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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ltivation program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in 
geology major.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iscussion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collection of 
network or telephone information, arrangement of overseas education experience from the over-
seas students and returned doctors, organ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education seminars, it makes clear the cultiv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quality major in China and 
abroad, aiming to reform the cultivation program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new direction and thinking, and further the aspects of domestic undergraduate in geology 
major to be improved and comprehensively ele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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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国内外大学本科地质学专业培养模式进行研究，通过到国内高校实地考察座谈、收集网络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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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信息、整理留学生及归国博士海外受教育经历、组织和参加专业教学教育研讨会等方式，明确国内外

地质学专业培养特色，旨在给予中国高校的培养方案改革以新的方向和思路，并指出国内地质学专业本

科培养中有待改进和综合提升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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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质学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并列为自然科学的五大基础学科，是研究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

构造、外部特征、各圈层之间相互作用和演变历史的知识体系，由地质学指导的地质矿产资源勘探是人

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根本源泉之一[1]。为了明确高质量建设地质学本科专业的思路和措施，充分了解国内

外地质学本科专业建设现状及经验，本研究针对国内外开设地质学及相关专业的高校进行了较系统的调

研。本研究主要参考中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和 2019 年 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结果，调研的范围既包括

国内综合性大学和传统地质类高校，又包括美洲、欧洲、澳洲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代表性高校[2]。本

次调研通过到国内重点高校实地考察座谈、收集网络或电话的信息、整理留学生和归国博士海外受教育

经历和组织、参加专业教学教育研讨会等方式开展。 
 
Table 1. Ranking of major Chinese universities offering undergraduate geology majors and their influence 
表 1. 开设地质学本科专业的主要中国高校及影响力排名(据 2017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艾瑞深中国校友会，2017) 

名次 学校名称 专业星级 所在地区 地区排名 

1 南京大学 8 星级 江苏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8 星级 湖北 1 

3 北京大学 7 星级 北京 1 

4 西北大学 6 星级 陕西 1 

4 吉林大学 6 星级 吉林 1 

6 成都理工大学 5 星级 四川 1 

6 云南大学 5 星级 云南 1 

8 兰州大学 5 星级 甘肃 1 

8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5 星级 北京 2 

10 长安大学 4 星级 陕西 2 

11 同济大学 4 星级 上海 1 

11 浙江大学 4 星级 浙江 1 

11 桂林理工大学 4 星级 广西 1 

11 中山大学 4 星级 广东 1 

11 河北地质大学 4 星级 河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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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6 合肥工业大学 3 星级 安徽 1 

16 中国海洋大学 3 星级 山东 1 

16 长江大学 3 星级 湖北 2 

16 东北石油大学 3 星级 黑龙江 1 

1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3 星级 山东 1 

16 西南石油大学 3 星级 四川 2 

2. 国内外专业建设情况 

2.1. 中国高校地质学专业建设情况 

根据 2017 年 6 月 5 日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2017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在中国大学各

门类本科专业排行榜中(表 1)，地质学专业排名前五名的是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大学、

西北大学和吉林大学(二者并列第五)。该排名结果对于各学校在地质学本科专业的办学实力进行了对比，

办学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传统地质院校(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吉林大学、成

都理工大学)具有明显优势。但是，由于只考虑了地质学本科专业，该排名结果并不能客观反映各个高校

在地质学学科建设(含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实力。教育部主导的学科评估综合考察了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领军人物、社会服务等项目，有助于相对客观地反映各高校在学科建设方面的综合实力。根

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最新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2016 年 4 月启动)，全国共有

15 所开设地质学专业的大学自愿参与了 2017~2018 地质学专业大学排名(表 2)。该排名中前几名与《2017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比较相似，说明地质学学科整体实力强的高校地质学本科专业建设方面也实力

雄厚，二者相互支撑。 
 
Table 2. The results of the fourth national discipline evaluation of Geology 
表 2. 地质学专业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8) 

序号 学校名称 评估结果 

1 南京大学 A+ 

2 中国地质大学 A+ 

3 北京大学 B+ 

4 西北大学 B+ 

5 吉林大学 B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 

7 成都理工大学 B− 

8 中国石油大学 B− 

9 中国矿业大学 C+ 

10 浙江大学 C+ 

11 合肥工业大学 C+ 

12 中南大学 C 

13 中山大学 C 

14 中国海洋大学 C− 

15 兰州大学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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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外高校地质学专业建设情况 

