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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随着２０１８年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高等教育“质量革命”的实

施效果正逐步凸显.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方兴

未艾.

当前,我国高校工科培养规模已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据２０１９年教

育部教育统计数据,我国共有工科专业类３１个(占专业类总数的３４％)、专业２３２
个(占专业总数的３３％)、专业点２０２２１个(占专业点总数的３４％)、在校生５８８万

人(占在校生人数的３４％)、毕业生１２９．５万人(占毕业生人数的３０％)、开设工科

专业高校１１９４所(占高校总数的９４％).另据２０２０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

与工程指标»统计,２０１６年工科培养规模分列前五位的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美国

和墨西哥,其中,中国当年工科专业毕业生１２２．７万人,约占全球总数的３５％.由

此可见,工科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工科教育教学改革历来敢为人

先,如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新工科建设、现代产业学院、

未来技术学院等,促进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地质工科因处于学科上游,除具有一般工科专业的特征外,还具有鲜明的自身

特色.因此,有必要对地质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开展专门研究.近年来取得的代表

性成果如下:由中国矿业大学曾勇教授主持的“面向２１世纪的地质资源与地质工

程类专业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荣获２００１年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合肥工业大学

宋传中教授主持的“地球科学专业群巢湖县开放型实习基地的建设”和兰州大学谌

文武教授主持的“地质工程专业教学与科研、生产三结合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荣获

２００１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赵鹏大院士主持的“地学类创

新人才培养方法和途径”荣获２００５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他提出“爱国心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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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强、基础理论强、计算机和外语能力强、管理能力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强”的

五强地学人才培养途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柳广弟教授主持的“实施精品战略,

建设石油勘探开发品牌专业”荣获２００９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蒋有录教授主持的“以专业课程建设为核心,构建资源勘查工程特色专业优质

教学平台”荣获２０１４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唐辉明教授主

持的“现代工程能力导向的地质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荣获２０１８年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实现了地质类专业多层次、多维度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刘华东教授主持的“‘三三三’本科教育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荣获

２０１８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构建了以本科教育“三型”定位为统领,以促进学生

“三化”成长为目标,实行“三性”教学方式为载体的教育培养体系.

课题组依托“固体矿产勘查湖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２００８)”、“固体

矿产勘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２００９,２０１３)”、湖北省教学改革项目

“慕课时代混合式学习模式实践———以矿床统计预测实验教学为例(２０１４)”、国家

新工科项目“地质类专业新工科建设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８)”和“新工科背景下资源勘

查工程专业改造升级的探索与实践(２０２０)”等国家及湖北省系列教学项目,系统开

展了地质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和应用探索,提出了地质工科人才“三观五能”

培养模式,构建了地质工科人才培养内容和培养方法体系,系统开展了教育教学实

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课题组以“三观五能”培养模式为核心,进行了产学研协同

育人、工程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地质工科专业的升级改造,拓展了地质工科人才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推动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总体提升.

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由夏庆霖、唐辉明撰写,第四章和第五章由唐辉明、夏庆

霖、沈传波撰写,第六章和第七章由夏庆霖、左仁广、徐佳、何谋惷、边建华撰写,第

八章由唐辉明、夏庆霖、李彦荣、张照录撰写,第九章由陈志军、夏庆霖、汪新庆撰

写,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由夏庆霖、沈传波、左仁广撰写,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由唐辉

明、夏庆霖撰写.

书中部分成果和资料来源于同事们的集体贡献,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感谢!

此外,尤其要感谢国务院学位办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地质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Ⅱ



回到顶部

第一篇　缘　起

第一章　回归工程教育的地质工科专业 (５)…………………………………

第二章　自然资源行业发展与人才需求 (１３)…………………………………

第三章　高校地质类专业实践教学基本情况调研 (２２)……………………

第四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地质类专业在线教学情况调研 (３４)…

第二篇　求　索

第五章　地质工科人才“三观五能”培养模式 (４３)…………………………

第六章　工程实践教育与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 (４９)……………………

第七章　产学研协同育人与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９１)………………………

第八章　地质类专业新工科建设研究与实践 (１０１)…………………………

第九章　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１０７)……………………………………

第十章　资源勘查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标准研制 (１５９)……………

第十一章　工程教育认证地质类专业补充标准研制 (１６５)………………

第十二章　地质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研制 (１７３)………………

Ⅲ



回到顶部

第三篇　征　途

第十三章　“三观五能”模式推广与人才培养效果 (１８５)……………………

第十四章　展望 (１８９)………………………………………………………………

主要参考文献 (１９１)…………………………………………………………………

附件１　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标准 (１９４)…………

附件２　地质类专业补充标准 (１９９)……………………………………………

附件３　地质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２０６)………………………………………

附录１　地质类专业知识体系和核心课程体系建议 (２１２)…………………

附录２　有关名词释义和数据计算方法 (２２７)………………………………

Ⅳ



回到顶部



回到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