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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新形势下地质工程专业
课程体系优化重构思路探索

宋腾蛟， 常 虹， 张 丽
（吉林建筑大学 测绘与勘查工程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8）

摘要：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对课程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分析了地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1）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不完善；（2）课程衔

接不合理；（3）课程体系缺乏灵活性。确立了地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优化设计的原则：（1）遵循地质工程

专业课程体系基本框架；（2）推进课程思政和“专创融合”；（3）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注重学生能

力和素质培养。提出了地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优化设计的基本思路：（1）“宽口径、厚基础”，夯实学生的

理论基础，关注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2）结合学校办学特色，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面向行业实际需求；（3）“以人为本，以能为本”，满足学生自身成长需求，紧跟专

业科学技术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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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形势下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趋势

国务院于 2015年 5月印发《中国制造 2025》，目的在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实现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此外，我国不断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在“双一流”建设、“新工科”建设等背景下，高等工程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完善人才培养

质量标准，深化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构建协同育人新机制，转变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加强“双师

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如何保障专业建设质量、动态调整专业结构、优化

区域专业布局；如何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已成为当前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研究的热点问

题。从本科教育角度出发，课程教学体系的改革极为关键，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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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工程专业特点与人才需求

地质工程是地质学与工程学相互渗透、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主要解决水利工程、建筑工程、隧

道工程、边坡工程、海洋工程、环境保护，以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等领域中的地质问题［1］，旨在培养能

够在建设项目中胜任勘察、设计、施工、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地质工程专业具有很强

的应用性，要求毕业生具备坚实的学科知识、突出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良好的综合素养［2］。目

前，我国超过50所高校开设了地质工程专业。高校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设置各具特色：地质类院

校具备丰富的地质实习基地和基础地质理论教学资源，地质学理论基础扎实；面向水利、交通、建筑

等具体行业领域的高校，重点培养学生解决特定领域地质工程问题的能力，教学体系偏重工程

技术。

三、现行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课程体系是教学内容最直接的载体，决定着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3］。教育部发布的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多次提及课程体系建设［4］。不同类

型高校基于社会实际需求和自身办学条件，确立了各具办学特色的课程体系。但是，随着科技进步

和经济社会发展，地质工程专业现行课程体系暴露出种种问题。

（一）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不完善，地质工程伦理教学内容缺失

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使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办什么样的大学”“怎

样办大学”的根本问题［5］。新形势下，仅依靠思政课程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和道德引领是远远不够

的，应考虑在专业课程中加入思政元素，强化地质工程伦理教育，提升学生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责

任感。

（二） 课程内容不够完整，知识体系比较零散

受学时限制，部分课程教学内容不够系统。例如，构造地质学是地质工程专业中一门重要的基

础理论课程，在分析岩体力学性质、岩质边坡稳定性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课程包括“沉

积岩层的原生构造及其产状”“地质构造分析的力学基础”“褶皱”“节理”“断层”“劈理及线理”等理

论内容和“极射赤平投影”“节理玫瑰花图”“阅读地质图”“绘制图切地质剖面”“读断层地区地质图

并求断层产状及断距”等实习内容，以吉林建筑大学为例，构造地质学课程仅40学时，无法就以上内

容全面深入展开教学，这就势必导致部分内容被删减，进而影响课程结构的系统性。

（三） 教学内容重复，课程体系内部缺乏逻辑

独立开课但教学内容联系紧密的课程之间存在教学内容低层次重复的情况，相近课程的衔接

关系不合理，即相同的教学内容在两门课程中均有涉及，但由于学时限制或者其他原因，两门课程

都只介绍基础性知识，缺乏对如何运用这些知识解决本专业实践问题的深入讲解。例如：构造地质

学课程和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课程均包含“新构造运动”内容；地质学基础课程和矿物岩石学课程

均包含“矿物与岩石”内容；基坑工程课程和边坡工程学课程均讲解锚杆和桩的支护原理与计算

过程。

此外，现行课程体系未能合理设置课程的开设时间，在教学组织与设计过程中未能理顺课程间

的逻辑关系。例如，材料力学课程为构造地质学课程提供前导知识，岩土工程勘察课程对边坡工程

学课程具有支撑作用，但部分院校在一学期内同时开设材料力学课程和构造地质学课程，在边坡工

程学课程进行一半时，岩土工程勘察课程才开始授课，使得课程间层次关系混乱，衔接不合理。

96



宋腾蛟，等 高等教育新形势下地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优化重构思路探索

（四） 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

现有课程体系的内容陈旧，缺乏有关遥感地质学、环境地质学等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介绍

和讲解。教学方法以理论讲授为主，缺乏现代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的运用，如混合式教学、翻转课

堂等。此外，在有效利用线上优质教学资源授课方面，缺乏必要探讨和研究。随着时代和科技发

展，必然会产生新兴技术，培养单位要及时回应这些新变化。

（五） 课程体系设置缺乏弹性，无法满足学生多元化发展需求

地质工程专业涉及工程地质学、岩体力学和工程设计等知识的综合和渗透。地质工程专业课

程体系普遍存在必修学分过多，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按照自己的兴趣方向选择课程，选修课形同虚

