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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gmatic and Metamorphic Petrology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tudents of geology, it is also a 
fundamental course, necessity for geology students, the course heavily influences the students’ 
further learning and research abilit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Magmatic and Metamor-
phic Petrology”, the author has adjusted to the theory-based contents of the course, with the in-
tention to optimize the theory contents, practical exercise contents, on-line teaching, as well as 
contents of field works. These alterations not only lighten the unnecessary burdens of students, 
also increase their abilities in terms of petrology type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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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岩浆岩与变质岩石学》是地质类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程，也是地质类学生必须要掌握的专业基础课，

其教学效果对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以后从事科研生产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笔者在《岩浆岩与变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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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对理论课程内容中进行了调整，试图在理论授课内容、实验课内容、网络教学和

野外实践环节等方面进行优化改革。这一教学改革一部分减轻了石油类院校学生的学习负担，同时又加

强了他们对岩性识别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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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岩浆岩与变质岩石学”作为资源勘查工程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设计内容繁多复杂，枯燥难懂，

要做好这门课教学，就要在教学内容、方法上狠下功夫，最终达到本专业教学目的。石油类院校资源勘

查专业相比其他地质院校地质学专业本科生来说地质基础相对薄弱，对岩浆岩与变质岩石学的需求并不

高。在学时安排上，课程总学时只有 40 学时，而在其他学校仅岩浆岩石学总学时就有 64 学时。因此，

这门课在内容选择以及理论课程安排方面都需要进行良好的规划。 
近年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矿物岩石教学团队十分重视岩石学课程教学改革，并取得

了丰富的教学成果[1] [2] [3]。本论文结合专业特点和学生日后需求，对岩浆岩与变质岩石学的理论课程

的改革和优化进行了论述，力图为本科生打下坚实的岩石学基础，进一步培养其创新思维及独立思考能

力。 

2. 精讲岩石分类命名，弱化岩理学 

石油类院校主要以沉积岩石学、石油地质等课程为主，岩浆岩与变质岩石学课时只有 40 个学时，其

中理论课 20 学时，岩浆岩与变质岩各 10 学时。在以往的教学中，其内容包含了岩浆岩与变质岩基础、

岩浆岩与变质岩分类、岩浆岩与变质岩成因等。多年来，学生不断反映这门课的难度大、内容杂，抓不

住重点，记不住内容。到了地质认识实习中，也不会鉴定岩石。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对岩浆岩与变质岩石学理论课的内容进行了改革。保持 20 个理论课学时不变，

对内容进行了如下调整：将原有的岩浆岩与变质岩基础由原来的 8 学时改为 4 学时，岩浆岩与变质岩各

2 学时；保持岩浆岩与变质岩分类 8 学时不变，岩浆岩与变质岩各 4 个学时；将原来的岩浆岩与变质岩

命名原则由原来的各 2 学时，增加至各 4 学时，总计 8 个学时。这样的安排强化了岩石的分类和命名，

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岩石鉴定的本领和岩石命名的原理；弱化了岩理学的内容，包括岩石成因、岩石

地球化学等，使内容变得相对简单实用，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我们对 2018 级创新班学生实施了改革，

通过对学生们后续地质实习的追踪调查，发现学生在地质实习中岩石识别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在野外，

他们能够很有条理和系统性的知道该如何进行岩石鉴定，很快区分出三大岩类，并按照课上所讲的命名

方法进行岩石定名。 

3. 避免实验课与理论课内容重复 

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总结浓缩。因此在“岩浆岩与变质岩石学”教学中，必须紧紧抓住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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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以往的教学模式是理论课中讲的内容，在实验课中需要再重复讲一次，这些重复

环节占用了大量的课时，学生也并没有因此而掌握的更好。同时，由于实验课和理论课通常相隔 2 天，

学生可能在上实验课的时候已经忘记了理论课所学的内容。在本次教学改革中，我们尝试在实验教学中

穿插部分理论教学内容，使学生面对实体标本实验的同时，领会相关理论内容。同时，将若干实验项目

放在理论课内容讲授之前进行，以便通过先期实验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例如，在中酸

性岩的实验课上，原有的课程计划是复习中酸性岩石的化学成分分类、矿物组成、成因机制等理论课所

学的内容；现有的课程计划是中酸性岩石的矿物组成、结构构造、鉴定特征等。这样的安排还可释放出

一定的理论学时，将岩石命名部分细化。这样的改革方式很受学生们欢迎，改变了学生以往在实验课上

不知道干什么的状态，提高了实验课的学习效率。 

4. 完善网络教学条件，提高网络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 

网络课程的出现是中国教育改革和信息时代的要求，更是传统教育观念改变和终身教育的需要[4]。
开发高质量的网络课程是现代教育技术工作的重要内容。针对当下时代的需求，在本次教学改革中，我

