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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介绍 

本项目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传统专业带来的挑战，按照一流本科和新

工科建设总体要求，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探索形成了高水平团队引领资源类专业群

建设的创新成果，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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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实施，推

动在全校范围实现教学与科研 5“等同”（教学名师与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才待遇等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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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了以“立德树人”、“以本为本”为学

校工作中心的教育教学荣誉体系，为高水平师资倾心静心舒心投入教育教学提供了系统

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将“以本为本”、“四个回归”落到了实处并取得显著成效。 

（2）高起点高质量创建了“1+6”资源类专业群 

以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教育部认定为国家一类特色专业、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为牵引，通过高水平团队的引领带动，成功培育出 6个新专业（石油工程、煤与煤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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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建成

“1+6”资源类专业群，其中 4个入选国家一流专业，1个入选省级一流专业，所有专业

均已建成本-硕-博-博士后全链条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拓展了 2个新工科专业方向（新

能源、地学大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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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标准构建了一流的人才培养体系 

先后建成以国家级教学团队和国家级虚拟教研室为代表的基层教学组织，以国家级

规划教材和首届国家教材奖获奖教材为代表的教材体系，以国家级一流课程和国家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为代表的课程体系，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野外实践教学基地、产学研实习基地和国际联合实习基地为代表的实习实训

体系，以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为代表的科研育人体系，为一流

人才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4）高质量打造了“333”人才培养模式 

持续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形成了以课堂教学、课余科研、课外实践为“三课”，

有知识、有能力、有素质为“三有”，国际型、综合型、创新型为“三型”的“333”人

才培养模式，学生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专业认同和国际视野显著增强，

实践动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及系统创新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填写人（签名）李建威  

2022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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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鉴定意见（提示：1、该成果的突出特色，主要建树及学术与实践价值；2、尚存在的不足，

完善、提高的意见和建议；3、是否通过鉴定）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在武汉组织专家对题为“高

水平团队引领资源类专业群建设的实践与创新”的教学成果进行鉴定。专

家组听取了项目负责人的汇报，审阅了相关材料，经质询和讨论，形成如

下鉴定意见： 

1. 项目组提供的鉴定资料齐全、详细，所有成果创新点均有材料支撑，

符合鉴定要求。 

2. 项目围绕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政策制度和体

制机制为保障，以高水平团队建设为抓手，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途径，

以高素质人才培养为目标，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主要创新点如下：（1）

创新了高水平团队在本科专业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的长效机制，该机制具

有可复制性与借鉴性；（2）探索了依托高水平团队建设一流本科的特色发

展路径，传统优势专业“资源勘查工程”，在全国率先高质量建成“1+6”

资源类专业群；（3）系统构建了立体化多层次的资源类专业群一流人才培

养体系，构建了“333”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 

3.由高水平团队引领本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机制和实施

途径可借鉴可复制，具有显著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体

系被多所重点高校借鉴。 

专家组一致认为，该成果属国内首创，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意

通过鉴定。 
 

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名） 

 

2022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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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研究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年龄 学历 所学专业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对成果的创造性贡献 

1 李建威 53 博士 矿产普查与勘探 教授 学院院长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项目总体设计和实施；作为资源

勘查工程专业负责人主持该专

业的培养体系建设 

2 姚光庆 58 博士 矿产普查与勘探 教授 无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对石油工程专业的创办、人才培

养体系构建、培养模式创新等做

出了突出贡献，是“333”人才

培养模式主要贡献者 

3 王  华 58 博士 矿产普查与勘探 教授 副校长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构建了高水平团队引领本科专

业建设的长效机制并在全校范

围内推广实施，取得显著成效 

4 王占岐 57 博士 矿产普查与勘探 教授 MPA 中心主任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创办、人

才培养体系构建、培养模式创新

等做出了突出贡献 

5 姜涛 43 博士 矿产普查与勘探 教授 学院副院长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对海洋科学专业的创办、人才培

养体系构建、培养模式创新等做

出了突出贡献 

6 刘刚 55 博士 矿产普查与勘探 教授 学院副院长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对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的

创办、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培养

模式创新等做出了突出贡献 



 

6 
 

7 周刚 49 博士 地质工程 
副研 
究员 

校党委人才办主任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参与了高水平团队引领本科专

业建设长效机制的构建 

8 沈传波 43 博士 矿产普查与勘探 教授 学院副院长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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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了上述方向的培养体

系建设 

9 高复阳 40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讲师 学院党委书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思政育人和师德师风建设 

10 张建华 43 硕士 中国近现代史 讲师 学院党委副书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思政育人和创新创业教育 

11 吕新彪 60 博士 矿床学 教授 无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作为时任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推

动并直接参与了土地资源管理、

石油工程、海洋科学专业的创办 

12 解习农 59 博士 矿产普查与勘探 教授 无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对海洋科学专业的创办、人才培

养体系构建、培养模式创新等做

出了突出贡献 

13 张夏林 47 博士 矿产普查与勘探 教授 系主任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作为骨干全程参与空间信息与

数字技术专业的创建和人才培

养体系建设 

14 徐枫 34 博士 土地资源管理 副教授 无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作为骨干参与土地资源管理专

业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15 严德天 45 博士 矿产普查与勘探 教授 系主任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作为骨干参与资源勘查工程专

业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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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鉴定委员会名单 

序号 鉴定会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职称职务 签  名 

1 主任委员 邓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矿床学 矿产勘查 
中国科学院

院士  

2 委员 龚健雅 武汉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地理信息理论和

几何遥感 

中国科学院

院士 

3 委员 邹才能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新能源

研究院 

石油地质勘查 非常规油气勘探
中国科学院

院士 

4 委员 胡瑞忠 
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 
矿床学 矿床学 

中国科学院

院士 

5 委员 谢玉洪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

限公司 
矿产普查与勘探 

海洋油气资源勘

探与开发 

中国工程院

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