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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是地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时代发展呼吁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改革。从课程自身
特点出发，结合几年来的教学经验，从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环节几方面对课程教学进行新的探索，旨在培养符合时

代需求的地学专业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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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课或专
业基础课，在自然地理、水利工程、环境地质、资源勘查等

专业中广泛开设。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发生在第四纪时期

的各种地质事件、演变特征及动力机制；地貌学研究地球

表面的形貌特征、形成动力及其演变规律，二者均属地球

科学范畴，不仅研究的时空范围一致，研究对象、研究内

容相关，而且研究方法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常把第

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内容融合成为一个体系，方便学生

全面了解地球表层系统的特征，掌握其研究内容和工作

方法。

１　课程特点
１．１　内容庞杂，概念繁多

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以第四纪地质学和地貌学的

基本知识为主体，涉及沉积学、自然地理学、古气候学、古

生物学、新构造学和地质年代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为

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不仅内容庞杂，而且概念繁多。

仅“陆地流水地貌及沉积物”一章就有层流、紊流、环流、

河床、侵蚀基准面、溯源侵蚀、岩穴、壶穴、岩槛、裂点、裁

弯取直、牛扼湖、河漫滩、泥石流、洪积扇、河流阶地、侵蚀

阶地、堆积阶地、基座阶地、埋藏阶地、河口、河口三角洲、

水系、分水岭、河流袭夺、风口、断头河等等诸多概念需要

理解和记忆，且概念之间互相交错，相互联系，如在讲解

“裂点”的概念时，就会用到侵蚀基准面、向源侵蚀、河床

纵剖面等概念，所以，不理顺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孤

立的讲解难以让人理解和记忆。

１．２　基础性、实践性和应用性
莱伊尔（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ｙｅｌｌ）在《地质学原理》（１８３０）中详

细论述了“现实主义（ａｃｔｕａｌｉｓｍ）”原则，１９０５年盖基（Ａ．
Ｇｅｉｋｉ）又提出“现代是打开过去的钥匙”的著名论断，在我
国常通俗地称之为“将今论古”或“历史比较法”。现实主

义原则不仅是研究和恢复古代沉积环境的指导理论，而

且为进一步发展沉积学和古地理学指出了一条正确途

径［１］。为了能更准确地解释过去，必须加强对现代地表

发生的各种动力地质作用及其产物的研究。第四纪地质

学与地貌学正是研究现代地表发生的各种动力地质作用

及其产物的一门学科。因此，对该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

进一步理解和巩固沉积学，同时为后续专业课程（如水文

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地质

灾害调查与评价、综合地质填图实习等）的学习打下坚实

的基础。

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还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与实践

性。人类工程、人体健康、生态环境、自然灾害、资源开发

等都或多或少受到第四纪地质环境的影响。以第四纪地

质环境为研究对象，通过各种研究手段，重建第四纪时期

的地质演化历史，探究演变规律，预测未来发展，将理论

应用于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减灾防灾，改善人类生存环

境是该课程的主要任务。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不仅是

开发利用第四纪地质资源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的

基础，也是水利水电、交通管线和城市建设工程勘查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环境、灾害评价和预测的重要环节和基本

内容，在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诸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

化、土壤退化、自然灾害、全球变暖等等全球或区域性问

题时，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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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课时少，内容多

根据 ２１世纪素质教育的要求，各高校普遍开设外
语、计算机等素质教育课程并有逐渐偏重的倾向，使得专

业课程课时不断压缩，表现为安排课时较少，实践实习内

容缩减。近年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第四纪地质

学与地貌学课程中添加了环境地质、地质灾害与全球变

化研究的内容，使得课程内容庞杂、概念繁多的特点更加

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课程教学改革，教师

难以在较短的课时内完成教学内容的传授，学生的专业

课学习如蜻蜓点水，难以深入、完整地接受专业课教育。

２．２　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
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课本概念多，案例少，学生不

知所用，课堂显得枯燥乏味引不起兴趣，特别是传统的教

学方法，以老师为主体，用单一的语言与文字表达方式，

学习内容简单再现课本内容，让学生觉得简单，没有必

要，因此，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漫不经心，缺乏学习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甚至引起学生的反感厌恶及对立情绪。

２．３　学生实践能力不强
由于基础知识不扎实，实践环节缺失，导致学生学习

时不知何用，工作中无知可用，高分低能，实践能力差，分

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差，不能满足社会创新性高素

质人才的需求。

３　教学方法改革探索
基于当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只有进行教学模

式改革，才能培养出基础扎实、活学活用的适应社会经济

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材。根据课程的特点，结合几年来

的教学经验，提出从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环节等几

方面对课程教学进行改革。

３．１　运用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传统教学方式的一种重要补充［２－３］。所

谓案例教学法，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要

求，组织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

和交流等活动，教给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

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其对基本原理

和概念的理解的一种特定的教学方法［４］。案例的设计与

选择需要在注重教学目的的同时，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一般性与争议性相结合。如在学习“洪流作用与沉积

物”时，以２０１０年８月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特大泥
石流灾害为案例，学习泥石流发育的地形条件、物质条件

和时间条件，同时讨论城市选址、城市建设、生态破坏、防

灾治灾意识建设等因素对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影响，

将地貌学知识与工程地质勘探、城市建设、减灾防灾等人

类生活生产实践结合起来，通过讨论互动增强对知识的

理解与记忆。

案例教学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一种教育思

想和观念的更新，它的实质是新的、实际的课堂教学模式

的创新与实践［５］。案例教学的特点与优点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一是鼓励独立思考，培养学习兴趣。在传统的教学

中，往往是教师对教材内容的介绍讲解与灌输，学生的学

习仅是机械记忆，课堂乏味无趣，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而采用案例教学法时，老师提前将案例发放到学生手中，

