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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employment pressure of the undergraduat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
ship become one of the necessary capacitie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
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ecomes the key poi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college. Focusing on the 
theme of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ith “Physical Geology” teaching as car-
rier, questionnaires are carried out among the non-geology major students in Anhui Technical 
College of Industry and Economy, and the results turn out that nearly half of the students believe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helps them expand their horizon and improve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is course creates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by teaching differ-
ent contents aiming to different majors, applying MOOC and off-line theory-practice integration 
teaching method, stimulating students’ inspiration, guiding them to observe, describe and find 
questions, so as to cultiv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students, enhancing the talent 
cultiv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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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高等院校创业创新教育这一主题，以《地质学基础》课程教学为载体，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安徽

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非地质专业学生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近一半的学生认为该课程的学习开拓了

其眼界，有效提高了其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该课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融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于专

业教育之中，针对不同专业侧重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线上MOOC和线下理实一体化教学，激发学生的

灵感思维，引导学生观察、描述并发现问题，进而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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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创新创业能力成为当代大学生需要具备的一项重要能力，创新创业

能力培育成为大学教育人才培养的重点。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

意识和实践能力，是顺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就业形势的重要课题[1] [2]。《地质学基础》课程是当前地

勘类院校非地学专业通识教育的重要课程，在各专业人才培养中均具有重要意义[3]。该课程具有较强的

逻辑性与科学性，应用范围很广，与众多学科相互交叉，如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海洋地质、数学地质

等；其“将今论古”独特的地学思维方式将开阔学生的眼界，拓宽其思维方式[4] [5]。因此，在增进学生

对地球认识的同时，提升其科学创造力，对其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调查选取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非地质专业开设《地质学基础》课程的学生进行调研，通过学

管处统计近五年来创业人数为 40 余人，其中包括宝玉石鉴定与加工、工程测量、工程造价、安全管理技

术、建筑工程技术等专业，且所教授的学生连续获安徽省创新创业大赛奖项。本次调查通过问卷星发放，

主要关于地勘类院校学子对地质学基础课程学习中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认识与见解，共收回调研问卷 228
份。结合《地质学基础》课程课堂授课以及 MOOC 视频线上授课的体会，分析《地质学基础》课程对相

关能力的培养情况以及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途径，探讨《地质学基础》课程与创新创业能力之间的联系，

改革创新教学模式。 

2. 《地质学基础》课程对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调查情况分析 

(一) 《地质学基础》课程对相关能力的培养 
《地质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授课地点在理实一体化教室，做到学中

做、做中学，此外，还有增加学院地质走廊参观以及巢湖实习基地实习。调研显示通过《地质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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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知识和室外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有 42%的学生认为提高了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开拓了眼界，54%
的学生表示有提高其实践能力，但是有限(图 1)；对于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有 43%的学生表示能

够培养其创新创业能力(图 2)。此外，46%的学生都认为学习《地质学基础》这门课程对其未来就业有所

帮助(图 3)，并且有 50%的学生认为掌握了一定的地质学知识和生活密切相关并有着积极的影响(图 4)。 
69%的学生认为通过地质学知识的学习既能使其感受地球科学的独特魅力(图 5)，提高对地球认知水

平；又能够对其专业知识的学习有所帮助，比如矿物独特的形态和结构形成五彩斑斓的宝石对宝玉石鉴

定与加工专业的同学至关重要；比如地质构造(断裂、节理等)促使某些地质灾害体形成是地质灾害与防治

专业必须掌握的内容；再比如岩石的形成和地质构造对建筑材料和地基基础的影响对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的同学显得尤为重要，还有测量工程、工程造价、安全工程等专业都有着一定的作用。 
(二)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途径 
对于创新创业培养的途径的调查，显示 82%的学生认为实践活动在创新创业培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图 6)，其次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建立合理的个性化学生选拔培养考核体系等等。《地质

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强调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做到学中做、做中学，能大大提高学生的实践

