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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渗流力学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着重于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通过引入信息技术与现代教学手段，优化传统教学方式。

采用项目驱动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计算机模拟与仿真技术，增强学

生对渗流过程的直观理解与实践操作能力。改革措施的实施促进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为渗流力学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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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of the course of seepage mechanics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and optimizes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by introduc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odern teaching methods. Adopting a teaching 

method that combines project driven and problem oriented approaches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Combining computer simulation and emul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students'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of the seepage proces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measures has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and provided new idea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seepage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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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渗流力学教学模式面

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计算思维作为 21世纪核心素养之一，

已逐渐成为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将计算思维

融入渗流力学课程教学，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分析与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还能有效弥补传统教学方法中的不足。探索

并实践基于计算思维的渗流力学教学模式，将为学科教学带

来新的突破，促进学生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全面提升。 

1 计算思维在渗流力学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计算思维作为一种重要的能力，正逐步渗透到各学科

的教学中，尤其在渗流力学这类涉及复杂物理过程的课程

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通过引入计算思维，能够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渗流现象，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1 计算思维的基本概念与特征 

计算思维是指在解决问题时，能够运用计算机科学的

思想和方法来分析、建模和解决问题。它包括分解问题、

模式识别、抽象思维和算法设计等核心内容。在渗流力学

的教学过程中，计算思维的引入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复杂

的理论知识，还能促进学生通过实验、模拟等方式提升实

践能力。渗流现象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传统的教学方

法往往难以充分展现其内在规律和动态特征。计算思维提

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工具，能够帮助学生通过建立数学模

型和计算机仿真，直观地展示渗流过程，从而提高其对学

科知识的理解深度。 

1.2 计算思维提升学生问题解决能力 

渗流力学不仅仅是理论的传授，更是实践和应用的结

合。通过将计算思维引入教学，学生能够在分析渗流问题

时，更加注重问题的抽象和模型化。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

侧重于理论公式的推导与解答，而计算思维则强调将实际

问题转化为可以通过算法解决的计算任务。学生通过使用

计算机进行数值模拟和实验，能够从实际案例中发现问题，

分析并解决复杂的渗流现象。这种思维方式的培养，极大

地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与综合分析能力，使其能够更好

地面对未来的科研或工程挑战。 

1.3 计算思维推动教学模式革新 

在渗流力学的教学中，计算思维的引入不仅促进了学

生能力的发展，也推动了教学模式的转变。通过结合计算

机仿真技术、数据分析方法等工具，教学不再局限于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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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和手工计算，学生可以通过虚拟实验、模拟仿真等方

式，实时观察渗流过程的变化，增强了对抽象概念的理解。

同时，基于计算思维的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与探

究，学生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更是问题的发现者与解决

者。这种转变使得渗流力学课程更加生动、互动，增强了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实际应用能力。 

2 传统渗流力学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分析 

传统渗流力学教学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基础

理论教学的需求，但由于教学手段的局限性，难以有效培

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分析其局限性对推动

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2.1 过于依赖理论讲解 

传统的渗流力学教学模式通常依赖于教师的理论讲

解和公式推导，这种教学方式侧重于知识的传递，但忽视

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学生通过听讲和记笔

记掌握渗流力学的基本理论和公式，但往往缺乏对复杂渗

流现象的直观理解。渗流力学涉及的过程具有高度的动态性

和多变性，单纯的理论教学难以帮助学生理解其中的复杂性。

例如，水流在不同介质中的渗透情况，渗流速度和压力场的

变化等，传统教学方法难以模拟和展示。这样的教学模式无

法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导致学生对学科知识的

掌握局限于表面，缺乏深度理解和实际应用的能力。 

2.2 缺乏互动与实践环节 

渗流力学的学习不仅需要理论的支撑，更需要大量的

实验和实践来加深理解。传统教学模式中，课堂教学往往

以教师讲解为主，实验环节的安排较少，学生参与感不足。

虽然渗流力学的部分内容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理论，但很

多教师在课堂上缺乏有效的实验示范或互动交流，导致学

生无法直接感知和体验渗流过程的实际变化。此外，传统

模式下的实验大多数是简单的定量计算和图表分析，缺乏

计算机模拟和虚拟实验等现代技术手段，这限制了学生对

渗流过程多维度的探索和思考。缺乏互动和实践环节，无

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教学方法单一，难以激发创新 

渗流力学是应用性强、实践性高的学科，传统教学模

式过于依赖讲授式教学，忽视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教

师往往注重对已有知识的讲解和经典问题的解答，缺少开

放性问题的引导与学生自主探索的空间。这种单一的教学

方法导致学生的思维受到限制，难以主动提出问题和探索

解决方案。创新是解决复杂渗流问题的关键，但传统的教

学模式往往缺乏激发学生创新能力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无法通过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和解决渗流问题，

也难以培养出能够独立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综合能力。教

学方法的单一性成为制约学生全面发展的瓶颈。 

3 基于计算思维的渗流力学教学模式创新 

随着计算思维的广泛应用，渗流力学教学面临着新的

机遇与挑战。基于计算思维的教学模式创新能够帮助学生

更加深刻地理解渗流过程，提升其综合应用能力。 

3.1 引入计算机仿真技术 

计算机仿真技术是基于计算思维的渗流力学教学模

式创新的核心手段之一。渗流力学涉及复杂的流体动力学

与物理过程，传统的理论教学难以让学生全面感知渗流现

象。通过引入计算机仿真，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模拟不

同条件下的渗流过程，直观观察渗流的速度、压力分布等

变化，增强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仿真技术不仅能展示渗流

过程的动态特性，还能帮助学生分析各种实际问题。例如，

学生可以通过仿真工具调节土壤类型、水流条件等参数，

观察渗流情况的不同变化，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式大大提

升了学习的趣味性与深度。 

3.2 强化项目驱动与问题导向教学 

项目驱动和问题导向教学法的结合，为渗流力学的教

学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通过围绕具体项目或实际问题展

开教学，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结合，培养其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设计渗流力

