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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主要内容 

⑴以学生为中心，厚基础、强特色的高质量人才培养教学改革 

因材施教，构建思政-教书-实践-产业多元育人理念。以 4 年为周

期持续优化培养方案和教学体系，2007-2019 年完成了 4 轮修订。加强

大类通识教育，夯实地球物理、地质学理论基础，促进理工交融、专业

互补。秉承“艰苦朴素、求真务实”校训，深度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

资源，强化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思政育人的融合。利用学校在地球动

力学、空间物理、重力、磁法、电法、地震、测井等地球物理方法齐全

且具有行业特色优势的特点，与时俱进规划建设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国家一流本科课程，推进本科专业课程教材建设。围绕本科审核评

估、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双一流、国家拔尖学生培养计划要求，聚焦人

工智能、城市地下空间探测等新技术，拓展专业内涵，科学规划建设

“城市地球物理”、“智能探测”和“空间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新方

向，结合大类招生，学生大二自主选择专业方向。 

 

 

⑵“五位一体”科研实验实践教学平台与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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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实践教学学分比例，将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的提升列入本科培

养方案，围绕重力、磁法、电法、地震、测井、北戴河实习和秭归野外

实践等出版 7 本系列实践教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录制 20 多部实验

教学视频，建设“秭归野外地质实践教学”地质实践 MOOC课程。 

持续新增 6000 多万元地球物理仪器设备，建成基础-专业实验室 21

个，新建地球物理高性能计算和仿真实验室，开展地球物理建模、高性

能及云计算教学；新建校内城市地下空间探测、资源勘查实训场地 2

个，布设实验井及油罐、管线、矿标等实验装置和模型；优化秭归、北

戴河等基地的地球物理实习环节和线上线下协同实习模式，秭归野外实

习打通课程思政的“最后一公里”；融合社会资源共建产学研基地 13

个，创建特色鲜明的“基础实验-仿真实验-场地实训-基地实习-企业实

践”五位一体递进式科研实验实践教学平台。 

 

创建地球物理创新创业教育平台，设置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课程和

训练体系，导师制培育优秀学生团队,组织学生参加互联网+、创新创

业、知识技能等大赛，增强学生解决科学和工程问题能力和团队精神。 

 

⑶内培外引、科教产协同的团队式一流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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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引培并举，年均引进 2～3 名高层次人才，老

中青教师“传帮带”提升青年教师执教能力，年青教师博士率 100%、出

国进修率 98%，现有国家级青年人才 10 名。优化基层教学组织，围绕学

科带头人，培植创新团队，创建地球动力学、空间物理、重力、磁法、

电法、地震和测井等 7 个交叉融合的科教团队，促进师资队伍建设与学

科专业方向凝练的有机衔接。 

制定和完善教学质量评价制度，通过听课反馈、学生评价、教学督

导等方式，科学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作为年度考核指标，促进教师教

学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1 人获学校本科教学卓越教师奖，28 人

次获得学校教学优秀奖；8 人次获得学校优秀班主任、优秀学务指导老

师奖励，14人次讲课比赛取得好成绩。 

培植“3551 光谷计划人才”和“湖北产业教授”，引进校外智力资

源 40 人，中科院、中国地调局、中石油、中石化等单位产业名家进课

堂，打造科研、教育、实践和产业化能力兼备的“全能型”教师队伍。 

⑷“走出去和请进来”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实施 

借助“双一流”学科平台，加深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合作与交流，

“走出去”：和斯坦福大学等开展学生联合培养，选拔优秀学生组团参

加短期国际交流，选派 35 名优秀教师和 43 名学生出国深造，2021 年获

批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请进来”：邀请加

州理工、麻省理工等大学的 13 名知名学者、教授来校短期讲座授课或

科研合作，提升师生国际化视野。加强双语教学和全英文课程教学，积

极培养一带一路国际留学生 3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