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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震学课程对数理知识、地质背景和计算机编程都具有很高的要求，具有理论性强、地质背景复杂、编

程繁琐等难度，但地震学又要满足工科所要求的与实践相结合的紧密。针对理工融合的桥梁实践课程，

本文进行了地震学实践教学的新改革，首先增加了实践课时，以学生预习中的难点问题为导向，结合实

际工作进行实践安排，实现理工联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其次增添了湖南省地震局校外实践基地的实测资

料的处理与地震预报预警的校外教学，让学生切身深入真实的资料处理和实际工作中去，从而实现理工

融合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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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ismology courses includ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geological background, and computer pro-
gramming. They have a theoretical basis, complex geological background, and computer coding, 
which need to integrate with practice. In response to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this course, 
this article has carried out a new reform of seismology practical teaching. Firstly, it has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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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class hours, guided by the problems in student preview, and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work to arrange practical teaching, achieving a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
ing cooperation. Secondly, the processing of measured data from the off-campus practice base of 
the Hunan Provincial Seismological Bureau and the off-campus teaching of earthquake prediction 
and early warning has been added, allowing students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real data processing 
and practical work. Thus, we can achieve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of integrating science and engi-
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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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目前国家新工科战略和“双一流”学科理念的发展需求，地震学课程是理科地球物理类专业中

最重要的一门课程，它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该学科已经应用到了地质学、大地构造和基础建设等各个领

域[1] [2]，他是研究城市规划建设、大数据应用和地下空间探测的基础。传统的地震学教学模式单一，理

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较少。地球物理专业野外工作环境艰苦，大多学生在实践学习中存在自主意愿不强

烈、畏难、怕吃苦，认为与大学的高科技不匹配，这就难以形成国家能源资源的人才梯队的构建[3] [4] [5]。
然而在新工科时代下的可成建设又需要做到“理工融合”、“三全育人”。我们通过分析“地震学”的

教学特点，借助翻转课堂的教学理念，结合地震学实践教学的课程体系，将地震学的理论知识融合到工

科专业课程中实践中去，形成理工融合的教学模式，从而提出了基于理工融合的地震学实践教学的教学

改革措施，从而满足现代社会对综合素质高的高需求，让学生了解一个更加完整的课程内涵[6] [7] [8]，
符合新时代人才建设全面发展方向。结合目前社会需要，设置新型的实践教学内容，改革的目标是将理

论的专业知识在适应当前国内外新技术情况下融入到实践教学中去，从而实现理工融合的目的。 

2. 实践教学设置的目的和目标 

实践教学的目的是对课堂的理论知识的延伸和拓宽，把课程知识做到融会贯通，既要有宽度又要有

深度的延拓，为学生将来从地震学以及与地震学相关的科研或者城市建设相关的工作奠定基础[9] [10] 
[11]，从而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相融合的目的。 

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将地震波的理论知识应用的实践中去，对地震数据野

外实际采集的方法和理论付出实施，从而达到理工融合的教学目标。让学生结合现今的理论基础，一方

面学会专业软件实现资料数据处理和解释的过程，并对比最新的 AI 智能技术实现新技术方法的应用，同

时针对地震定位、地震震级测定、地震活动性与板块构造和断层之间的关系，将地震资料解释问题与地

质和大地构造联系起来，掌握地震资料对地震预警预报以及断层活动性的指导关系，目前国内外地震学

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发展趋势[12]。 

3. 实践教学的特点和教学现状 

“地震学”作为地球物理学专业的核心专业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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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较高的数理基础 
地震学是结合了多种数理课程，包括物理、数学、场论、弹性波理论及动力学、数值信息处理、地

球物理特殊方程以及计算机语言程序设计等数理课程，是一门交叉学科，对计算机编程和数理知识要求

高。 
2) 较强的实践性 
地震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实践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课程教学中的数据处理软件的实际操作和改

进，二是野外地震数据的采集和布设装置的实习。通过这两部分的实践教学，可以使同学们把课堂上的

理论知识得到很好的实践，在实践中也是加强理论知识的最重要通道。 
3) 理工融合，多学科交叉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新工科专业的未来发展方向，首先地震学中数据资料处理涉及到多方面的数理

和计算机基础，这就需要同学们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针对地震学的数据资料解释又与地质理论

报刊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以及地球化学等分不开。 
4) 技术更新速度快 
结合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和多学科间知识和技术的融合交叉，地震学领域的技术也随着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如针对地震学中涉及到的大量的地震波形数据的处理，就引入了目前较为流行的人工智能 AI
处理。这促使了地震学教学需要引入新鲜血液。 

