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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思维在岩土工程科研、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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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的世纪 ，新 的时代 ，呼唤着新的思维方式。系统性思维在岩土工程科研、教学管理中的 目的是 以管理科学为技 

术手段 ，针对现代岩土工程教育的新特点，实行有效管理，充分发挥教师、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加快出人才 、出成果、 

出效益。文章就如何运用系统思维方法优化现代岩土工程科研、教学管理 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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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唰 ：Newtimes calledtheIlewtho~htmethodin new"century．qlaepurpose 0f system thoughtin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teaching ma『 

agement 0fgeaechnical engineering1 withthe new characteristic 0fmoderneducation ofgeotechnic engineering，is CalTieSoutthe effectivemanage- 

n'tentI andgives playtothea vale88 0fteacherand scientific researcher，thus enable aperson ability．produces result and goesoutthe beneficial 

result·A few methods has been put forward for how to USe the system thh~ght method to optimize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of 

geotedmical engineering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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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当前 ，素 质教 育 的实施要 求教 师必须 变革思 维 

方式 ，而 系统 思维方 式 在工程 教 育 中应得 到充分 的 

肯定 和运用 。系统论 的基 本 观点 ：它强 调整 体不 等 

于部分 之和 ，从 整体 、联 系的观 点对 待事 物 ，将 事物 

看成是相互 作用 的要素 构成 的统一体 ；它强 调从整 

体角度考 察开放 系统 由无序 向有序发展 的过程 和由 

产生 、发展到 自我调节控制 的功 能动 力 ；它认为凡 系 

统都是分层 次 的 ，有序 的 ，层层 相联 ，相互作 用 ，从较 

低层 次 的有 序状 态 向较 高层 次 的有序 状 态 发展 变 

化 。系 统 思 维 方 式 克 服 了过 去 那 种 孤 立 机 械 、一 成  

不 变地看待 事物的思维方式 ，它 能使教师更 准确 、完 

整 、深 入 地 学 习知 识 ，提 高理 解 、运 用 知 识 的 能 力 。提  

高教 学效率 ，取 得科 研成 果 。 

二、实践应用中策略 

整体优化 是 系统 思维 方 法 的一个 基 本 原则 ⋯， 

为 了达 到整体功 能 的最 优 ，必 须 协调 系统各 部分 的 

相互关 系。我 校是西 南 地区设 备条 件 较好 、科 研人 

员素质较高的综合性院校 ，担负着繁重 的教学 、科研 

任 务 ，而 这 二 者 间是 相 互 联 系 、相 互 作 用 、缺 一 不 可 

的 。 学 校在 搞 好 教 学 的同 时 ，应 投 入 一 定 的人 力 、物 

力 、财力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使学校及各 院系具有更 

大发 展 的潜 力 和竞 争 力 。 要 在 教 学 和科 研 工 作 之 间 

取 得平 衡 ，应采用 以下几个 策略 ： 

1．与 岩 土 工 程 有 关 的各 院 、系 、研 究 所 应 根 据 本 

身 的人 员 、设 备 等 技 术 条 件 、经 济 能 力 、主 要 任 务 等 

实 际情 况 ，在 以教 学 为 主 的 同 时 ，适 当进 行 科 研 项 目 

研 究 。各 院 系 应 遵 循 “以 教 学 为 主 ，加 强 理 论 研 究 ， 

重 视 实 用 研 究 ”的原 则 ，保 证 教 学 和 研 究 的完 整 性 ， 

保 持 教 学 和 科 研 的 连 续性 。 

2．组 织 申报 课 题 时 ，大 力 加 强 多 学 科 、多 单 位 的 

横 向协 作 。现 代 岩 土 工 程 发 展 迅 速 ，既 有 高 度 分 化 ， 

又有高度综合 的特征 ，导 致岩 土工 程科 学研 究 由个 

体研究 、专业 研究 逐 步发 展 到有组 织 的集 体研 究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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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门学科 间研究方法互相渗 透、转移 的趋势 ，同时岩 

