘精神”、“工匠精神”三大思政方向中汲

取营养和获取思政资源。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需要新时代新青年传承和发

扬,建筑测量传统优秀文化也需要被时代铭记和发

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为培养新时代

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提供了丰富的价值资

源。建筑工程测量课程思政应该重视中国传统优秀

测量文化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在专业课程知识的

讲解和学习中积极融入测量文化,提高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历史认同感,使学生对测量文化产生浓厚

的兴趣,以兴趣为支点对建筑工程测量课程的学习

产生动力和热情。在学习传统测量文化中继承和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大国文化

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将

建筑测量传统优秀文化融入课程内容可以从我国古

代建筑工程测量技术演进发展为出发点,对比古代

测量工具与现代测量仪器,了解时代科技发展对生

产生活的影响。以古代建筑文化为切入点,了解古

建筑和古代测量技术。以地图文化为又一切入,了
解古代地图绘制对于古代国家兴亡的影响。以中国

文化软实力影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从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的特殊视角对其论述,旨在探索如何将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继而从实用论

的视角总结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建筑工程测量课程的

实践改革及具体方法步骤。
“测绘精神”是建筑工程测量职业的职业精神准

则,培养技术型人才不能忽视其职业素养的培养。将

测绘精神融入《建筑工程测量》课程是课程思政工作

的重点,锤炼学生心志、养成学生品行是建筑工程测

量职业素养的基石,“热爱祖国、忠诚事业、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十六字箴言是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精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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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在建筑工程测量实训课程学习中不仅是引导学

生学习专业知识,也要围绕建筑工程测量员职业道

德、职业伦理等方面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强调人

生价值观和职业观的同频共振。“测绘精神”的学习

不仅是锤炼心志和养成品行的过程,更是培养学生不

畏风雨、不惧艰难,勇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工匠精神”是精益求精、是力求完美的精神理

念。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

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一部

署凝聚了全社会崇尚劳模精神、追求工匠精神的广

泛共识。“工匠精神”是靠自己的双手使得作品更加

完善。每一个行业、职业都需要“工匠精神”,建筑工

程测量职业也需要“工匠精神”,需要追求卓越的创

造精神、需要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传承与弘扬“工
匠精神”应该着力于“工匠精神”的教育资源开发和

教学基地建设,培养学生对测量本职工作执着、专注

的工作态度,引导学生养成严谨专注、敬业专业、精
益求精和追求卓越的品质。

3.《建筑工程测量》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课程内

容的融合

3.1 将中华传统优秀测量文化融入《建筑工程

测量》课程

在建筑工程测量课程介绍模块,可以通过介绍

中华民族测绘史使学生了解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祖

国深厚的测绘文化底蕴,感受测绘技术时代变迁、薪
火相传。可以利用图片、视频、思政故事等形式将中

华民族测绘史融入课程。网络能够收集大量测量文

物图片作为课程展示。视频可节选《地图传奇》纪录

片,其对地图文化发展和测绘技术有较深刻的讲解。

思政故事挖掘应结合课程内容进行,讲解建筑工程

测量的重要性时可以加入以下思政故事:禹奉舜命

治理洪水的故事无人不知。在治水过程中,采用“左
准绳,右规矩”,测量远近和高低。他铸造的九鼎图,

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地图。从古至今,测绘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行业。小至房屋建设,家具安装大至行

政规划,行军打仗都必须有测绘人员参与。数据的

精确度以及准确度影响到了整个测绘行业的发展。

古代中国能够领跑全球(据悉宋朝GDP一度达到全

球35%)测绘贡献了其不可磨灭的力量。工程测量

是一项要求技术性强、动手能力强的工作,依据就职

人所专注的领域,受雇于土木工程﹑路政﹑建筑或

房屋等建筑相关部门工作。在讲解水准仪仪器时可

以加入以下思政故事:如今,测量高程用的是先进的

自动找平水准仪,中国古代三维测绘所用基本道具

有“准”、“绳”、“规”、“矩”四大类。从中华民族测绘

技术的发展和变迁中使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并且学习

在继承和创新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3.2 将1975年和2020年珠峰测量融入《建筑

工程测量》课程

水准测量课程中可以融入1975年和2020年珠

峰高程测量案例进行课程思政,采用电影《攀登者》、

珠峰测绘纪录片、人物采访等素材进行直观讲解。

中国政府在1975年7月23日宣布了世界最高峰珠

穆朗玛峰精确测得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测量

同志们经历了极为严峻的环境挑战,不畏艰险,涉足

西藏65个县,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到达许多高原

无人地区进行了测绘工作。最终,他们填补了中国

大陆的测图空白,出色地完成了对西藏高原大地和

地形测量任务。在这次测绘任务中为了完成目标,

共有22人光荣牺牲。通过这一“测绘精神”典型案

例,使学生铭记“热爱祖国、忠诚事业、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十六字箴言。2020年珠峰高程测量工作全

面展开,5月27日登顶成功。随着时代变迁,5G网

络已经覆盖珠穆朗玛峰,为测绘通讯提供保障。仪

器变迁,2020年珠峰测量仪器是全国产化的雷达系

统和GNSS。时代变迁,测绘精神不变,测绘队员依

旧风雪无阻,砥砺前行。珠峰测量从来不是一次简

单的高程测量还是国家测绘实力的展示,是科技实

力的展示,也是民族精神和测绘精神的展示。

3.3 将“工匠精神”融入《建筑工程测量》课程

建筑工程测量实训课中可融入吃苦耐劳、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进行课程思政。建筑工程测量课

程中测量数据的精确度以及准确度将影响到了整个

测量过程,同时也说明了测量工作需要精益求精。

本课程思政将充分运用绵阳国家科技城的优质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开展课程思政工作,我校与2018年度

“大国工匠”陈行行合作建立了工作室,为开展大学

生“工匠精神”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资源支撑。
(下转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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