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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介绍河北工程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实施过程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学校在工程认证

背景下，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原则、建设过程以及建设内容。该课程体系的构建，是河

北工程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对工程教育认证理念的深切贯彻，在兼顾专业特色的同

时，能够支撑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达成，对于学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持续改进以及教学质量的提

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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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of 
exploratio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in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the paper systemati-
cally described the principles,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construction content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of exploratio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
ing certif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by the exploratio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major in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it can sup-
port the achievement of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of thi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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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工程技术人才的需

求越来越大[1]。而为了应对这种迫切需求，提升我国的工程技术人才教育质量，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

举措，而有力和完善的质量保障制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 [3] [4]。为此，我国于 2007 年成立了全国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2015 年成立了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建立了与国际实质等效的工

程教育认证体系，并于 2016 年 6 月正式加入了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工程教育学位互认协议之一的《华盛

顿协议》[5]，这标志着我国的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同时也对我国工程技术人才的

培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6]。而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专业，其中涉及到人才培养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模式

等多个方面[7]。课程体系作为专业建设的核心，是为支持毕业要求达成而设置的各类课程的组合，同时

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8]，所以在修订培养方案过程中科学合理地修订

课程体系对于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河北工程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认证的实施 

河北工程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自 1982 年开始招生，已有 30 多年的办学历史，现为“省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学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开始于 2017 年 9 月[9]。根据工程教育

认证的工作程序，学校于 2017 年 9 月提交了工程教育认证申请，在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受理后，

学校的组织安排本专业有序的开展的专业认证的筹备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自评报告；在自评报

告通过审查后，工程认证专家组于 2018 年 10 月进校开展现场考查。最后，在 2018 年 11 月，学校收到

了认证工作组发来的《工程教育认证现场考查报告》，认证结论为通过认证，有效期 6 年(有条件)。随后，

本专业根据认证报告中在课程体系方面指出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改进工作，确保本专业毕业生工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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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促进本专业的持续改进工作。 

3. 工程认证背景下的课程体系建设原则 

3.1. 基于工程认证标准设计 

根据《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2020 版，试行)》(简称“标准”)规定，课程体系需要

包括与本专业毕业要求相适应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符合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工程基础类课程、专业

基础类课程与专业类课程、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文)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各部分的学分

比例要求分别为 ≥ 总学分的 15%、≥总学分的 30%、≥总学分的 20%、≥总学分的 15%)。除此之外，标

准中还规定专业制定的毕业要求应该能够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需要完全覆盖包含工程知识、问题分析、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研究、使用现代工具、工程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职业规范、个人和团队、

沟通、项目管理、终身学习在内的 12 项内容[10]。因此，本专业的课程体系在构建过程中，严格遵循上

述规定和要求。 

3.2. 基于专业方向设计 

根据《地质类专业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补充标准》和《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简称“国标”)，
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包括勘查地球物理和勘查地球化学等方向。河北工程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为勘

查地球物理方向，基于本专业的工程属性，在课程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中重点突出地球物理勘探这一专

业特色。与此同时，在制订专业课程结构时，要充分考虑不同课程之间的匹配和传承[11]。 

3.3. 基于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设计 

河北工程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数理、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基础和较高的现

代企业管理、经济分析的基本素质，具有较强的地球物理信息现场采集、数据处理和解释的实践能力，

具备一定的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能够胜任勘查技术与工程以及相关领域的设

计、生产、管理和科研方面的工作。本专业在《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2020 版，试行)》
的基础上，结合行业对于本专业毕业生能力的培养需求，建设能够支撑培养目标以及毕业要求达成的课

程体系。 

4. 工程认证背景下的课程体系建设过程 

在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对于通识教育、数学及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类课程要求全校统一，而专业

基础、专业核心课及实践环节充分考虑我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特色。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建设与专业培养计划同步进行，一般程序为： 
1) 调查人才培养中课程体系的相关信息，专业负责人起草课程体现建设方案。信息收集途径包括四

个方面：其一，由学院负责广泛咨询各教学团队教师和行业专家对课程体系中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方

面的意见与建议；其二，由学工处、教务处、校友会、辅导员等向用人单位和毕业生调查，收集他们对

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人才知识结构的需求，对我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毕业生的评价以及对今后培养的

建议和意见等信息；其三，调查收集国家和地方政府关于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发展，以及与本专业领域

