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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th system 

science on the cultivation of geoscience talents, it is one of the focuses of the current 

Geoscienc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constantly broaden their professional caliber. Relying on the practice base of the 

University,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rehensive field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 Geosciences, including field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conditions, teaching means and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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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地球系统科学发展对地学人才培养的要求，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不断拓宽专业口径，是当前地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之一。三峡大学依托学校

实习基地，探索构建包括野外教学资源、教学内容、教学条件、教学手段与教

学方法的地学野外综合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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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促使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与渗透成为当代地球科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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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这就要求地学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以及教学内容应进行相

应的深入改革，创建理念先进、内容丰富的野外综合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条件

优越的实习教学基地，是提高地学人才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根本保证。

依托湖北省宜昌地区独特的野外教学资源，在建设“多学科综合、数字化、

国际化”的野外地学实习基地，培养地学类专业学生野外操作能力、创新能力、

科学思维能力、多专业交叉融合分析研究能力的实践中，针对以往实践教学体

系中存在的强调认知与方法的训练、单科性和验证性明显、启发学生自主思维

不足等诸多问题，以及实习教学各专业自成体系、分区实施带来的实习成效不

好等不利因素，吉林大学把加强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创

新思维的培养放在首位，突出内容的综合性与方法手段的创新性，注重各专业

实习教学互相交融，促进学生综合研究能力的培养。

三峡大学地学教学基地位于辽宁省兴城市。2003 年起，地学部 4 个学院地

质基础教学实习及地质、勘查技术与工程（物探、化探、遥感、勘察工程、工

程地质）、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系统、测绘工程、土木工程、水文与水资源

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方向）陆续在此开展专业实习和生产实习。

依托基地，通过产学研结合、省部校共建，开发了优质教学资源，构建地学类

各学科交叉融合的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初步实现本科专业交叉融合开展实践

教学的阶段性目标。

1  教学体系构建基础与目标

三峡大学教学基地质时期地层发育齐全，出露情况良好，岩石类型丰富，

构造岩浆活动频繁；矿产资源丰富，水系发育较好，海岸带地质现象和地貌景

观奇特，水文、工程及环境地质条件复杂。独特而丰富的野外教学资源，不仅

可以满足地学基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理信息系统、测绘、工程地质与

勘察工程、水文水资源等专业教学实习要求，而且为建设地学综合实习基地、

开展地学专业综合实习奠定良好基础，有利于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科学思

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特别是多专业交叉融合的综合研究能力。

地学野外综合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与实践，以丰富的科研成果和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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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为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陆岩石圈天然流变典型区解剖研

究”、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野外实验与示范”

等项目的研究成果。科研成果补充和完善了实习教学资源，这些成果为实习教

学和学生研究性学习、开展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资源

利用与评价等专题研究和跨学科综合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近 10 年来，三峡大学整合地学部地质学、应用地球物理、地质工程、地下

水科学与工程、水利工程等学科优势，在教育部和国土资源部两部共建的大力

支持下，致力于“内容丰富，适应地质、物探、化探、遥感、勘察工程、工程

地质、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系统、测绘工程、土木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等专业发展需求，特别是国家特色专业、省级特色专业、卓

越工程师实验班、李四光实验班的培养要求，面向国内外地学及相关学科人才

培养的数字化、综合性、国际化的一流地学野外教学体系”的创建工作。

2  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创新

地学野外综合实践教学体系，包括野外实践教学资源、内容体系、教学条件、

教学手段与方法。

2.1  野外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

应用地球物理方面，与国家一级重力基点联测，在基地院内建立了三峡大

学重力基点，在夹山测区建立了磁测基点；建立了兴上屯和夹山两个测区的地

球物理异常数据库，包括剖面和面积两类数据和图件，自编和购买了用于实习

教学的地球物理数据分析和解释的系列软件。

应用地球化学方面，着眼于培养学生在普查和详查阶段土壤地球化学的勘

查技能，分别建设了岩石地球化学测量剖面，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实验区段，

建立了异常区或矿（化）实验区段。

地理信息系统方面，选定了基础地学空间数据采集实习路线，用于地理数

据采集、地质数据采集、遥感信息采集和测量数据采集；建立了基础地学空间

数据库，为学生完成 GIS 支持下的地学空间数据综合分析与信息提取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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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方面，建立 10 条水文地质调查野外示范教学路线和

