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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认识实践教学改革和探索 ①

戴德求，陈新跃
（湖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地质系，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地质认识实习是我校资源勘察工程、勘察技术与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岩土与城市地下工程、采矿工程、安
全工程等专业在大学阶段的第一次野外实习，实习效果对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及培养专业兴趣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实习

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实习对象专业背景不一样，使得实习内容、效果和学生兴趣等多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所以，根据

多年的实习经验，我们对此次实践教学进行了如下改革和探索：针对不同专业，改革实习内容；让学生积极参与实习全过

程，学以致用，提高学习学生兴趣；实习过程全程监控，提高实习效果。通过上述改革和探索，大大提高了实习效果，出色

地完成了实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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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１］。地质认识实习是地质（资源勘察工程和勘察技术与工程）、土

木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和岩土与城市地下工程）、采矿工程、安全工程等相关专业学完普通地质学、工

程地质学和矿山地质学等专业基础课程基础上，在大学阶段进行的第一次野外地质实习。实习目的是

让学生获得对基本地质现象的感性认识，掌握野外工作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专业兴趣，培养学生吃苦

耐劳的品质［２－３］。通过实习，使学生对地质工作的性质与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开阔视野，加深学生对

地质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巩固专业基础知识，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打下良

好的基础［４－５］。

１　实习情况简介
实习地点位于在湘乡市棋梓桥镇，交通方便。实习任务主要为通过实习能比较正确的辨别观察到

的各种地质现象，并能初步进行成因上的分析；能利用矿物的物理性质鉴定识别常见矿物，特别是造岩

矿物；对实习及出露的岩石能够正确描述和命名；了解实习区火成岩的产状及时代；了解实习区变质作

用类型及引起变质作用的因素；熟悉实习区出露地层的时代、岩性及化石，建立起时间、空间概念；初步

分析实习区中的构造现象及掌握野外识别方法；较正确的学会地形图、地质图的使用和阅读，能利用地

形、地质图寻找地质点，识别地质构造；学会绘制信手地质剖面图；掌握地质罗盘的使用方法（包括方位

测量及测量岩层产状要素）［６－７］。选择此处作为地质认识实习基地有以下原因：实习区分布着完整的

三大类岩石；由于前期采矿工程、铁路建设等活动，出露了诸多地质构造；有一套完整的泥盆系－石炭系
地层；存在一些典型的地质灾害；能观察到一些典型外动力地质作用，如风化作用、河流的地质作用等；

能发现矿脉和典型沉积构造等。实习路线一共４条：棋梓宾馆－潭市－新乐村；棋梓宾馆－棋梓桥火车
站－采石场 －水库；棋梓宾馆 －邵峰社区 －万罗山；棋梓宾馆 －茅山。实习时间安排：地质两个专业
（资源勘察工程、勘察技术与工程）实习时间一共２周，其中野外实习５天；道路与桥梁工程、岩土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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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下工程、采矿工程、安全工程等专业实习时间１周，野外实习３天。最后，要求学生上交１份完整的
实习报告。

２　实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实习内容多，学生专业背景不一致

地质认识实习包括以下内容：认识罗盘结构，学会使用罗盘测定方位和岩层产状；观察描述沉积岩

（灰岩、砂岩、页岩、泥岩）、变质岩（板岩）、火成岩（花岗岩）等３大类岩石，并认识其中的矿物；了解地层
接触关系，认识实习区地层分布：板溪群－跳马涧组－棋梓桥组－佘天桥组－锡矿山组－岩关阶－石蹬
子组－测水组－梓门桥组－壶天群；学会野外素描，特别是掌握素描４要素（图名、图例、比例尺、方位
角）；观察和认识常见地质构造（褶皱、断层、节理）；观察风化作用、风化壳；观察滑坡、崩塌等常见地质

灾害；观察河流地质作用、原生沉积构造、矿脉等。

实习过程中，带队老师发现此次实习存在实习人数多、时间短、内容多、任务繁重等问题。另外，实

习对象存在较大差异，即包括本部和潇湘学院的学生，也包括学习了普通地质学的资源勘察工程、勘察

技术与工程专业学生，学习了工程地质学的道路与桥梁工程、岩土与城市地下工程等专业学生，还有学

习了矿山地质学的采矿工程、安全工程等专业的学生。不同专业学生，专业背景不一样、学习课程侧重

点不一样、实习时间也不相同，所以实习目的、要求、内容不能完全一致。实习过程中，怎么对不同专业

的实习内容重点、深度、广度进行适当把握，一直是这些年来实习老师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２．２　个别学生学习兴趣有待提高
地质认识实习是上述各专业在大学阶段的第一次野外实习。通过多年实习带队，老师们普遍反映，

在实习动员阶段学生积极性普遍很高，但到了实习地点之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个别学生