学相关的工程案例，如水资源管理、地下水污染治理等，

学生通过研究这些实际问题，不仅加深了对渗流现象的理

解，还能够锻炼其团队合作、数据分析等能力。项目驱动

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能够学会如何运用

计算思维，分析问题、建立模型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从而提升了其综合应用能力。 

3.3 提升学生自主学习与创新能力 

基于计算思维的渗流力学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自主

学习与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独立思

考，计算思维使他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不局限于传统的解

题思路。学生可以通过课外研究、参与实验和数据分析等

方式，深入挖掘渗流力学中的复杂问题，并尝试从新的角

度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学生可以通过编写程序或设计模

型来解决渗流计算中的难题，既锻炼了编程能力，也提高

了数学建模和数据分析的能力。这种创新性的教学模式不

仅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还帮助他们养成了终身学

习的习惯。 

4 项目驱动与问题导向教学法的融合实践 

项目驱动与问题导向教学法的融合是渗流力学教学

改革中的重要环节。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深入理

解渗流过程，还能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1 项目驱动教学法的特点 

项目驱动教学法强调通过实际项目的引导，让学生在

实践中学习和掌握知识。渗流力学的复杂性要求学生不仅

掌握基础理论，还需具备实际应用的能力。项目驱动教学

通过设置具有挑战性和实用性的项目，鼓励学生进行深入

探究。例如，可以设计水资源管理、地下水渗透控制等相

关项目，学生需要应用渗流力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通过

团队合作和项目实施，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渗流力学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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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应用，同时锻炼沟通、协作与创新能力。项目驱动法的

最大优势在于其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

动手实践，使学习更加贴近实际需求。 

4.2 问题导向教学法的应用 

问题导向教学法注重通过提出实际问题来激发学生

的思维和学习兴趣。在渗流力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

通过提出具体的渗流问题，如地下水污染、土壤水分传输

等，引导学生进行分析、研究并提供解决方案。这种方法

不仅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学科内容，还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在问题导向教学中，学生通过查阅

资料、讨论交流、数据分析等方式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其

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例如，面对一个关于土壤渗透性问

题的案例，学生需要从多个角度入手，分析其影响因素，

最终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这种基于问题的学习过程，能

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思考，培养其自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3 融合实践与优势 

将项目驱动与问题导向教学法相结合，可以实现更全

面的教学效果。通过项目驱动，学生能够在具体项目中进

行实践，而问题导向教学法则引导他们通过具体问题的解

决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两者结合能够形成一个既注重实

践操作又强调理论分析的综合教学体系。在渗流力学的教

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以实际问题为核心的项目，例如模拟渗

流模型的建立、地下水渗透的数值模拟等，学生在解决这些

问题时，既能运用理论知识，也能通过实际操作和数据分析

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更好

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其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5 渗流力学课程改革对学生能力提升的影响 

渗流力学课程改革通过引入计算思维和创新的教学

方法，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渗流现象，并在实践中应用理论知识，取得了显著成效。 

5.1 提升学生的理论理解能力 

渗流力学课程的改革通过引入计算机仿真技术、项目

驱动和问题导向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在更直观和互动的

环境中学习。计算机仿真技术为学生提供了模拟渗流过程的

机会，学生通过虚拟实验能直观地看到不同条件下渗流的变

化，从而加深对复杂理论的理解。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

对渗流过程的理解通常局限于课堂讲解和书本知识，而通过

计算机仿真，学生能够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实验条件，观察并

分析渗流现象的变化，提高了其对渗流原理的深度理解。 

5.2 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 

课程改革通过引入项目驱动教学和问题导向教学，强

化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传统教学中，渗流力学的学习往往

偏重于理论，缺乏实际操作和应用，而改革后的课程则强

调学生在实际问题中的学习。在具体项目的驱动下，学生

需要分析现实世界中的渗流问题，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模拟实验等方式进行研究。这一过程不仅帮助学生将理论

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还培养了他们在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时的创新思维。例如，学生在解决水资源管理或地下水污

染等问题时，能够灵活运用渗流力学的原理，结合计算机

技术进行数值模拟，得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这种实践活动

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3 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团队合作能力 

渗流力学课程改革还特别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和团队合作精神的锻炼。在项目驱动教学中，学生通常需

要在团队内共同合作，分工协作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不仅锻炼了自己的沟通和协作能力，还培养了跨学科

的综合能力。面对复杂的渗流问题，学生需要提出创新的

解决方案，并将其付诸实践。通过与队友的互动，学生能

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激发创新思维。例如，在研究

地下水渗透的模拟过程中，学生可以尝试不同的数学模型，

利用编程和仿真技术进行比较，从中发现最优解。这种合

作和创新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学生在面对未来工程挑战时，

能够独立思考和创新解决方案。 

6 结语 

渗流力学课程的改革通过引入计算思维、项目驱动和

问题导向教学法，不仅优化了教学模式，还有效提升了学

生的理论理解、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计算机仿真技术的

应用和实际项目的融合，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复杂的渗流

现象，并培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这种教学模式

的创新，学生不仅在学科知识上得到提升，也在团队合作

与创新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为未来渗流力学教学

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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