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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进入21世纪，地球科学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地质学高等理科教育如何适应新形势，乃是

当前地质学高等理科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讨论了当前地质学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考，以及新型人

才培养的方案与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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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地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期，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据对美国

Georef 收录的全世界文献统计，地质科学单学科的纵向深入总体上已走向衰落，地球科学已

由单学科的纵向深入，向横向交叉和渗透的方向发展，代表当代地球科学重大前沿的一批交叉

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将主宰未来地质科学的发展，并使地质科学朝着整体化方向迈进；

近 10 年来，地球科学的前沿研究由立足于学科本身的科学问题转移到多学科之间共同关注的

科学问题。在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中，环境、资源、灾害、人口等问题日益严峻，许多重大问题

亟待地球科学家去解决。同时地质行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数量急剧下降，地学界更需要的是素

质高，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综合能力强的基础研究人才。过去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基本上

是按照学科和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而制定的，已不能满足新世纪人才培养的需要，必须改革。

然而教学改革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扬、“老”知识与“新”知识、素质教育与业务教育、共性

与个性培养的关系。应突出办学特色，特色应该与我国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科研优势、师资优

势和地域优势相结合。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教学的根本任务。为了适应这种要求，我们必须进行

教育改革。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变教师为中心为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德、智、体、能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人才。 

 

一、课程体系的系统更新 

 

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 坚持加强基础，体现专业特色，放宽专业选修

课，突出地球、资源和环境的整体协调性，重视实践课、以素质教育为主、培养德、智、体、

能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的总原则。经过教学计划的修订，应该在总课时大幅度压缩的同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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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修课的学时，尽量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给学生发展提供较大的自主空间，以利于学生

个性的发展。为了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扩大知识面，应加大力度开设科学系列讲座。并在管

理方面与此相配合。 

改革陈旧的教学内容是教学改革的中心环节。教学内容改革按照现代和未来地球科学的

发展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新组合、分配和取舍。在课程设置中应加强野外地质实习，并适当加强

双语课程的建设。 

教学方法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其基本思路是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减少课堂讲授学

时，增加讨论课和实践课，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加课堂信息量。CAI 教学是当代教学方法

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对传统教学的改革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它不但给学生提供了足够的自由

选择空间和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要求的丰富知识，而且可以将复杂的地质现象和缓慢的地质

过程形象化，栩栩如生的展现在学生面前。课程设置应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结合学科优势，

增加课堂讨论和实验课时，使课堂教学方式多元化。在教学方法上，学生直接参加部分教学活

动，参加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制作，从而加深对课程的理解。野外教学可考虑采用综合性的集体

实习。实习过程中坚持以基本技能训练入手，在地质现象典型的观察点让学生自己观察描述地

质现象，在构造复杂的地点学生之间或与老师一起讨论研究，在一些重要区段老师介绍，学生

寻找证据，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综合分析的能力。通过这种方

式的实习，使学生学会野外素材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的方法。 

 

二、面对新形势，培养新型创新人才 

 

根据我们的最新统计结果，我国各主要高校（南京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

学、同济大学、长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2001－2003 年期间，理科地质学专业招生人数分

别为 196 人、220 人、301 人，呈明显的大幅度上升趋势。2001－2003 年度，理科地质学专业

本科毕业生人数分别为 200 人、199 人、256 人，总体仍然呈上述趋势。表明我国各主要高校

2001－2003 年度地质学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总体保持稳定，并略有上升趋势。 

    根据我们对西北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长安大学、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 8 所国内主要高校地质学 2001－2003 年度毕业生去

向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2001 年国内主要高校地质学专业毕业生中，继续攻研占 57.07%，去

科研单位工作占 16.16%，去企业（主要是全国各大油田）工作占 14.14%，三项合计为

87.37%。2002 年国内主要高校地质学专业毕业生中，继续攻研占 47.06%，去科研单位工作占

16.67%，去企业（主要是全国各大油田）工作占 11.27%，三项合计为 75%。2003 年国内主要

高校地质学专业毕业生中，继续攻研占 43.44%，去科研单位工作占 22.55%，去企业（主要是

全国各大油田）工作占 26.23%，三项合计为 92.22%。充分表明，我国目前地质学专业毕业生

绝大部分充实了高校、科研机构及各大油田、企业。 

从统计结果中还可以看到，2001－2003 年度，地质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去向中，“其它”

（当年未就业或脱离地质行业）分别占 6.06%、18.63%和 6.15%，说明大约 10％左右的毕业生

脱离地质行业。说明近年来，我国各高校、科研机构及各大油田、企业对理科地质学专业人才

仍有较大的需求量，平均 80％以上的毕业生均能在本行业中就业或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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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国地学教育成绩显著，人才培养质量也已达到了一定高度，但由于 20 年来改革开

放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地质专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造成行业不景气、教育经费紧张，人

才培养计划失调等，至使近年来地质专业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困境，旧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

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束缚，也使这些专业的活力不足，实力不强，对地学人才的培养造成了一定

影响。因此，目前我国地学教育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对 21 世纪地球科学发展趋

势，地质学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应注意突出以下问题： 

1、强化基础和专业基础培训，拓展学科知识领域。面对当代地球科学新形势和新发展，

地质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必须充分体现加强基础和拓宽知识面这两个特点。充分考虑相关

学科的发展和渗透，加强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外语等方面的教学内容，从而形成学生

更为全面的思创能力。 

2、以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为着眼点，培养研究型地学基础科学人才。应改变

长期以来理科地质学专业知识面偏窄、专业技能训练有余，科学思维训练不足的现状，培养学

生把握隐藏于各种现象之后的内在联系，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将科学研究实质性地纳入教学过程，实施研究性教学体系的系统改革，注重早期科学

研究和实践能力的训练。以设立科研小课题、课程论文制、学年论文制、课程研究性学习报告

等多种方式展开早期科研培训和研究性学习。这对于高素质创新人才，科研意识、科学素质、

科研能力的培养十分重要。 

4、加快教学内容的全面更新。地球科学革命性的变化，必须反映到教学中来。应建立以

地质学基本理论为主导、以新技术为手段，积极引导学生接触地质学前沿动态的课程体系。增

加地球科学、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等跨一级学科的教学内容和学时，增加富有特色的选修课

程。全面改革实践教学构架，赋予课堂教学实践、课程实践、科研实践、毕业实践新的内涵，

构成全新的、科学完整的地质学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5、促进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在高等学校中，科学研究与教学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

研成果促进教学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科研成果应适时转化为教学内容。将高校科研成果和科研中获得的新认识用于教学，

对于提高教学水平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b．科研标本、图件、照片、仪器设备等，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用于教学，服务于学

生，为人才培养发挥重要作用。 

c．通过科研，提高了教师素质，稳定了教师队伍。通过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不仅可以

逐步解决或缓解教师职称、住房、收入等问题，而且将营造出一种蓬勃向上的学术气氛，增强

凝聚力，稳定教师队伍。没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很难设想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效果会

处在一种什么状态。 

d．为提高学生的科研素质提供了条件。学生有机会直接参加到教师的科研项目中，把书

本知识用于“实战”。学生在科研中不仅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在动手能力，科学思

维等诸多方面得到锻炼和提高，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在保证教学的前提下通过加强科学研究，提高了教师的业务素质，稳定教师队

伍，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这不仅能为学生提供较好的学习和科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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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同时还能给高校的科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让高年级学生直接加入教师的研究课题和研究

活动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学生直接加入教师的研究课题使学生的科研素

质明显提高。 

    6、在聘用国外师资、提供国际级设施和国际合作办学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最终能够直

接参与国际地学教育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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