权威机构 USNews 发布了 2019 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含 22 个学科大类、共计 1250 所大学参与排名。

地质学专业排名前十名的大学中有八所来自美国，依次为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哥

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其余二所

为排名第三的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排名第十的荷兰乌得勒支大学。从排名前百名的高校分布来看，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在地质类专业建设较为出色[3]，其次为法国、加拿大、荷兰、德国、瑞士、瑞典。

从地域分布来看，地质类实力最强的高校主要分布在北美和欧洲，与经济实力、科技基础及长期积累密

切相关。 

3. 国内外地质学专业培养特色 

3.1. 中国高校地质学专业培养特色 

3.1.1. 综合性大学地质学专业培养特色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的地质学专业培养特色有：(1) 培养目标强调“宽基础、高素质”，

强化通识教育；(2) 多元化、个性化培养目标突出；(3) 实践教学更加务实；(4) 鼓励学科交叉；(5) 学分

要求较低，学生学习较深入、自由度较大；(6) 注重国际化视野的人才培养。 

3.1.2. 地质类高校中地质学专业培养特色 
地质类高校专业领域紧紧围绕地球科学及相关应用学科办学，长期坚持地质矿产领域相关的地质理

论和应用研究的教学，在地质学专业培养方面的特色包括：(1) 以强化地质调查和研究基本能力为特色；

(2) 强调宽基础，扩宽就业面；(3) 野外工作技能、地球科学实验和鉴定技术过硬，在工业界信誉较高；

(4) 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终生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与竞争意识；(5) 学生毕业学分要求高于综

合性大学的地质学专业。 

3.2. 国外高校地质学专业培养特色 

相较于国内高校，国外高校的地质学专业培养特色体现在“灵活性”：(1) 强调课程结构的灵活性、

跨领域交流合作、自主学习等，重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知识的宽度和广度及良好

的学术基础；(2) 在学位设置方面更加灵活，课程设置更加强化学科交叉、通识教育和能力培养，注重培

养学生自主性和差异性，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帮助学生了解自身能力和特性，增强学生对专业的兴趣

和投入，准确定位自己的职业选择并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4]。 

4. 国内外高校地质学专业培养模式对比分析 

USNews 发布的 2019 年最新地球科学专业排名前百名高校的结果表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是世

界上地质类大学建设最好的三个国家，仅有六所中国高校位列其中。中国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高

等教育强国相比，在地球科学专业建设方面仍然存在差距。尤其是与在排名前十名的大学中占有 8 所高

校的美国相比，差距明显。通过对国内外高校地质学专业培养方案和建设现状的对比分析，得出如下初

步认识[5]：(1) 国内外高校地质学专业培养方案的结构大同小异；(2) 国内高校在学分要求上普遍高于欧

美高校，学生上课时间多，自学时间较少。国内高校最低要求一般在 145~180 学分，其中综合性大学一

般在 140~150 学分左右，而其他类型高校一般在 165~180 学分。欧美国家的地质学本科毕业的学分要求

一般在 90~130 学分之间，其中斯坦福大学则仅要求 93 学分；(3) 国内外高校地质学专业对通识课程越

来越重视；(4) 国内外高校对数理化类和文史类通识课程学分要求一致，而对体育类和外语类通识课程学

分要求有差别；(5) 综合性大学与专科性大学、美国高校与中国高校在选修课程开设方面差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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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我国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全

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与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地质学作为研究地球表层和内部自然现

象和改成及物质运动形式，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基础学科，其研究成果是整个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

对技术科学和生产技术起到方向性、纲领性作用。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加之新时代资源、

矿产、环境发展都对地质学专业建设提出了迫切的需求。地质学专业应用领域广、就业面宽，除了基础

科学研究以外，还可在矿床资源勘探、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范、城市地质、工程地质等多个领域就业。 
国内地质学专业建设思路应围绕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强化使命驱动、注重名师引领、创

新学习方式、促进科教融合、深化国际合作，选拔培养一批地质学科拔尖人才，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

主要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奠定人才基础。笔者认为，国内地质学专业建设实施方案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 双向选择、内外结合，实行严格导师制 
优秀教师的言传身教，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活、科研将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有助于加强对学生的精