对数理知识和实践应用能力，使得地震学教学实践内容和方法必须进行了变革。 

4. 改革前后的实践教学内容调整 

首先对优化教学内容，增添了新技术新方法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从应用到理论翻转，结合当前城

市建设和规划，资源探测以及环境保护对地震学的需求，更新国内外针对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学方面的新

成果，特别是目前较为流行的 AI 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应用需求，对地震学的理论进行实用化、例题化的

讲授，让理论联系实践。同时，新的教学方案中也保留了传统教学中对基本理论知识的实践技术，也引

入了地震学实践教学中的前沿技术，使得适应当前社会上对地球物理学人才的需要，满足新型人才培养

目标。改革前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加实践课时 
任何课程的实践教学都是对课堂教学的延伸和将理论实践化，地震学也不例外，地震学涉及到多方

面的数理知识，但如何将这些数理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呢，课程实践就就是一个踏板。为了培养学生的

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我们在已有课程的四个课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4 个

课时，其中，认识地震仪器设备包括认识地震仪中的组成部分，采集方式以及布设要求 2 个学时，随后

将地震仪采用多种布设方式进行观测数据 2 小时。结合地震学理论编程对采集的地震波形数据进行了处

理 2 个学时，实现了理论与实测相结合的目的。 
2) 扩充实践内容 
除了在学校的实践内容之外，我们又添加了与湖南省地震局建设的校外实践基地进行真实数据的社

会实践内容，将课程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地震局处理日常地震波形信号相结合，从而达到理工融合的目的。

详细的实践内容包括震源机制解及地震精定位方法的实际数据处理、湖南地震台站的布设和实时监测和

传输情况、地震局的日常观测方法和大地震的识别与预警、地震简报的书写、识别震相、专业地震软件

的实操等相关内容。 
3) 实践内容英语化 
地震学的实践内容涉及到地震预警警报，这关系着全人类的生命，于是实践内容的英语化是也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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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学理工融合教学的发展方向，这样浏览国内外的高水平的相关论文也可以关注整个全球的地震学事业

的发展，当然这对于很多继续深造的学生来说更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以为继续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奠

定基础。 

5. 实践教学方法研讨 

实践教学方法的改革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好的教学方法可以提升质量。 
1) 理工融合，翻转教学模式 
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对教学方法进行了翻转教学，首先增加了十分钟学生对上节课内容的总

结环节，和十分钟学生对新课程的预习讲授环节，总结环节可以让学生很好的对上节课的内容进行复习，

带领其他同学回顾上次课的知识。十分钟的预习讲授环节使得学生达到良好的预习效果，这样是学生们

提前了解到这节课的难点在哪里，同时也提出问题，在授课过程中，以难点出发，以问题为向导，结合

工科所需要的实践应用实例，将理论到实践的讲授模式进行翻转，着重讲述实例应用中存在的理论问题，

这样就可以从问题解决到理论需求进行系统、全面地讲述教学的内容，创建高阶讲授课堂。 
2) 实例为主，突出综合性人才培养 
结合地球物理学专业在中南大学资源环境建设的特色学科，以地震学和地震勘探相关知识进行结合，

开展应用和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特别是注重地震知识在资源环境上的应用。结合国家地震科技创新

所提出的透明地壳计划，采用地震波在透明地壳中高精度速度结构模型，指示对深部成矿环境、深部成

矿模式以及成矿动力学过程进行深入研讨，突破传统只教学，脱离科研和应用的陈旧教学模式。时刻与

国家的需要，科技的发展方向进行紧密联系，从而培养国家需要的综合性人才。 
3) 课堂和课后反馈 
重视课堂和课后反馈，跟踪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及时查缺补漏，查明学生对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从而适时调整教学计划，进而满足不同水平学生对课程基础知识的掌握和需求，从而提高实践教学

的质量。 

6. 结论 

通过本科教学的改革，使得地震学的教学达到理工融合的教学目的，立足学校专业特点以及国家科

技发展方向，建立具有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具有综合能力强的理工融合新模式。通过增加实

践教学课时和实践教学的多方式相结合，以及湖南省地震局校外实践基地的真实地震波形数据的处理来

达到理工融入，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化了理论知识，拓宽了知识的应用。另外，英语化实践

教学开拓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特别是引入湖南省地震局的校外实践基地，将企业实践纳入课程体系，

从而更好地训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围绕校内实践、创新运用、企业实践三方面建立复习回顾、预习

讲课、难点重点讲授、企业实践四个过程，实现了深化教学改革，提升培养质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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