设的现象。现行课程体系无法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也无法有效达成学生多元化个性发

展的人才培养目标。

四、课程体系优化重建原则

课程是教学的重要基础。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重要环节，是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

保证。课程体系是学生建立专业知识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直接影响学生毕业后一段时期内的能力

形成与素质提升［6］。在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结合新时期工程建设、防灾减灾及环境保护需求，优

化重构地质工程专业原有课程体系，形成兼具科学性和时代性的课程体系，对培养符合地质类专业

人才至关重要。地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优化重建时，需要仔细研读《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深入分析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行业需

求，结合所在学校办学特色和专业定位，针对现有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确立相适应的优化重

建原则。具体原则包括：（1）坚持立德树人，以德为先；（2）符合地质工程专业特点，坚持专业课程体

系基本框架；（3）符合学校办学特色和专业定位；（4）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5）坚持学生中心，关

注学生全面、长远发展。

五、课程体系优化重构思路探索

科学的课程体系和先进的教学内容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不仅能为学生提供专业

所必需的知识结构，而且能满足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7-8］。

（一） 推进“三全育人”，强化课程思政建设

高等学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为推进“三全育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遵循教育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

上［9］，根据地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搭建了“思政课程-课程思政-三全育人”

平台，将思政教育元素合理地安排在专业课程中，通过介绍我国近年来在地质工程领域取得的显著成

就，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专业认同感，鼓励学生以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为榜样，努力成为具有家国

情怀、具备工程思维和创新意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例如，在岩体力学课程和边坡工程学课

程中，引入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以及世界第七、中国第四大水电站——乌东德水电

站的建设案例，讲解工程所应用的相关知识，包括坝基、输水隧洞岩体力学性质、库岸边坡稳定性

等。同时，加强地质工程伦理教育，借助地质工程案例，探讨有关技术伦理问题、利益伦理问题、安

全伦理问题和环境伦理问题等［10］，教育学生要坚持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强化法律和规则意识，提

升学生的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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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施“以学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打造高效集约型课程模式

地质工程专业与土木建筑、水利水电、能源矿产等行业联系十分紧密，学生可以在各相关行业

领域内胜任技术和管理工作岗位。各行业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地

质工程问题的差异性。笔者设计并发放了地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整合优化调查问卷，征集同行学

者和行业专家对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的意见，得出主要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在现行课程体系中

的权重环形图和雷达图，如图1所示。

不同行业对专业课程知识的需求存在很大差异，自然科学基础必修课、工程基础必修课、专业

基础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四个单元在现行课程体系中权重基本相同。其中，水利水电行业专家更重

视工程基础必修课和专业基础必修课，中国地质科学院专家更重视自然科学基础必修课和专业基

础必修课。对几位专家进行访谈可知，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基础必修课、工程基础必修课和专业基础

必修课理论性较强，学习难度较大，但学生在完成这三个基础类课程的学习后，将更快理解和掌握

A自然科学基础必修课

B工程基础必修课

C专业基础必修课

D专业必修课

A1高等数学

A2线性代数

A3概率与数理统计

A4大学物理

A5大学物理实验

A6普通化学

B1理论力学

B2材料力学

B3结构力学

B4钢筋混凝土结构原理

B5土木工程材料

B6测量学

B7程序设计语言

B8工程制图与CAD
C1地质学基础

C2矿物岩石学

C3构造地质学

C4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

C5水文地质学基础

C6土力学

C7岩体力学

D1工程动力地质学

D2地下水动力学

D3灾害地质学

D4岩土工程勘察

D5基础工程设计与施工

D6基坑工程

D7地基基础检测

D8地基处理

D9边坡工程学

图1　专业课程体系权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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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的知识，因此对于地质工程专业而言，不能过于强调专业必修课的重要性，忽视了基础

理论课程的价值。

将教学理念从“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在梳理专业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对教学内

容进行深度优化整合，突出问题导向，将“解决复杂地质工程问题的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创新就业

能力”作为学生培养目标，围绕专业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依托教学内容内在逻辑联系，建立超越传

统课程边界的课程群或教学模块，打造高效集约型课程模式，实现课程大整合、大贯通。

任何工程项目都是在特定的地质环境中建设与运营的。掌握地质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是分析

和解决地质工程问题的前提，并且地质环境越复杂，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地质学理论水平要求越高。

无论地质工程专业面向哪个行业领域，地质学基础、矿物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

学、水文地质学基础都是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足够重视。以上列举的几门课程教

学目标相近、教学内容联系密切，可以整合优化为“地质学理论”课程群进行教学，在整合时删除重

复内容，补充原有课程中缺失或薄弱的教学内容［11-14］。同时，可以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发展历史、专

业定位，有侧重地创建各类课程群。例如：整合优化灾害地质学等课程，创建“地质灾害评估与防

治”课程群；整合优化基础工程、地基处理等课程，创建“岩土设计”课程群；整合优化岩土工程施工

技术与组织、地质工程法律法规、地质工程招投标与概预算等课程，创建“工程管理”课程群；整合优

化环境地质学、城市地质学、恢复生态学与生态工程等课程，创建“地质工程新领域”课程群。

此外，通过与行业企业协同共建实践类课程群，形成理论与实践并重、基础与拓展相结合，以及

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科学合理的专业课程体系，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对接，满足经济社会的

