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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地学观引领的地质类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新工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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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是在固体矿产勘查湖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2008）、矿产

资源形成与勘查开发虚拟仿真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2015）、湖北

省教学研究项目“中德大学应用科技型精英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以中

国地质大学和弗莱贝格工业大学为例（2012）”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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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的资助下，

系统开展的地质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新工科探索与实践，起止时间为 2008 年

至 2018 年，实践检验期为 4 年。 

一、地质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调研 

1. 国内地质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地质类专业即地质工科，包括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 3

个基本专业，以及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特设专业，在校本科生 35 000 余名。全国

现有地质类专业点 196 个，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合格人才，在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

保障、大型基础工程建设和减灾防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2020 年以来相继增设

了旅游地学与规划工程、资源环境大数据工程、地球智能探测 3 个新工科专业。 

2. 与国际地质类专业人才培养对比 

我国地质类专业教育在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的同时，教育教学质量也稳步提升。

课题组通过与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德国波鸿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俄罗斯莫斯科

大学等的调研，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地质类专业教育具有以下特点，①注重培养

学生的跨界整合能力、创新能力、工程应用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和终身学习能

力，以及环保、法律等意识；②学生思想活跃，善于独立思考，课外学习任务重；

③师资整体水平较高，注重课堂交流互动；④高质量品牌课程多，教学资源丰富

等。而我国地质工科教育具有以下特点，①注重基础理论和专业基本技能教学；

②课程体系完备；③学生学习认真，课堂纪律好，但互动不够充分等。 

通过调研还发现，我国地质类专业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尽管近年来差距在不断缩小，甚至部分领域我国已呈现出局部优势，仍急需引入

现代地学观并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