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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al teaching is related to realization of teaching aims and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under-
graduates’ geologic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promis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to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or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and enforcement of geo-
logical engineering prac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the teaching content, ob-
jectives and teaching mode are summarized and further designed. In the article certain achieve-
ments was obtained by the field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combining pre-
vious data, using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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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教学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问题，在此意义上，野外实践教学的质量决定了地质工程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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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质量。在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对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进一步设计。

本文通过对教学实习区内的野外地质调查，结合前人资料，利用有效的教学模式，在此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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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质学科的实践性非常强，而大自然是最理想的天然地质实验室；京津冀矿产资源和地质现象丰富、

国家级地质博物馆众多，野外地质教学资源得天独厚。因此，提出了构建“野外地质实践教学体系”这

一目标，其教学内容囊括地质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多学科并举、交叉融合的

特点。 
地质是一门实践性和探索性很强的学科，野外实物地质资源可谓其最大、最现实、最丰富多彩的教

学课堂和实验室，在该专业教学中所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培养应用型高素质人才为定位，贯彻

“卓越计划”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满足学生的自主发展和选择就业需求[1] [2] [3]。 

2. 地质工程专业实践基本条件 

地质工程专业现有各类校外实习基地 10 余个，主要实习为地质认识实习——北京门头沟区周口店实

习基地或天津蓟州区府君山实习基地，地质填图实习——秦皇岛柳江盆地实习基地，生产实习——山西

晋煤集团沁秀煤业有限公司凤凰润宁分公司、河北中色华冠岩土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毕业实习——国

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就业单位等。与各实习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校外实习

和科研基地。 

3. 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3.1. 实验实训条件建设 

地质工程实验室设施完善、实验课程丰富：下设矿物岩石标本室、偏光显微镜室、水文地质模型室、

水文地质分析室和矿井水害探查室，相似模拟研究室、虚拟仿真实验室 7 个功能分室，拥有大量贵重精

密教学实验仪器，依托目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2 个，安全检测检验中心 1 个，院士工作站 1 个。2017 年地

质工程实验室获批校级重点实验室。 
并计划增设数值化填图系统实验室、地球物理资料处理系统实验室，工程地质实验室等 3 个实验室。

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实验室管理制度；编写完成实验实训指导书；完成了教学培训任务。购置了一批实

验仪器设备、标本、薄片等，对实验室进行更新、新建，极大改善了实验实训条件，有力地支持了实验

实践教学活动，完成了预期目标。 

3.2. 野外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野外实践教学既能加强地质工程专业实践工作的基本技能，又能巩固相关课堂理论教学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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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习兴趣、培养综合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关键环节。传统野外实践教学存在内容无论理论，实践

不现代化的不足，例如野外教学应当有现代化的装备，内容可以包括信息技术，科研型人才的培养需要

促进学科交叉，推进地球系统科学的新方向。由于近年来全国地质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野外教学工作

时间的调整以及传统的野外教学方法，致使野外实习一直是该专业教学的薄弱环节；我校地质专业为新

建本科专业，尤其缺乏实践教学环节的经验和积累，野外教学显得更加薄弱。如何提高野外教育、教学

质量已成为地质工程专业建设的关键问题。对于有关的教学质量评价标准，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以及实

践能力的培养等问题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设想。 

3.2.1. 野外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以学院颁发的实践教学指导书为蓝本，结合地质专业实践教学的特点，从以下方面构建更为合理的

实践教学体系。 
强化实践教学各环节的管理：从多方面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补充和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如实践教

学的考核、实践设备的管理、实践安全的管理等；采用计算机等现代化管理手段，建立信息收集、整理

和归档制度，对野外等实践信息及时进行记录，并做好统计、分析和归档工作，及时向学院和上级有关

部门提供野外等实践的准确数据。 
以竞赛带动实践教学：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主动探索、主动学习的能力尤为重要。通过参加专

业竞赛给学生提供了较大自主学习时间和空间，易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

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产学研合作，促实践教学的发展：逐步形成适合自身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科研道路。针对我院以

教学为主、科研力量较强的现状，应大力引进企业项目，以项目作为引导和推动科研发展。让部分师生

参与项目活动，使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接触到本行业的新技术、新技能、锻炼其处理生产现场实际问题

的能力，提高质量意识和品质意识，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对教师而言，通过项目实践技能得到了极

大的提高，对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实践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大力度对实践教师的培养和引进，构建专职的实践教师队伍，逐步形成初、

中、高级人员的合理结构。 

3.2.2. 野外实践教学方式方法研究 
开展了野外实践教学方式方法研究，并将现场讲授法、引导观察法、实践演示法等综合应用于近年

的野外地质教学。通过启发式、引导式、讨论式教学，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开阔了学生的思路。 

3.3. 野外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 

3.3.1. 地质认识实习 
地质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重视地学人才的科学态度和兴趣教育。野外地质实习是十分重要的实践

教学环节。通过地质认识实习使学生对地质工作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了解，开阔学生的专业视野，培养学

生对地质科学的兴趣和爱好，巩固专业思想，使学生在课程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对基本地质现

象的野外实地考察和现场实践，获得感性知识并巩固和深化课程理论，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习过程

中组织学生参观和游览房山世界地质公园、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等自然和人文景观，提高学生的地质科学

和人文科学素养，见表 1。 

3.3.2. 野外填图实习模式研究与实践 
通过这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活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地质填图的规范、程序和基本工作方法；