相关的规划和政策、前沿动态和趋势等信息；其四，其他院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调查分析。 
2) 学院组织院教学工作委员会专家、各系主任和企业、行业专家进行会议讨论，对课程体系进行研

讨、补充和完善。会议重点课程体系、教学环节设置、课程先修关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对该课程体系是

够能支撑培养目标以及毕业要求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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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业负责人向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汇报新的专业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重点是对课程增减及学时

变动较大的课程、其他学院为本专业开设的课程等进行汇报、讨论和审核，然后由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进

一步讨论、审核，形成定稿。最后，专业负责人、教学副院长、主管教学校长通过后，由教务处发布实

施。 

5. 工程认证背景下的课程体系建设内容 

河北工程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是在工程认证标准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的，其中

课程结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课程目标的设置都是对工程认证标准的响应。根据前文基于工程认

证标准设计的原则，通过课程体系建设形成的知识结构包括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工程基础知识、专业

基础与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通过以上知识的学习，即开设相应的理论课程，可以使学生

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具体课程是由通识教育模块、专业教育模块以及第二课堂模块组成。 

5.1. 课程体系设置 

1) 通识教育模块 
根据《河北工程大学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规定要求，制修订了《河北工程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

专业 2021 版培养方案》，进一步优化课程结构，优化课程设置，通识教育模块包含思政课程组、创新创

业课程组、体育课程组以及工具基础课程组。具体课程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创业基础、创新方法与 TRIZ 理论、大学体育、大学英语、大学计算

机以及大学语文。 
2) 专业教育模块 
专业教育模块课程设置坚持基础性、系统性、拓展性以及统一性的原则，要突出本专业的工程特色，

由专业基础课程组、专业核心课程组以及专业方向与拓展课程组组成。专业基础课程组旨在培养学生具

有一定的思维定力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具备将来在本专业发展的基本能力，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物理、物理实验、数学物理方程、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大学化学、工程测量、

程序设计基础、工程导论、地质学基础、岩石物理学基础、构造地质学、地球物理场论、计算方法以及

弹性波动力学等。专业核心课程组要在保证本专业的培养要求的前提下，根据专业特色和实际情况进行

宽口径的柔性设置，包括数字信号处理、电法勘探、地震勘探、重力勘探、磁法勘探以及地球物理测井。

专业方向与拓展课程组是为了拓展学生专业面，学习与本专业相容的课程，包括地球物理数据处理解释、

应用地球化学、环境与工程地球物理、矿井地球物理、地质灾害监测与评价、能源地质勘探、勘查项目

招投标与管理、课程设计、专业实习与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等课程。 
3) 第二课堂模块 
第二课堂模块包含入学教育、军事理论、军事技能(军事训练)、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劳动教育及实

践、社会实践、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艺术教育及实践、文化素质、综合能力拓展等。而为了全面落实“三

全育人”工作目标，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协同育人作用，进一步深化第二课堂育人改革，系统提升第二课

堂的育人成效，要求综合能力拓展课程组要紧紧围绕思想素质养成、政治觉悟提升、文艺体育项目、志

愿公益服务、创新创业创造、实践实习实训、技能特长培养等内容设计课程项目体系，实现第二课堂与

第一课堂的互动互融、互补互促。 

5.2. 课程学分要求 

河北工程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毕业要求总学分至少 180 学分。其中，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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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学分，占总学分的 20.6%，满足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要求的至少 15%、工程基础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

程与专业类课程为 54 学分，占总学分的 30%，满足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要求的至少 30%、工程实践与毕业

设计(论文)为 37 学分，占总学分的 20.6%，满足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要求的至少 20%、人文社会科学类通

识教育课程为 44 学分，占总学分的 24.4%，满足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要求的至少 15%，所以课程体系学分

设置符合工程认证标准的要求。 

6. 结论 

本文在河北工程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工程认证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本专业在工程教育认证

背景下的课程体系建设情况，包括课程体系的建设原则、建设过程以及建设内容。学校勘查技术与工程

专业以《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2020 版，试行)》要求为基础，以支撑培养目标和毕业

要求能力的达成为目标，结合行业对于毕业生能力的需求，构建了符合本校特色的课程体系。工程教育

认证注重持续改进，我们在今后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课程体系，提高学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人才的培

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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