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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教学主要存在问题

（一）实训基地不足

尽管国内地质院校普遍设有教学基地，但多数基地设施陈

项目信息：本文系2024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4KY1624）

作者简介：谢皇长（1990—），男，广西钦州人，硕士，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专任教师，主要从事矿产勘查、工程地质勘察等方面研究；

通讯作者：刘鹏飞（1983—），男，甘肃省静宁县人，硕士，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专任教师，主要从事遥感地质、矿产勘查等方面研究。

普通地质认识实训课程改革与探索
——以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谢皇长 1 ，刘鹏飞 1 ，谢泓伶 2 ，于永善 1 ，黄秋雨 1

1.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崇左532100

2.广西灵山县灵城镇梓崇小学，广西 钦州535400

摘      要  ：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为较好激发高职学生对地质学的兴趣与热爱，促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转变，本文以广

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自然工程系的“普通地质认识实训”课程为例，在野外实训教学中通过对教学路线、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工具、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改革和探索，并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以进一步改善基

础教学，激发学生对地质学产生兴趣并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技能，同时也为同类高职院校及相应专业的基础教学改革

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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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质现象因教学采样或自然风化而受损，地理位置偏远，生

活条件简陋，影响了学生的实训积极性。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

学院由于办学时间较短，自身缺乏成熟的野外实训基地。周边高

校的基地或因距离过远无法满足当天往返的教学要求，或因地质

引言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是广西自然资源厅举办的区内唯一一所自然资源类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自2019年办校以来，自

然资源工程系开设了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矿产管理、矿产开发与利用）、岩土工程技术等专业，普通地质学作为基础课程，其野外实

训环节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地考察，学生能够直观了解基本地质现象，掌握矿物、岩石、构造的识别方法，学会使用地质工

具，并了解野外工作方法。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学生建立感性认识，还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情感 [1]。职业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如何通过野外实训深化学生对地质学理论的理解，激发他们对地质学的兴趣与热爱，是教学的关键所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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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风化严重，难以达到理想的实训效果。因此，设计一条合理

且高效的野外教学路线，是本课程亟待解决的问题 [9]。

（二）实训内容单一

普通地质学野外实训内容包括地球演化、地质构造、地质

作用等宏观内容，以及矿物、岩石的识别和人与地质环境的关

系等。这些内容通常在艰苦的野外环境下开展，受气候、地形

等因素影响较大。传统实训以专业理论知识讲解为主，缺乏思

政和文化教育。学生在实训初期因新鲜感而充满热情，但随着

实训推进，长时间野外行进使他们身心疲惫，容易产生厌学心

理。且高职学生专注力持续时间较短，情绪波动大，更易抵触。

因此，适当融入思政教学内容，如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不仅能

缓解负面情绪，还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 [3]。

（三）教学模式落后

野外实训目前仍以传统的野外考察和灌输式教学方法为主。

往往是老师将学生带到野外观察点之后对地质现象进行讲解，学

生像游客一样处于被动学习状态，缺乏互动和创新。这种教学模

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职学生大多来自中职院校，与本

科生相比，理论基础较弱，但动手实践和社交能力较强，更倾向

于实践操作。因此，如何改进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是本课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4]。

（四）实训工具陈旧

目前学生野外实训主要依靠传统地质三大件（地质罗盘、放

大镜、地质锤），缺乏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传统工具虽然能够

培养学生的地质基础技能，但在某些方面显得较为落后，与现代

科技应用脱节。且多年的使用导致部分设备损毁或遗失，更新补

充不及时，进一步影响了实训效果。此外，这种现状也与当下生

产发展和市场实际需求不符。如今的学生多为00后，他们在数字

化和网络化的环境中成长，对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有着更高的兴趣

和优势。引入最新的地学工具和软件，如 GPS、无人机、虚拟现

实（VR）、3D地质建模等现代科技手段，不仅能提高实训工作效

率和准确度，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5]。

二、实训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措施

（一）合理设计实训教学路线，提高学生兴趣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地处中国 — 东盟南宁空港经济