熟悉华北地区一些典型的地层剖面，巩固课堂所学矿物、岩石、构造地质及古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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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认识，加深对已学课程基础地质理论的理解，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及高年级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实习

打下坚实的基础。 
 
Table 1. Teaching documents and contents 
表 1. 教学文件和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 报告总结 考核方式 

实习动员 
明确实习的目的、任务和要求，了解实习计划；野外

背景知识介绍；发放备品 

小组为基本单位开展实习，各小

组相对独立地观察和讨论。把学

习的主动 

权交给学生野外地质实习应以学

生的观察和讨论为主，教师启发

式和讨论 

式的讲解为辅，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室内报告的编写 

实习报告 + 
制图质量 + 
野外表现 + 
团队协作 + 
答辩成绩 

参观认识 参观国土资源部实物地质资料中心，认识岩石标本 

地层线路 官庄–煤炭沟地质认识实习 

构造线路 马跑泉断层观测 

构造线路 孤山口火车站复杂褶皱观测 

综合线路 拴马庄桥–周公张路崖口地层和构造观测 

自主线路 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参观 

自主线路 蓟县地质博物馆参观及府君山公园地层观测 

 
1) 实习阶段划分 
地质专业地质填图实习时间为四周，按每周 6 天计，教学时间为 24 天。根据地质填图实习教学实习

的目的和任务，遵循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和地质填图工作的一般程序，教学进程可划分为四

个阶段：动员和准备(1~2 天)；教学基本训练(10~12 天)；学生半独立和独立填图(6~8 天)；室内系统整理

和编写地质报告(3~4 天)，见表 2。 
 
Table 2. Internship stage, content and guidance 
表 2. 实习阶段划分、内容与指导情况一览表 

阶段划分 实习内容 指导教师 

基本教学训练 

杨树沟–半壁店奥陶纪、石炭纪、二叠纪、侏罗纪地层观察路线 

讲解 + 指导 吴庄–傍水崖观察向斜西翼地层及构造 

沙锅店–潮水峪–北河–牛鼻子山路线 

半独立填图 

实测寒武纪、奥陶纪、石炭纪、二叠纪、侏罗纪地层剖面 

随队 + 交流 室内作剖面图和综合柱状图 

摧庄–石岭填图路线 

小刘庄–小王–马蹄岭填图路线 

随队 东部落–317 高地–水库–-牛鼻子山–潮水峪 

东部落–319 高地–赵家峪–潮水峪 

独立填图 

黄土营–水库–摧庄–小刘庄–北河 

检查 + 反馈 
小刘庄–马蹄岭–石岭–半壁店–沙锅店 

浅水营–潮水峪–191 高地–槐树庄 

资料整理或补点 

 
2) 各阶段主要教学内容 
动员及准备阶段：组织学生学习地质填图实习教学指导书。教师向学生讲解这次实习的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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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务，简要介绍实习的主要内容及搞好这次实习应携带的和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向学生介绍实习区前

人研究概况和地质情况、区域地质填图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 
3) 教学基本训练阶段 
基本教学训练阶段主要是在指导教师随路线讲解、指导地质填图，训练学生基本技能。 
教学基本训练阶段安排 10~ll 条地质路线进行教学。这个阶段主要是在教师带领下对学生进行地质填

图基本技能训练，这是关系到实习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阶段。地质填图基本技能训练的主要内容有：a) 矿
物和岩石的肉眼鉴定与描述；b) 地层划分对比及时代的确定；c) 岩石与化石标本的采集和编录；d) 路
线地质信手剖面的勾画；e) 实测地层剖面的工作方法；f) 基本地质构造现象的识别、描述与初步分析；

g) 地质观测点的布置、观察与记录；h) 多种地质素描图的绘制；i) 地质路线的布置；j) 填图单位的划

分和地质界线的填绘等。这些内容贯穿在各条教学路线之中。 
通过该实习学会计划、布置观察路线，踏勘、实测地层剖面，记录、描述观测点、填绘地质图。初

步学会综合分析和解释的能力，在报告编写过程中，鼓励学生就某些感兴趣的地质问题进行专题性论述，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求每个学生独立完成一份地质报告，并附野外实际材料图、自

己完成的指定范围的地质图、实测地层剖面图、测区综合柱状图。 

3.3.3. 野外实践考核体系研究 
在每一次野外实践教学过程结束后，开展教学效果检查，全面审视近年来野外实践教学考核方法与

考核情况，从中发现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依据。目前已建立了以野

外表现 + 团队协作 + 制图质量 + 答辩成绩 + 实习报告的综合考核指标，能够全面、客观地评价大学

生的实习收获和野外实践教学的效果[4] [5]。 

4. 野外实践教学效果 

在填图实习中采用了数字填图技术与数字填图系统，数码摄像机、GPS 和电子罗盘等填图工具，取

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由于技术更新很快，因此，必须及时更新软件和相应的硬件，让学生及时了解更

多的新功能，全面掌握填图新方法[6] [7] [8] [9]。 
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获得了野外地质技能二等奖和标本鉴定竞赛三等奖。第一届全

国煤炭地学大赛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举行，取得技能大赛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团体三等奖一项和

知识竞赛团体优胜奖一项的好成绩。此次大赛为进一步推进地质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促进课程内容与职

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为煤炭地质行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合格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结束语 

通过不断改进教学模式，注重动手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同时瞄准地质填图新动向，使新理

论、新方法引入到现代地学教育，如数字化填图、生态填图等；促使野外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更加完善，

并不断提高地学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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