土专业分工越来 越细 ，边缘学科越来越多 ，所 以要获 

得一项重大科 研课 题立项 和取得 一项 高水平 的科研 

成果 ，就必须进行 多学科 、多部 门的协作 ，打破部 门、 

专业 、教研室之 间的壁 垒 ，扬 长避 短 ，密切配合 ，充分 

发挥人才 、专业 、技 术特 长 的整体 优势 ，达 到整体 放 

大 的功 效 。 

3．大力发 展 重 点学 科 ，扶 持 重 点项 目、优势 项 

目 ，给 予 政 策 、人 力 、物 力 、财 力 一定 的倾 斜 。 如 我校  

在 地 下 空 间 建 筑 、浅 埋 暗 挖 法 等 方 面 占有 一 定 的优  

势 ，取 得 了一 定 的成 绩 ，这 对 提 高 学 校 的知 名 度有 一  

定 的积极作 用 ，必须 大力支持。 

4．目标和最佳 化策略是指在确定教学 和科研 的 

时候 ，应 对二者 的关 系进行全面而准确 的观察 ，建立 

教学 和 科 研 应 达 到 的 目标 ，从 而制 定 实 现 这 些 目标  

的最 佳方案 。在 着手 实施 以后 ，应 密切 注意 各方 面 

的 反 应 ，获 得 尽 量 多 的反 馈 信 息 ，然后 进 行 策 略 的 调 

整 ，以便 获得最佳效果 ，达到预期理想 的 目标 。 

5．成立岩 土科 学实验 中心 ，优化科 研工 作环境 。 

我校 已有岩土实 验研 究所 ，还 须争 取学 校学 科建设 

重点投 资 ，引 进 国 内外 先 进仪 器设 备 ，并 向全校 开 

放 ，使有 限 的科研投资 能发挥出更 大 的效益 。 

6．重视科 研管 理 队伍 自身 的学 习和建 设 ，使 他 

们具 有 良好 的思 想品德素质 ，具有 “甘为他人作嫁衣 

裳 ”的高 尚情操 ，具有 丰 富的知 识素 养 ，不仅 要懂专 

业 系统知识 ，同时要有 一定 的语 言表达能力 ，还要具 

备 管 理 专 业 知 识 、法 律 知 识 等 。要 求 管 理 人 员 组 织  

协调 能力要强 ，决策判 断能力要 准 ，这样才 能保 证高 

水 平 的 科 学 研 究 工 作顺 利 进 行 ，取 得 高 质 量 的 成 果 ， 

培养 出高水 平 的人 才。 

三、教学中的哲学认识 

辩 证唯物 主义者认 为 ：世界是 由物质组成的 ，物 

质是 普遍联系 、运动 、变化 、发展 的。正是 由此出发 ， 

本 世 纪 奥 地 利 生 物 学 家 L_v．贝 塔 朗 菲 首 先 提 出 了 

普遍 系统论 。从 此 ，系统 理论 便为 广大 自然科 学工 

作者所 接受 与应用 。系统 无处不在 ，无 时不 有 ，万物 

皆成 系统 。事 物 总是 以一定 的系统存 在 ，又存 在于 
一 定 的系统 中。 因此在 研究 某 一事 物时 ，应将其 看 

成 一个有机 的系统 ，从 系统 的整体 出发 ，通过系统与 

环境 、系统与要 素、要 素与要 素等 内外各种关系 的辩 

证分析 ，揭示事物 的系统规律 ，从 而达到 问题 的最佳 

解决 。对 于教 学工作 ，我们应站在系统 的角度 ，把岩 

土专 业教学放在 整 体专业 中进行 研究 ，促 进本专 业 

与其 它专业相 结合 ，由此可 以让学 生 认识 到本 专业 

与其它专业 内部 要素 之 间的联 系 ，全 面深入 地 认识 

这 些联 系 ，对 我 们 深 刻 地 了解 事 物 、正 确 对 待 现 实 生 

活中的各种问题都有帮助 。 

四、搞活微观环境 ，促进岩土工程的良性发展 

科 研 活动是 多因素 的社会 化 活动 ，而且 主要 的 

因素都无 时无刻不 在变化发展之 中。岩 土类科 研活 

动是以岩石 或其 它与岩土有关的工程 为研究对 象 的 

活 动 。 由 于 岩 土类 材 料 、检 测 手 段 、环 境 等 因 素 对 工 

程 的影 响所 致 的变 化 无 一 不 处 在 运 动 中 ，再 加 上 科 

技政策 、科研经费 、人 员及 相互 关系 、工作 时间 和条 

件等外部 因素 的改变 和影 响 ，与外 界 环境发 生 着能 

量流和物质 流的交 换 ，这 也就 决定 了岩 土工 程科 研 

管 理 是 一个 运 动 中的 系 统 。科 研 劳 动 的 探 索 性 和 不 

确定性要求科研 管理要 留有余 地 ，课题 技术 指标 要 

留有弹性 ，不 断更新课 题 、仪器 、人 员 和信 息。因此 

掌握各 因素在科研 过 程 中的相 互关 系 和作用 、信息 

传递等动态运行情 况 ，并根 据反 馈 的信 息不 断进 行 

修正 和调整是 非 常重 要 的。此 外 ，还必 须注 意科 研 

人 员老中青相结合 ，老教授 、老专家有 丰富的知识和 

实践经验 ，可 以起到传 、帮 、带作用 ，培养 和选拔 中青 

年人才 ，帮助他们 迅速成 长 ，使 拔尖 人才 脱颖 而 出。 

系统 性 思 维 在 岩 土 工 程 科 研 、教 学 管 理 中应 用 的 目 

标 是 争 取 小 投 入 、高 产 出 ，充 分 发 挥 科 研 人 员 的 聪 明 

才 智 ，出成 果 、出效 益 、出人 才 。 在 研 究 过 程 中 ，根 据 

科 研 人 员 的 工 作 状 况 ，给 予 精 神 和 物 质 上 的 奖 励 。 

科研成果鉴定 、推广 后按成 果水 平 予 以物质 或精 神 

鼓励 ，有突 出贡献者可重奖 ，甚至提拔 到一定的领导 

岗位上 ，在职称 评定 、职务任 用 上给 予一 定 的倾斜 ， 

使 科 研 人 员 的辛 勤 劳 动 得 到 社 会 的承 认 和 鼓励 。 

综上 所述 ，现代 岩 土工程各 研究 方 向间 的渗 透 

越 来 越 明显 ，科 研 工 作 越 来 越 社 会 化 、现 代 化 ，科 研 

管理工作者 的时 代 责任 感更 紧迫 ，更 需 具 备 “大 科 

学”的系统 观念 ，运 用 系统思 维 方法 指导 科研 、教学 

管理工作 ，对科研 、教学 工 作实 行科 学化 、系统 化 的 

动态管理 ，从 而发挥最佳效能 ，加快 出人 才 、出成 果 、 

出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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