需求。

（三） 课程体系知识结构与注册工程师制度相衔接

将行业标准规范融入现有课程教学内容，便于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人才培养与产

业发展的对接。地质工程专业的重要核心课程与现行国家标准规范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在大多数高校中，现行地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普遍缺乏深入讲解黄土、膨胀土、盐渍

土物理力学性质与试验测试方法等知识点的课程。同时课程较少涉及GB 50025-2018《湿陷性黄土

地区建筑标准》、GB 50112-2013《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和GB/T 50942-2014《盐渍土地区建筑

技术规范》的相关内容，而上述国家标准是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重要内容，在后期专业课程

体系调整时应加以补充。

（四） 打造多元化人才发展方向，弹性设置专业课程

为适应新时代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地质工程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时，可充分发挥学校特色，与

其他专业合作，打造多元化人才发展方向，形成“地质工程+”的课程体系，如“地质工程+环境”“地质

工程+城市地下空间”。教学主管领导、专业负责人和教学团队要深度融合，进一步制定跨学院、跨

学科的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形成复合人才培养模式。此外，无人机技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GIS
技术等发展迅速，应广泛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地质工程领域，特别是在岩体特征分析、斜坡灾害调查

等方面。高校专业课程体系还应在专业教学内容中融入行业发展最新成果，促进学生对行业前沿

的了解。学生在完成专业必修课程后，可以结合自身特长和理想，选择适合自己发展方向的选修课

程进行拓展学习。这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而且有助于建立系统的

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最终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五） 制度机制建设作为保障

课程体系优化重构作为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15-16］，应构建“顶层规划-
中层设计-底层实施”的多级联动的教学组织结构，做好教学过程质量监控，定期开展课程体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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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程质量评价。教学主管领导、专业负责人、基层教师各司其职。教学主管领导结合学校类型和

办学优势，挖掘专业内涵，确定专业定位，凝练专业特色；专业负责人通过发放问卷、座谈等方式征

求企业、行业专家意见，或邀请企业、行业专家直接参与课程体系设计研讨会，结合行业的新变化、

新趋势，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整合，设计有效支撑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基层教师以高

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为目标，以教学的直接评价数据和行业企业的间接评价数据为依据，持续改

进课程质量。此外，学校管理者应充分重视“重科研、轻教学”现象，适当调整年终考核及职称评审

的机制，激发基层教师投入教学改革工作积极性，保障专业课程体系改革顺利完成。

六、结语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程中，高等工程教育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新形势对科技

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单位应提高站位，拓宽视野，坚

持“四个面向”，突出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长期规划，实施新时期的高等教

育改革。

课程体系优化重构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是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深水区”。

通过分析优化重建课程体系的必要性，提出了课程体系的优化重建原则，着重探讨了课程体系优化

设计的基本思路和实施路径：培养单位应强化课程思政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整合教

学内容，打造高效集约课程模式；加强科教产学深度融合，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瞄准学科

前沿，关注学生多元化成长需求，增强课程体系弹性，提升教师队伍科教水平。

表1　地质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规范的对应关系（部分）

核心课程

土力学

岩体力学

基础工程学

岩土工程勘察

边坡工程学

地基处理

基坑工程

灾害地质学

国家标准/行业规范

GB/T 50123-2019《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218-2014《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GB/T 50266-2013《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

GB 50007-201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JGJ 94-2008《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GB 50009-2012《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5017-2021《工程勘察通用规范》

GB 50021-200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487-2008《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GB 50307-2012《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330-2013《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843-2013《建筑边坡工程鉴定与加固技术规范》

GB 50007-201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JGJ 340-2015《建筑地基检测技术规范》

JGJ 79-2012《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 120-2012《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GB 50497-2019《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GB/T 40112-2021《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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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optim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geological engineering 
curriculum system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ONG Tengjiao， CHANG Hong， ZHANG Li
(School of Geomatics and Prospecting Engineering, Jilin Jianzhu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8, P. R.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is deepening. Many policies o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re formulated, which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urriculum system. In this situation, problems 
existing in geological engineering curriculum system are analyzed: (1)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major courses is imperfect; (2) the cohe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rses is improper; (3)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lack of flexibility. The optimum design principles of geological engineering curriculum system are 
established as follows: (1) complying with the basic framework of geological engineering curriculum system; (2) 
promo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tegrating innovative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education; 
(3) tak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s the fundamental goal, paying attention to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bility and quality. The basic idea of optimization design of geological engineering curriculum system 
is put forward: (1) wide caliber and solid foundation, strengthening studen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focusing on 
studen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2) considering school characteristics, conforming 
to talent development target, mee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and targeting industry 
requirements; (3) people oriented, ability oriented, meeting students’ growth needs, and keeping up with the 
frontier of profess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geological engineering; curricul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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