神感召、学术引领和人生指导。为了深入实施导师制，拟采取以下措施： 
a) 采用双向选择方式，为每个学生匹配指导老师。根据实际需要，还可以针对学习、科研和生活分

别设立学业导师、科研导师和生活导师，在课程学习、科学研究、生涯规划等方面对学生给予全方位指

导； 
b) 进入科研实验室和课题组。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让所有学生有机会进入指导教师实验室参与科研

创新活动，参加科研团队组会交流与汇报； 
c) 实现国内外研究机构学术访问。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拔尖学生进入国内外一流研究

机构，接触前沿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思想文化； 
d) 完善创新班学生指导教师政策保障。制定配套的指导教师工作量计算方法和创新班学生评优制度，

完善创新班学生指导教师政策保障，激励更多优秀教师投入创新人才培养。 
2) 加强基础、拓展深度，创新学习方式 
营造创新环境，厚植成长沃土。加强基础理论学习，注重个性化培养，创新现有学习方式。拟采取

以下措施： 
a) 加强基础理论学习。适当减少、合并专业课程学习，增加基础课程、交叉科学选修、必修课程学

分； 
b) 实行小班教学，提升学习挑战性。以学生为中心，实行小班研讨式教学，增加学生自主学习任务，

提升学生学习的挑战性，增强优秀学生的荣誉感； 
c) 理论与实践并重，保证实践与理论不脱节。加强课内实习、实践训练，引导学生多读书、多实践； 
d) 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结合，提高学习效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创设线上线下、课内课外、

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学习环境和机制，提高学习成效。 
e) 开展研究性教学，鼓励自主深度学习。在高年级开始学科前沿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鼓励学生

参与科研项目训练，促进学生自主深度学习、建构知识体系、形成多维能力。 
3) 弱化专业、拓宽视野，促进学科交叉 
弱化专业概念，加强地质学与工程、环境等学科交叉培养。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努力为

学生建构“底宽顶尖”的金字塔型知识结构。利用高校化学化工、岩石力学、工程力学等学科，适当加

强地质学与工程、环境、化学等学科的交叉培养，建设跨学科课程体系、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设立交

叉学科研究课题，为拔尖学生参与跨学科学习和研究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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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重实践、强化科研，培养创新人才 
a) 有效发挥科研导师作用。通过参与实验室研讨、文献研讨、组会交流等活动培养科研思维。 
b) 搭建高校与大型国有企业和中科院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的战略平台，实现国内外研究机构学术访

问。依托国家科技计划，在国家战略布局的重点和重大研究领域，鼓励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

进团队，为学生攀登学术高峰搭建平台；鼓励学生进入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等参与科技创新实践，大胆探索基础学科前沿，科教协同培养高水平人才。 
5) 派出与邀请相结合，提升国际化视野 
拓展拔尖学生的国际视野，通过研修实习、暑期学校、短期考察等方式，提升国际文化理解能力、

国际科技研究能力、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a) 借助“2 + 2”、“3 + 2”联合培养模式，选派学生到国外高水平大学学习、交流、访问； 
c) 选拔优秀学生，到国外大学参加野外地质实习； 
d) 邀请国际著名地质学专家，在国内开设全英文课程； 
e) 选拔科研优秀学生，资助学生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的交流、学习； 
f) 邀请中外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科研专家共同指导，定期举办“模拟国际学术会议”。 
6) 开放与淘汰结合，科学选拔优秀人才 
真正发现和遴选志向远大、学术潜力大、综合能力强、心理素质好的优秀学生，保障学风、班风，

是优秀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具体措施包括： 
a) 高考直接招生和校内选拔相结合，吸引优质生源。推进“中学生英才计划”，吸引具有创新潜质

的中学生；入校后，通过校内公开选拔，吸引优质生源。 
b) 实行年度考核和淘汰制，实现科学分流。建立科学化、多阶段的动态进出机制，实现全校公选入

口的开放和考核淘汰管理，对进入计划的学生进行综合考查、科学分流。 
c) 开设绿色通道，大幅度提高“免试研究生”和“本博一体化”比例，鼓励优秀学生直接进入高校

更高层次的学习，为高校科技创新和师资培养注入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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