们尝试开发更加新颖、经济、快速、准确的方式，利用网络媒体工具来更好的制定网络课程的内容和形

式。我们将教学内容与实际场景结合，利用视频、3D、AR 等技术将知识点融会贯通，并将重要知识点

提炼分离，使学生可以随时回到任意一个知识点巩固学习。在整理实验室手标本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实验

室缺少重要岩石类型手标本及薄片的现象。很多样品原产地在国外，如南非共和国巴伯顿绿岩带科马提

河岸边采集的科马提岩(科马提岩的命名地，具有典型的鬣刺结构)，澳大利亚拉克伦褶皱带采集的花岗岩

类以及挪威的榴辉岩(矿物组成为石榴石、绿辉石和柯石英)等[3]。虽然通过国际合作，我们获得了这些

样品，但数量较少无法保证课程需求。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学生在课堂上学习过的

岩石，在野外却无法正确识别出来。因为每一节课仅针对一种类型的岩石，但在野外把所有的岩石类型

放在一起，学生就容易混淆。因此，我们聘请专业的技术团队，利用 360˚影像技术拍摄 3D，AR 等教学

片。学生带上专门的技术眼镜就可以身临其境的观察到稀有的岩石或野外中岩石的特征，无需手持样品，

就可以进行岩石的观察和鉴定。利用网络工具的特点，网络课程将会提供重要知识点相关的网页超级链

接，给学生呈现当今最新的有关其知识点的信息和阅读材料。在扩大学生视野、巩固学生知识学习效果

的同时，培养学生在信息时代应有的“学习–查询–研究–深度学习”的科研能力以及思考技能。这不

仅是学生上岩石学与变质岩课程时的重要资料，对日后学生考研、工作、研究中碰到此类问题都有很大

的帮助。 

5. 增加野外实践课程，培养学生野外鉴定能力 

地质学是一门基础科学，其本源存在于实地的勘测、分析；脱离了本源环境的纸上谈兵对学生的专

业思考能力以及科研方向的视角都是不利的[5]。所以在理论课教授的同时培养学生野外实践中的鉴定能

力在任何形式的地质学教育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本次教学改革中，我们将尝试减少笼统的实习内容，

将实习中会遇到的内容分精、分细，在实习之前让学生参与到阅读以及思考中去，让学生带着问题来到

野外，在野外实践中找到解释，并将解释带回书本中去，得到思考的答案。同时，要让学生消除“实习

就是去遥远的山区，只有那里才有地质学实践”的想法，让学生明白“地质学研究的是我们周围的环境，

任意地形地貌，都有书本中内容可以实践的方式”。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矿物岩石教学团队在《岩浆岩与变质岩石学》授课过程中增加了课

内实践和野外地质考察，例如参观中国地质博物馆，学生通过观察精美、特殊的岩石手标本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在观察博物馆过程中为学生发放测验表格，对博物馆不同楼层和位置摆放的展品、建筑物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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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地板进行岩石定名，拍照、记录描述。在课程期间，安排组织学生前往昌平区蟒山公园进行野外地质

考察，让学生近距离的观察中生代岩浆岩侵入体的形态、产状，从微观角度认识侵入岩的成分、深入了

解岩墙、岩床的本质区别，认识冷凝边与烘烤边等地质现象。 
参观地质博物馆不仅可以拓宽学生们的眼界，还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学生们从中感

受到了学习的乐趣。野外地质考察过程中，学生们还采集了样品，丰富了实验室的样品库，对于完善野

外地质考察路线的岩石学记录有极大的帮助[3]。 

6. 结束语 

“岩浆岩与变质岩学”作为一门基础课，对学生往后的科研道路来讲意义重大。作为教师，教好这

门课是我们的本职。信息时代给人们的沟通提供了空前的便利、快捷、有效的沟通途径，我们将在教改

中利用这些信息时代的工具，缩小老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鸿沟，并帮学生在基础学习中建立一个正确的

学科观念、树立一个严谨有效的学习与研究习惯、巩固一个坚实的专业基础。 

基金项目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岩浆岩与变质岩石学》研讨课的建设教学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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