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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uctural geology is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geological exploration 

majors.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status and problems of structural geolo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strengthen practical teaching, improve the mastery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geological relat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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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造地质学是地勘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结合构造地质学的教学现状

和教学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加强实

践教学，提高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为地质学相关课程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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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是当代地质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

其研究对象是地壳或岩石圈的地质构造。构造地质学主要研究由内力地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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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褶皱、断层、节理等各种地质构造的形态、产状、规模、形成条件、

成因机制、分布规律和演化历史。高职院校的构造地质学课程是地勘类专业的

专业基础课之一。它对于培养高素质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因此对于构造地质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具有及其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目前我院

构造地质学教学情况来阐述，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目的是改进现状，提升

教学质量，对学生以后的发展、学院的专业特色甚至对本行的发展都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1  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学生对课程的认识不足，缺乏兴趣

构造地质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已经发生的地质构造现象的几何学、运动学

以及动力学过程与机制，是一门逻辑推理性很强的学科。然而在传统教学中，

学生很少有主动体验推理过程，只是死记硬背地质构造的概念、特征类型等等。

目前任课老师大多用多媒体教学，其优点就是让学生能直观看到画面或动

画视频，讲解的知识点多，但是同时也有一点的弊端，比如：内容太多，学生

很难一次性真正消化，下次上课时很多学生都不知道，所以就对老师和学生都

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老师不仅要讲解知识，还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我院地质类专业的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就开展构造地

质学这门课程，之前学过地质学基础，对构造地质学中学习的地质构造现象在

空间上、时间上的复杂性没有全面的了解，导致学习过程也很被动，缺乏兴趣。

1.2  学生缺乏空间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

构造地质学的研究对象在空间尺度上变化大，在时间上跨度长；许多地质

构造现象无法在实验室中重现，对其成因和作用过程的解释往往根据经验分析

和推断，容易引起疑问；构造分析要求有良好的时空想象能力，善于综合应用

所学知识，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然而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少能参与某

些地质构造现象的逻辑推理过程中，学生认为记住地质构造概念及特征就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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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构造地质学，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构造地质学的中文教材资源十分有限，且这一系列教材的内容基本

相似，重点都是介绍构造地质学的地质构造现象概念和特征，没有描述某种现

象出现的可能推理过程，而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另外，学生在学习空间思维上也很缺乏，书本的内容基本都是给出一些结论，

其中的过程需要教师来讲解，且讲解过程并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还要借助

一些辅助工具，比如自制卡片、购买模型、视频教学等等，这对教师来说需要

花费很多的心思来设计构造地质学这门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

2  多变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科兴趣

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学生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兴趣，就有了学

习的积极主动性，这样才学得好。为了加强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兴趣，各任课

老师都在用各种教学方法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习兴趣。教学方法是教师教

的方法与学生学的方法两大方面，是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的统一。教学方法有

多种多样，但每一种教学方法都必须以一定的学习思想作指导。构造地质学课

程的教学方法是一种启发式教学，以学生学习为主，教师通过各种教学方法，

来启发学生自己思考、探索，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的地质思维。

2.1  绪论的重要性

绪论是构造地质学的第一次课，它的课堂内容的安排，多媒体课件的设计、

讲解是否生动，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本课程的理解、兴趣以及地质思维能力的培养。

地质思维是人们对地质构造现象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是学习地质学的重要内容

之一。

绪论课堂的主要授课目标不仅仅要向学生介绍《构造地质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演化发展史这些课本内容，还要重点阐述《构造地质学》

实践应用性。构造地质学作为地质学的三大支柱之一，它的研究内容决定了地

质学者应该具备不同于数学类专业逻辑思维的独特思维能力，前辈们称之为“地

质思维”。地质思维至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时间观与空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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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讲解绪论这部分时，要重点明确《构造地质学》这门专业课理论

知识的特点，积极引导学生要锻炼和培养地质思维的时间观和空间观，也是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的重点。绪论课堂展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讲解专业的实践方

面和应用前景，激励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能够积极主动的学习。在绪论部分

我们可以讲解与构造地质学相关联的一些专业领域，比如地质、石油、煤炭等，

讲解构造地质学的实际应用方面。以讲故事的方式介绍我国的一些宏伟工程的

前期地质勘查工作的重要性，例如：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工程，还有全

球最生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的视频观看，同时还要举出一些反面的例子，

比如意大利瓦伊昂水库溃坝事件，说明地质工作的重要性。

最后还要讲解构造地质学的课程结构及课程学习要求。明确“课程结构”

有利于学生宏观上了解课程的大致内容，做到心中有数，真正从心理上重视该

课程的学习。《构造地质学》虽然复杂，但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基础知识、技

能训练、综合应用这三个部分。基础知识包括力学分析、褶皱、节理、断层、

劈理等等各类构造名词、术语和概念；各种构造现象的识别等；技能训练包括

读地质图、绘制图切剖面图等各种综合图件的判读和绘制，要求学生掌握读地

质图的方法以及图切剖面图的制作方法；综合应用包括根据地质图和有关资料

恢复构造发展史，野外填土实习、顶岗实习等。

学习要求包括考核方法及课堂要求。课程成绩 = 平时成绩（30％）+ 考试成

绩（70％），平时成绩包括出勤、课堂回答、作业及课内实习。这样的考核方

法就是督促学生平时在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与最终成绩是直接联系的。

2.2  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

构造地质学是地质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是为后续地质学课程学习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学生对构造地质学的学习兴趣、专业知识的

掌握程度等各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

的空间思维能力，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构造地质学的学习兴趣，也为学生的专

业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积极参与，多提些问题，鼓

励学生思考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地质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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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生在做平切剖面图时，对平面图中的地质界线的空间方位搞不清，

不知道岩层应该往哪个方向倾斜，为什么是往这个方向倾斜的，等等这些相关

的空间方位问题，学生开始学习时都比较茫然，但是他们独立做完一张或两张

剖面图后，就会有了空间思维概念了。

3  结语

构造地质学是我校地勘类专业最核心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教师的教学如

何直接影响到专业人才培养如何，对学生毕业后的专业前景有很大的影响。因此，

我们在教学计划、课本选取、课件设计以及课堂上与学生交流方面都要狠下功夫，

上好每一节课，锻炼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努力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努力提

高学生的专业知识，也为地质学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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