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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勘察虚拟仿真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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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岩土工程勘察》课程信息化教学现状，将仿真技术手段结合课程内容进行了教学信息化整改。对 RPG

模式下岩土工程勘察及土工试验虚拟仿真教学特点做了全面分析，从具体教学内容：即野外勘察、水文实验、原位测试、建

材勘察等过程分析中突出了虚拟仿真教学的先进性;以练习模式和考核模式多措并举可以有效巩固教学效果，实现岩土工程勘

察虚拟仿真实训模块的系统化建设。在实际教学中,采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可有效弥补真实实训的各种局限,提高学生对于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度，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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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urse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urvey" and
proposes an informationization reform by integrating simulation techniques with the course conten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for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urvey and geotechnical laboratory tests under the RPG
mode is conducted in this paper. The advanced nature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is highligh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pecific
teaching content, such as field survey, hydrological experiments, in-situ testing, and material investigation processes. The combination
of practice mode and assessment mode can effectively consolidate teaching outcomes and achiev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virtual simulation practical training module for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urvey. In actual teaching, we adopt a combin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methods to effectively compensate for the limitations of real practical training,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students, reduce their understanding difficulties, and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 RPG model,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Virtual simulati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引言

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真正结合

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理论与实践教学环节中的开放性、可

控性、延展性以及信息化应用程度均有待提高。随着虚拟仿

真技术的飞速发展，院校对于仿真类教学产品的使用要求也

相应提高。

根据专业特色以及人才培养要求，将《岩土工程勘察》

课程教学结合仿真技术手段，进行教学课程信息化整改，力

求创造出更新颖、更全面的教学资源以及更便捷、更科学的

教学应用方法。

一、课程现状

1、实践教学资源匮乏

传统课堂教学中，能与岩土工程勘察课程理论部分配套

的实践教学资源缺乏，信息化教育设备有限，无法实现教学

资源的高效串联与调用。现有的教学模式只能阐释简单的知

识点、原理及理论。一系列客观条件限制了课堂教学开展的

时效性。

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学生实际操作机会少，同时，考核

标准难以规范化，考核成绩难以有效记录，有限的信息反馈

难以辅助教师进行课程调整和改进。

2、教育信息化进程缓慢

信息化技术在岩土工程勘察课程教学中还未显示其高

效、直观、形象的一面。加强岩土工程勘察课程教学虚拟仿

真信息化建设，对于高职院校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具有很

大的促进作用。

二、虚拟仿真教学优点分析

1、真实场景再现，多种互动新式提高学习兴趣

凭借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虚拟仿真技术已经可以

真实还原真实场景，学生可以直接在虚拟场景中进行漫游，

观察场景整体布置，查看图纸及完成任务。实训互动模式新

颖多样，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乐趣，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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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学质量。

2、在课堂中进行实践，反复实验提高知识掌握程度

通过岩土工程勘察仿真实训软件，将勘察过程搬入到课

堂当中，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进行实际操作，理论与实践

在第一时间进行结合，通过实际操作掌握理论知识，提高理

实结合度。反复进行操作，提高对工程勘察技能的掌握程度。

三、RPG模式下岩土工程勘察教学特点分析

1、系统交互方式：软件设计以RPG类(Role-playing Game)

游戏方式进行互动，通过完成任务后获取下线任务的解锁道

具的方式，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减少学生对单一模式的排斥

感。

2、软件背景：软件建设场景要求三维模拟实际现场环

境，实现三维漫游交互操作。

图 1 勘察场景三维仿真

3、漫游功能：实现三维仿真环境模拟实际工程现场，

操作者可通过人体输入学设备在系统中任意走动体验，全方

位的观看。

4、运行模式：软件采用两种模式进行实训和教学；考

核模式进行实训，练习模式进行教学。

5、任务模式：软件任务模式展现知识点交互操作，进

入场景界面后，在 NPC处接取相应的任务，完成当前任务，

下一任务才会解锁。

6、趣味性：学生通过游戏解锁任务的模式进行操作，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7、便捷性：练习模式下，可以根据需要自主跳转学习