65 km’ 的水文与水文地质测绘填图区域和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的实习教学区。

2.2  教学内容体系

（1）构建地学类二年级基础教学实习体系。

将地质基础实习分为区域地质及地学野外工作方法教学、路线地质调查、

实测地质剖面、综合地质填图、报告编写训练等五大板块；地理信息地学基础

实习通过地理数据采集、地质数据采集、遥感地质信息采集、地质数据的数字

化表达及数据库建立，使学生掌握野外有关地学空间数据采集的操作方法和步

骤。测绘基础教学实习内容为测绘仪器操作、施测计算、地形图测绘等，使学

生掌握数字测图的基本内容、过程及测图的方法和技能。

（2）构建地学类三年级专业教学实习体系。

地质学专业实习内容包括区域地层序列、区域构造、岩浆岩等，以及野外

综合路线地质调查。主要任务是进行野外综合地质学基础研究基本能力训练。

通过专业实习，学生将地质学各专业学科课程室内教学内容与野外实际密切结

合，加深对地质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理解，掌握地质数据的采

集、处理、综合研究和成果解释等方面的技术和方法。勘查技术与工程（应用

地球物理、应用地球化学方向）专业实习内容包括应用地球物理各种方法训练，

即利用重力、磁法、电法、测井等方法，在地质工作目标的整体设计基础上进

行地球物理方法论证、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与解释、地质地球物理解释训练；

固体矿产勘查地球化学测量、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等。测绘工程专业实习主要为控制测量实习及 GPS 测量实习。

工程地质实习包含工程地质测绘、不良工程地质现象与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

治理、土体原位测试与工程勘察。水文与水文地质专业实习包括野外水文与水

文地质现象观察和分析、水文与水文地质测绘填图，野外水样快速分析、水文

与水文地质综合试验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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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学手段与方法改革

充分、恰当地应用多媒体课件、电子教案、视频录像、数字化地质填图系统、

计算机数据处理和虚拟实习等多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虚拟实习采用三维可视

化技术，实现了兴城野外地质三维仿真，全景野外地质集成了 120 多幅兴城野

外地质全景图像，学生可以在实习期间自主在室内随时查阅兴城地区地质概况、

教学路线地质内容和教学内容，解决了以往实验教学方法单一的问题，拓展了

实习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实习效果。学校利用基地网站运行兴城地质基础虚

拟实习系统及地质实习路线视频资源。

二年级地质教学中自主考察路线教学引导学生自主考察；三年级生产实习

中物探方法、化探方法、测量方法、水文地质调查、工程地质调查等实习内容，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独立进行野外观察、测量、记录、数据处理与解释，然后

进行小组讨论、组间交流、全班报告；指导教师作为观察员与裁判员进行指导、

点评与总结。自主式、伙伴式、讨论式的实习方法，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激发了学习兴趣，而且锻炼了学生组织、归纳、表达等能力。在

考核方法改革方面，以有利于激发学生实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野外

工作技能和综合分析问题能力为目的，按照教学实习大纲的要求，建立了一套

多元化的实习考核办法，改变了过去仅根据学生编写的实习报告进行考核的单

一考核办法。新的教学实习考核注重实践能力的形成性评价，采用了分阶段考

核计分的方法。二年级实习考核内容包括野外路线地质教学、剖面实测、地质

填图、实习报告编写等各个实习环节中实践能力的综合考核，成绩考核环节由

平时成绩（30%、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考核（40%）、实习报告编写（含安全与

保密）C30%）三部分构成，重点强调了对学生的野外工作基本技能和动手能力

的考核。三年级专业实习考核实习设计、野外实测、仪器操作、实习日记、野

外记录、数据整理、小组讨论、实习报告等，重点考核学生工程素质和专业综

合能力。

综合性地学野外实习教学体系的建设实践，经历了近 10 年的不断探索，逐

步改变了单一、验证、基础的实习内容与基本方法训练的状况，进行了接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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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野外工作内容的规范性、综合性、拓展性训练，探索了启发式与自主性相结

合的实践教学模式，促进了学生解决实际地学问题的能力培养。但是，教学体

系完善、教学效果提高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数字化与国际化基地建设工作的

深入开展，将进一步丰富教学体系的内涵、提升资源品质、拓展综合能力培养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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