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取得的成果及解决的教学问题 

本项目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1）构建了高水平团队引领本科专业建设的长效机制 

制定了引育高水平师资、建设高水平团队的系列文件，打造了以院士、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创新人才计划入选者、全国模范

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省级教学名师、学校二级和三级教授等为骨干的 14 个高

水平教师团队。在全校范围推动实施了教学与科研“5 等同”（教学名师与同层次

科研人才待遇等同，教学团队与科研团队待遇等同，教学成果奖与科研成果奖等

同，教学项目与科研项目评价等同，本科教材与科研专著评价等同），为高水平

团队倾心投入专业建设和教育教学提供了系统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并在全校教师

中发挥了榜样和示范引领作用，将“以本为本”“四个回归”落到了实处并取得

显著成效。 

（2）率先高起点高质量地创建了“1+6”资源类专业群 

以传统优势专业“资源勘查工程”专业为牵引，根据资源能源行业发展的需

要，充分发挥高水平团队的引领作用，先后成功培育出 6 个新专业（石油工程、

煤及煤层气工程、土地资源管理、海洋科学、海洋工程与技术、空间信息与数字

技术），在全国率先建成“1+6”资源类专业群（图 1），包括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4 个，省级一流专业 1 个。除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外，其他专业均已建成涵盖本

‒硕‒博‒博士后的多层次人才培养链，形成高水平团队引领一流本科、一流学科

支撑一流本科、一流本科反哺一流学科、一流学科和一流本科凝聚高平团队的良

好生态，同时有力促进了跨专业交叉融合。此外，还依托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拓展

了新能源和地学大数据两个专业方向（图 1）。 



 

 

图 1 依托传统优势专业“资源勘查工程”建成的“1+6”资源类专业群 

 

（3）构建了一流的人才培养体系 

建成国家级和省级一流课程 14 门，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其他有重要影响

的教材 33 部，其中《矿产勘查理论与方法》获首届国家教材奖。建成固体矿产

勘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矿产资源形成与勘查开发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

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教育部-华为“智能基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

等各类教学实验平台和实践实习基地 28 个；建成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

实验室和其他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5 个，获批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2 个，建

成本科生全英文课程 6 门，国际联合实习基地 2 个，形成了一流的本科人才培养

体系。  

（4）创新并实践了“333”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持续的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构建了以三课（课堂教学、课余科研、课

外实践）、三有（有知识、有能力、有素质）、三型（国际型、综合型、创新型）

为特征的“333”人才培养模式，显著强化了学生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责任

担当、专业认同和国际视野，全面提升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及



 

科技创新能力。 

上述成果的取得较好地解决了以下教学问题： 

（1）具有行业特色的传统优势专业主动适应现代科技革命和行业转型升级

能力不足，人才培养目标、培养体系和培养模式不能与时俱进的问题； 

（2）激励高水平团队倾心投入本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政策体系不配套、

制度保障不系统、激励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3）高水平团队在推动传统优势专业持续创新发展及培育新专业、建设新

工科、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