动手能力。 
 

 
Figure 1. Data of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has good 
effects on thinking, horizon and practice 
图 1. 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的思维方式、眼界和实

践动手能力是否有积极影响 
 

 
Figure 2. Data of knowledge of geology can help 
students wi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图 2. 学习地质学知识是否能培养学生的“调查

数据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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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ata of knowledge of geology will af-
fect future jobs 
图 3. “所学的地质学知识会对以后的工作的影

响”调查数据 

 

 
Figure 4. Data of knowledge of geology relates 
closely to life and affects positively 
图 4. “地质学知识和我们的生活实际是否联系

密切并具有积极影响”调查数据 

 

 
Figure 5. Data of “the most attractive contents in geology” 
图 5. “与地质学相关课程哪方面最具有吸引力”调查数据 

https://doi.org/10.12677/ve.2020.93029


刘婷 等 

 

 

DOI: 10.12677/ve.2020.93029 178 职业教育 
 

 
Figure 6. Data of the paths of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图 6. 创新创业培养的途径的调查数据 

3. “双创”背景下《地质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 

《地质学基础》是地球科学的基础课，也是人类认知地球，认识世界的重要通识课程，具有无可比

拟的实践技能锻炼性。对于非地质专业的教学，其具体施教过程不能像对地质类专业那样严格，知识点

需科普化，通俗化。其次，教学过程需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安排课程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且尽可能地进

行信息化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第三，融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于专业教育之中，要正确处理好课程教

学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关系。具体如下。 
(一) 教学内容科普化、通俗化 
《地质学基础》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作为一门通识课程，地质学知识点的掌握不是首要的

教学目标，所以在教学内容中把身边的自然现象和地质理论联系起来[6]，将会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例如讲到地球的圈层结构时，我们可以用鸡蛋来形容，蛋壳、蛋白和蛋黄分别代表着地壳、地幔和

地核，而世界最深钻“科拉深钻”(12.3 km)相对于陆壳平均厚度(33 km)也只是到达了地球非常薄的一层；

再比如讲到差异风化的时候，可以通过长江三峡的牛肝马肺峡的形成原因来进行解释；再比如讲到对矿

物的肉眼鉴定，地质学家根据中医学家的“望闻问切”，提出“看掂刻敲”的鉴定步骤，看颜色、条痕，

掂比重，刻硬度，敲解理、断口。 
(二) 教学方式特色化、信息化 
通过分析非地质专业中基础地质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针对不同专业侧重不同内容的教

学，如我校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的地质类课程则可侧重结晶矿物学、各大岩类赋存的宝石及宝玉石矿

床的介绍等内容，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专业侧重引发地质灾害的地质因素的解释，安全管理技术专业可

侧重地质类安全相关的内容(地质灾害防治、矿山安全等)，工程造价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侧重于和地基、

建筑材料相关的各类岩石的特征等。通过该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拓宽学生的思维方式，增强学生的理解，

将地质学知识和本专业知识有机结合，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精神和能力。 
此外，通过学习通平台等开展智慧课堂教学，特别是对一些常见矿物、岩石标本的进行直播讲解，

这样即使是大班教学也能做到教师之所述即是学生之所见，并且将直播设置为可回看，让学生课余时间

还能巩固相关学习内容，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乐趣和价值。 
(三) 融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于专业教育之中 
在平时教学中，结合线上 MOOC 内容，要有意识地激发学生的灵感思维，做到线上线下实时互动，

帮助学生建立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提高专业知识水平的同时，达到创新的目的；在实践教学中，引

导学生观察、描述，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7]，从而改善教学效果，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培养一专多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地方性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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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eaching model of “Physical Geology” in the setting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图 7. “双创”背景下《地质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模式图 

4. 结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新引擎，鼓励和引导高校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

《地质学基础》作为一门通识课程，在增进学生对地球认识的同时，能提升其科学创造力。通过该课程

的特色化教学，将地质学知识和本专业知识有机结合，融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于专业教育之中，创新教学

方法，培养一专多能的地方性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以适应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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