区，交通便利，周边环绕广西十万大山，地质资源丰富，地质现

象简单且典型，为普通地质认识实训提供了理想的实习基地。学

校依托广西自然资源厅项目，针对区内野外实习基地不足的问

题，初步选址并建设了省级地学实践教学基地，同时搭建了矿产

勘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 [6]。在设计实训教学路线时，综合考

虑周边地质资源、课时和经费等因素，规划了五条实训路线（表

1），涵盖野外与室内实习、参观与探索实习、专业与思政教育。

学生在实训中不仅能感受地质现象的多样性，还能体会地质工作

者的艰辛，了解地质科学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并收获了岩矿

和化石标本，提升了学习兴趣和实训获得感 [7]。

（二）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隐形相融，加深学生共鸣

为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地质学人才，课程不仅要

提升学生的地质专业技能，还要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人际沟通等

能力，更要传承和弘扬地质“三光荣”精神。地质专业本身蕴含

丰富的思政元素，实训课程是进行思政教育的良好平台 [8]。如爬

山可以培养学生艰苦朴素的职业素养，壮美山河及丰富的矿产资

源能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2]。

课程思政不是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的简单结合，而是一种全

新的教学方式 [3]。以往的思政教育过于明显，内容较为宏观和抽

象，学生难以共鸣。好的课程思政应能融入到专业知识中来，达

到润物无声、育人无痕。教师需关注学生情绪和态度，营造积极

氛围。在实训中，设计稍具挑战性的路线，让学生在克服困难中

建立自我认同感。安排参观地质博物馆和红色景点的自由时间，

让学生在高强度实训中得到短暂休息，在积极情绪下讲述李四

光、“铁人”王进喜等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爱国事迹，学生结合野

外艰辛经历，更能引发共鸣，增强学习动力 [11]。

表1 普通地质认识实训教学路线

路线 地点 实习内容 实习目的

路线

1

广西崇左扶绥

县渠黎镇石埠

乳业生态观光

牧场

观察地下水及左江对当地的

地质作用，认识身边的喀斯

特地貌，观察褶皱、不整合

接触面等地质构造。

认识水的地质作

用及常见地质构

造，培养学习兴

趣，及对家乡归

属感和自豪感

路线

2

广西横州市六

景镇霞义山

1、认识海洋沉积相特征，识

别砂岩、泥岩等常见岩性；

2、 学习使用地质罗盘测量

产状；

3、观察褶皱等地质构造及学

习素描；

4、学习使用奥维、地质云等

数字工具，掌握地质图的识

图方法。

培养学生的岩性

鉴 定、 产 状 测

量、地质图识图

等 基 本 地 质 技

能，并锻炼学生

吃苦耐劳、艰苦

朴素的地质精神

路线

3

广西崇左扶绥

县中东镇那寺

新安水库－废

弃矿山

1、学习常见化石及矿物鉴别

方法；

2、采集化石、岩矿标本。

掌握常见化石及

岩矿鉴别方法，

提升学习兴趣和

实训收获感。

路线

4

广西自然资源

博物馆－南湖

公园百色起义

纪念馆

1、观察、认识各类岩石、矿

产资源；

2、学习湖泊地质作用及生态

治理措施；

3、学习百色起义精神。

提高地质综合认

识，培养对广西

本土资源的自豪

感，激发学习兴

趣及家国情怀

路线

5

校内虚拟仿真

实训室

线上体验矿产勘查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平台－广西凤凰山

银矿场景

体验最新的科学

技术，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三）将认知型教学改为探索型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传统野外实训以灌输型教学为主，学生被动学习，效果不理

想。地质学源于对野外地质现象的好奇和探索，成功的野外地质

教学应让学生享受野外新发现的乐趣 [4]。因此，教学方式应更注

重学生能力提升和兴趣培养，增强学生观察、测量、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在实训中，以学生“学”为中心，将学生分成小

组并选举小组长，通过团队合作锻炼沟通能力 [12]。在任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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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岩层产状测量，教师先培训组长，再由组长指导组员，最

后通过小组竞赛，既强调团队合作又培养独立性，也能提高教学

效率。同时，增加化石和矿物采集环节，增强学生收获感和成就

感。在学生情绪积极时讲授地质知识，学生更易接受并主动学

习。实训结束后，以小组汇报形式分享收获和心得，促使学生从

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激发对地学的热爱 [13]。

（四）实训用具的现代化和数字化，适应行业发展

随着科技和地质行业的发展，传统地质工具已难以满足现代

需求。如今，手机、GPS、无人机、虚拟仿真技术等高新装备和

技术，以及奥维互动地图、地质云、智能地质罗盘小程序等地学

工具和软件，广泛应用于地质行业，显著提升了地质工作的准确

性和效率。基于这些高新技术装备的实用性和便捷性，地质野外

实训应紧跟行业趋势，更新实训用具，培养学生运用新技术解决

问题的习惯。如将奥维互动地图和地质云软件应用于实训教学，

方便获取地质信息并更好保障实训安全。校内的矿产勘查虚拟仿

真实训室通过虚拟仿真（VR）技术还原广西凤凰山银矿开采场

景，学生可沉浸式体验矿洞参观、产状测量和佩戴安全设备等操

作。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实训体验，还突破了时空限制，减少了天

气和地质灾害的影响，降低了经费支出，提高了实训效果 [14]。

（五）优化课程评价，提高实训效果

为客观、全面反映学生的实训水平，本课程的评价体系涵盖

理论学习、动手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等多个指标，具体标准为：

总成绩 = 考勤（15%）+ 日常实践考核（30%）+ 小组汇报（15%）

+ 实训报告（40%）。实习结束后，安排学生对实训和带队教师

进行评定，有助于改进课程教学质量，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对一

个教学班的在线匿名问卷调查显示，68%的学生对从事地质相关

工作更感兴趣；最受欢迎的实训环节是横县六景霞义山的地层、

岩性及构造识别，其次是参观博物馆及红色景点，这表明学生更

倾向于主动探索型学习模式，乐于接受课程与思政相融合的教育

方式；74%的学生认为矿物、岩石、构造的野外识别是最难的环

节，建议适当增加实习时间；90%的学生认可实训指导教师的教

学水平。以上结果表明，本次教学改革基本达到了激发学生对地

质学兴趣与热爱的目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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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1 课后学生调查问卷结果

三、结束语

本文以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普通地质认识实训”课

程为例，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路线、内容、方法、工

具等方面进行改革探索，提出信息化时代下符合高职学生特点的

混合教学模式。主要措施包括：合理设计实训路线，注重特色地

质地貌和室内外结合；隐形融入思政教育，关注学生情感；改变

教学方式为探索型，激发学生主动性；引入现代化实训工具；构

建综合评价体系。随着自然资源行业变化，野外地质教学需深化

改革，实现教学与育人相统一，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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