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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4.1 主要成效 

第一，开创了学科专业与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新局面。以“地质

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两个排名全国第一的一级学科为支撑，

构建了以地球科学为主导，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生态系统，全方位

提升了一流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已然成为国际地学界知名的人

才培养高地。 

第二，培育了一批面向国家关键领域和行业需求的拔尖创新人

才。与大学在全国综合实力排名相比，优秀人才培养排名明显靠前。

在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6 年国家级青年人才本科毕业院校全国排名第

10 位、2018 年国家级人才本科毕业院校全国排名第 11 位。涌现出陈

晨（图 7）、王奉宇、翁新强等一批“大学生年度人物”“全国向上

向善好青年”“全国扶贫先进个人”，2021年就有 6名毕业生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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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攀登精神”为引领极大增强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攀登精神”已成为地大人精神谱系的耀眼硬核；近五年学生

第一发明人申请专利 1695 件；学生参与双创大赛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仅 2021 年的“互联网+”大赛就有 1530 个项目报名参赛，参赛学生

数达 9864 人次，比 2020 年分别增长 175%和 126%（图 8）。 

 

 

4.2 成果推广应用情况 

一方面，改革模式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和赞誉，示范引领效果

显著。一是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地质类和地质学类教指委主任单位，

将“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经验推向全国，斯坦福大学、同济大

学等 80 余所国内外高校院所来访学习交流。相关成果得到张大良、

邬大光和潘懋元等的高度赞誉，被誉为“接地气、可复制，易推广”

“在高校中具有重要示范作用”。二是周口店野外实习基地被誉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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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工程师的摇篮”，秭归野外实习基地获批“国家级理科野外实践教

育共享平台”，每年有超过 50 个国内外高校的近 4000 人在此实习，

国内外影响力在地质类实习基地中位列第一（图 9）。三是建设全国

第一个户外运动本科专业，为地学人才培养服务，为“珠峰高程测量”

等国家科研任务服务，培养了次落等一批国家登山健将，全国 34 所

高校引入和参考地大户外运动人才培养体系。四是与美国密歇根大

学、休斯顿大学、德国弗莱贝格工业大学、比利时新鲁汶大学等高校

开展教学科研合作，扩大了学校的海外生源市场和教育影响力。 

 

 

另一方面，改革成效得到社会和政府管理部门高度肯定，取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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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影响。一是出版教研专著 10 余部，在《教育研究》等教育类期刊

发表教改论文 100 余篇，研究成果多次在全国重要教育研讨会上交流

推广。对国内外高校推动“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有较好的借鉴

作用。成果还被《光明日报》等媒体和新华网、人民网等多方报道，

社会影响力极大提升。二是“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全

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等，培训全国 800 多个高校的学生、双创

导师 10000 人以上。三是帮扶国家级贫困县竹山县将绿松石产业打造

成第一支柱产业；在海南琼中、黑龙江海伦等地开展科技帮扶系列培

训，累计培训学员近万人次，得到教育部等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

的广泛赞誉。 

 

面向未来，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

导，不断探索人才培养新途径，进一步深化“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进一步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标准推动学科建设和研究型大学建

设，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和社会发展需求，为保障国家能源

资源安全、为建设“美丽中国、宜居地球”，培养更多能够担当民族

复兴重任的一流本科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