对于提出的问题，需要学生认真思考、查阅资料甚至实地

调研才能够找到答案，课堂上，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充分

互动，通过讨论达到知识的交流与共享，使枯燥乏味的课

堂变得生动活泼，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与创造性，使学生对学习内容感兴趣，学到的知识也更

加深刻难忘。

二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素质。传统的教学法，

即教师讲，学生听，学生是被动的接收者，是在重复、重

现、记忆教师的讲义。培养出来的学生高分低能，只会纸

上谈兵，缺乏创造性。案例教学实质上可归为一种研究

性学习，是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以生活

实践中的实例为研究专题，以个人学习探索结合课堂讨

论交流为主要形式，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直接经验，养成科

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掌握基本的学习研究方法，培养综合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采用案例教学法，

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索的素质，提高其理论联系

实际、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以适应“知识大爆炸”时代社会发展的需求［２］。

三是重视双向交流，实现教学相长。老师在给学生

一些实际案例后，要求学生针对案例回答问题，学生发现

以他们现有的知识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课后就会主动

地查阅、学习和思考相关的理论知识，自然就加深了对课

本知识的理解。对于案例中提出的问题，学生之间的答

案是不同的，这就要求教师认真准备案例，查阅大量资料

丰富自身知识储备，才能够在案例分析中与学生更好地

互动，多向思维，激发灵感，教学相长［６］。

３．２　利用现代化教学工具
文字和语言是传统教学中知识传递的主要媒介。第

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是一门认识性较强的学科，使用传

统的教学手段，常常无法将地貌学课程教学内容讲述清

楚。因此，如何更新教学手段，突破语言和文字教学的局

限性，真正使学生掌握知识并具有应用能力，是地貌学课

程教学急需解决的问题［７］。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走进课

堂，给教学改革注入了活力。对于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

学来说，多媒体教学更适宜推广应用，主要表现在５个方
面：一是易维护。普通课本由于出版印刷需要一定的周

期，新出现的一些鲜活典型的实例不能在课本中体现出

来。多媒体教材非常方便更新维护，可以在课堂上为学

生带来更多、更新的信息。二是易重现。由于多媒体教

学的易重现性，不仅方便了学生课外的学习，对于加深巩

固学习内容，提高记忆效率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三

是信息量大。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课程内容庞杂、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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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繁多，使用多媒体有助于节省教师板书时间，增大信息

量，有效扩展课时容量，提高教学效率，解决当前“内容

多，课时少”的矛盾。四是生动直观趣味性强。空乏的语

言和直陈的文字对学生的刺激较单一，极易造成他们的

视觉听觉疲劳，产生厌倦心理，而多媒体教学不仅可以提

供醒目的文字和生动的图片，还可提供声音、动画及录

像，甚至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进行动画模拟实验，使教学

内容更加直观、形象、生动，教学过程引人入胜，课堂气氛

轻松活泼，不易引起学习疲劳，有助于学生理解与掌握课

程教学内容［７］，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索精神，

解决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理论讲解枯燥乏味的问题。

现代化多媒体教学固然有其他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

越性，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其他常规媒体的

特色功能也不容忽视。多媒体教学不能取代传统的备

课，大量的信息需要更大量、细致的工作。在知识点的组

织上，使多媒体逻辑性强、重点突出，在多媒体的安排上，

避免华而不实、喧宾夺主，在多媒体的运用中，占据主导

地位，把握节奏，提示重点，启发思考，及时与学生进行

互动。

３．３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观察分析

问题、运用创新思维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素质的关键［８］。

缺失实践环节感性认知的纯粹理论教学，会导致学生难

以建立地学时空观念、抽象的理论概念难以理解、学到的

理论知识不能学以致用等问题，很难有好的教学效果。

对于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这样一门实践性特点很强的

学科，实践教学更是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７，９］。而

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实习经费紧张，单科课程野外实习常

常不太现实，综合实习中地貌实习内容也被缩减甚至取

消，这种无视课程特点的作法对应用性高素质人才的培

养非常不利。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充分利用已有的实习条件，加强

了野外实践教学环节，既节省了开支，也取得了不错的教

学效果。譬如，我校已经在登封嵩山地区建立了实习基

地。在地质认识实习过程中，结合已经学习的普通地质

学内容，在老母洞远眺范家庄洪积扇和山前洪积地形，宏

观了解洪积扇的规模和形态；登嵩顶鸟瞰嵩山附近地形

及各种岩性的地貌特征，区分高中低山丘陵平原，观察不

同岩性差异风化；在旧飞机场处观察四级夷平面，复习夷

平面的概念，了解夷平面与新构造运动之间的关系；至颖

河河谷，观察流水地貌及沉积物特征；在郭家沟道班附近

观察描述下更新统冰碛物特点；砂锅窑村观察砂锅窑滑

坡，复习滑坡成因类型、组成要素、识别标志及其工程危

害；范家庄调查范家庄洪积扇、地下水特征，了解洪积扇

的成因及洪积扇与地下水的关系等等。通过感性认识，

加深巩固了对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的知识概念的理解

和记忆。

４　结　语
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或专业

基础课，课程内容庞杂、概念繁多，既具有基础性，又具有

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目前，教学中主要存在课时少

内容多、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工作实践能力不强等问

题。根据课程特点，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在教学方法、

教学工具、教学环节等方面进行改革，运用案例教学方法

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素质、实现教学相长；运用多媒

体教学工具将更多的信息用生动直观趣味性强的途径呈

现在学生面前；通过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使教学过程适应

时代特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运用创新思维分析解

决问题的综合素质，培养时代需要的高素质综合性专业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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