任务。

8、导航功能：在系统中能够融入游戏式元素，如导航

地图功能，能够直接快速明确的帮助操作者找到操作任务目

标或目标位置。

9、提示功能：任务操作过程中，系统带有文字、语音

的提示信息帮助操作者更好的实施系统任务操作。

10、过程动画：操作者通过点击操作进入观看过程三维

仿真动画，操作中应注意的要点需配有专门的字幕、语音，

全面展现实际现场的操作过程，能够帮助学习者认识了解现

场实际工作环境的同时，准确对应教学任务所要表现的操作

要求强化理解。

11、系统中所涉及到的数据资料按要求反馈到管理平台

上，如岩芯描述，学生根据自己实训情况在软件中进行报告

的撰写，并直接上传到平台由老师批阅，省去学生用纸制书

写再提交给老师的繁琐流程。

12、进入任务操作界面，主要包括以下功能：当前任务

名称显示，地图导向，设置，机具选择及介绍，任务操作提

示（包含语音），当前步骤显示，规范要求提示，任务视频

展示，场景操作，知识点考核。

四、岩土工程勘察仿真内容与模式

1、虚拟仿真内容

软件虚拟仿真内容为：野外勘察、水文实验、原位测试、

建材勘察等四块功能：

(1)野外勘察操作流程包含布孔—放线—钻探—取芯—

描述（岩芯）—资料整理

表现形式以三维场景上点击触发物进行交互操作、播放

视频动画、弹出理论题作答等方式体现。

(2)水文实验包含压水实验—抽水实验—资料整理

表现内容在野外现场勘察流程钻探完成后进行实验，场

景出现对应钻探孔洞，有水孔洞触发抽水实验操作，通过道

具点选实现实验操作过程，操作记录数据后进行资料整理，

无水孔洞则触发压水实验操作，同样通过道具点选实现实验

操作过程，操作记录数据后进行资料整理。

(3)原位测试包含静力触探—动力触探—标准贯入—资

料整理

表现内容在现场场景中进行通过道具点选实现实验操

作过程，操作记录数据后进行资料整理。

(4)建材勘察通过图文列表清单的模式交互体现知识点，

以图片、三维模型形式展现不同地质、岩样的表观属性包含

表征岩、土结构和成分的指标；渗透性指标；变形性能和强

度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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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岩土工程勘察虚拟仿真内容

2、操作模式

包含练习和考核两种操作模式，完成相应练习模式后方

可解锁对应模块考核模式进行考核操作，通过反复练习巩固

教学成果，以考核结果检验教学质量。

实训任务采用 RPG 游戏的交互形式，在项目经理处接

取和交接任务；根据教学方便，可在窗口、全屏两种模式中

自由更换，自由调整音量大小；能在地图中传送，快速到达

地方，不同地方浏览整个地形地貌。

(1)练习模式

根据实训任务发布任务书，使用三维交互技术完整模拟

实训任务操作过程；操作过程中会根据知识点随机考核理论

知识点并进行判断及知识点讲解；高亮提示当前操作步骤所

用设备及材料；根据教学需要可自由跳转操作步骤，并可反

复进行练习；操作手簿根据操作步骤以文件及语音的形式给

出操作提示；钻探取芯模块中，学生需能自己绘画岩芯素描

图和手动输入对岩芯的描述；每个模块中需有对应三维的微

课视频，且总时长不少于 300 秒，方便实训教学（“微课讲

解”模块根据每个实训任务模块的教学内容，结合三维立体

动画技术制作相应的微课视频，该模块提供知识点跳转点，

方便操作者快速定位到要学习的知识点）。

(2)考核模式

根据考核任务发布任务书，根据所学知识完成考核任务

考核操作。

操作过程中会根据知识点随机考核理论知识点，系统自

动记录作答情况；操作过程中给出多个设备或材料让考核者

进行选择，系统自动记录选择情况；考核过程中操作步骤不

可进行跳转；钻探取芯模块中，学生需能自己绘画岩芯素描

图和手动输入对岩芯的描述，老师可对其进行批阅。

图 3 考核模式

实训考核完成后，系统需显示实训考核操作中各个操作

环节错误数量并给予等级评定。

五、后续发展

在岩土工程勘察及土工试验掌握良好的基础上，拟将三

维岩土工程勘察系统引入教学计划。将集工程数据处理、工

程图件制作、三维模型构件、三维可视化与空间分析、三维

岩土工程监测等功能于一体。帮助勘察者显著提高工作效率，

提升数据共享能力，并方便设计单位应用勘察成果。

六、小结

通过一学年两个班的教学实践，RPG模式下岩土工程勘

察课程教学改革效果显著，表现为考核成绩整体提升。追踪

调查数据显示，这两个班的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明显强

于往届学生。

1、岩土工程勘察仿真实训教学改革的实施，提高了学

生对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可以反复进

行操作，更易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多种多样的交互形式也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改变学生为学而学的被动

学习模式，变成想学而学的主动学习模式。

2、将需要在野外现场进行的勘察过程通过虚拟仿真的

形式在课堂中表现出来，对于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教学难点，

教师可以结合仿真实验现象进行细致剖析，降低了学生的理

解难度，提高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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