（主要是潇湘学院）学习热情有所降低。首先，学生达到实习地点后，住宿、吃饭、出行等各方面都会受

到天气等各种客观情况的影响，与理想存在差异。其次，实习比较辛苦，个别学生吃苦耐劳能力较差。

实习过程基本上靠步行，每条实习路线最少走５公里（棋梓宾馆－棋梓桥火车站－采石场－水库路线，
超过１０公里），而且很多时候还要爬山越岭。身体上的疲劳，也使得个别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所降低。
最后，个别实习带队老师实习经验有所欠缺，说话声音比较小，讲解较生硬，或多或少影响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总之，怎样才能使学习兴趣受到影响的极个别学生愿意学、喜欢学、认真学，提升其学习兴趣，一

直是实习带队老师想解决的问题。

２．３　实习效果有提升空间
参与地质认识实习的各专业都与野外工作紧密联系，实习是对学生前面所学专业课程的一次总复

习，是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和参加工作之前一次重要的“野外训练”。实习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

的学习兴趣，以及专业素养的培养。总的来说，绝大部分学生实习认真，实习效果优良。但在实习过程

中，也存在极少量学生学习态度不太端正，偶尔开小差；另外，个别学生由于书本上的知识没有牢固掌

握，实习前可能也没有认真复习；最后，极少数学生或多或少存在“懒惰”思想，对老师要求记的笔记有

时不认真记录，布置的作业偶尔不按时完成，个别实习总结报告甚至存在“雷同”嫌疑。上述问题的存

在，使得个别学生的实习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实习效果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３　实践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针对上述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结合带队老师多年经验总结，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对地质

认识实习进行了如下改革和探索：

３．１　针对不同专业，改革实习内容
地质认识实习涉及的专业包括了地质（资源勘察工程和勘察技术与工程）、土木工程（道路与桥梁

工程和岩土与城市地下工程）、采矿工程、安全工程等。各专业所学的课程和实习要求不一样：资源勘

察工程和勘察技术与工程专业学习的课程是普通地质学，实习时间最长（５天）、实习内容最多、要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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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土木工程的道路与桥梁工程和岩土与城市地下工程专业学习的课程是工程地质，实习时间较短（３
天），实习内容偏重于怎样把地质学原理应用于工程实际；采矿工程、安全工程专业学习的课程是矿山

地质学，实习时间也为３天，实习内容偏重于认识矿山建设、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地质问题。
针对不同专业和不同要求，在实习过程中，我们对实习内容进行了如下改革。把实习路线进行了调

整，把最长的路线（棋梓宾馆 －棋梓桥火车站 －采石场 －水库）调整为２条：棋梓宾馆 －棋梓桥火车站
－采石场、棋梓宾馆－采石场－水库。调整后，实习路线一共为５条：棋梓宾馆 －潭市 －新乐村（观察
火成岩、变质岩，认识风化作用、滑坡、地层接触关系，地质罗盘的使用等）；棋梓宾馆－棋梓桥火车站 －
采石场（观察素描褶皱、断层，认识灰岩、页岩、泥岩、砂岩，认识地层接触关系，收集珊瑚、腕足类化石、

地质罗盘测量岩层产状等）；棋梓宾馆 －采石场 －水库（认识地层接触关系，收集珊瑚、腕足类化石，认
识常见沉积岩）；棋梓宾馆－邵峰社区－万罗山（认识河流地质作用，观察和描述砂岩、沉积构造、矿脉，
观察和素描断层、节理，认识地层接触关系）；棋梓宾馆－茅山（观察断层并整体素描本地区地层接触关
系）。资源勘察工程和勘察技术与工程专业所有的路线和内容全需完成，其他专业只需完成棋梓宾馆

－棋梓桥火车站－采石场、棋梓宾馆－潭市－新乐村、棋梓宾馆－邵峰社区－万罗山３条路线。道路与
桥梁工程和岩土与城市地下工程专业要求掌握的内容调整为：罗盘的使用，认识常见岩石及其对工程建

设的影响，常见地质构造对工程建设的影响，外力地质作用（河流地质作用、风化作用）、地质灾害等和

工程建设的关系等。采矿工程和安全工程专业内容调整为：学会使用罗盘测量岩层产转、矿脉产状和延

伸方向，常见地质构造对矿山建设和生产影响、认识湖南主要含煤地层－测水组特征，认识常见岩石等。
地层接触关系与工程建设及矿山地质关系不大，对道路与桥梁工程、岩土与城市地下工程、采矿工程、安

全工程等专业不作要求。

根据专业特点，通过对实习内容的调整和精简，针对不同专业的实习目的更加明确，实习内容与专

业要求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通过几年时间实践发现，学生实习兴趣和效果均得了极大提高。

３．２　让学生积极参与，学以致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在实习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个别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是很浓厚。我们在多年的

实习经历中发现，实习中，不能只是老师讲、学生听，而是要让学生，特别是个别不太认真的学生积极参

与进来，学以致用，知道实习能够解决怎样的具体问题，和他们将来的工作有怎样密切的关系，对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对道路与桥梁工程、岩土与城市地下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注意将地质学原理和工程实

际结合。在新乐村观察花岗岩风化作用的时候，让学生思考，花岗岩是否是好的地基或建筑材料？然

后，让学生回顾总结这些天观察的各种岩石：灰岩、砂岩、页岩、泥岩、板岩等，确定哪些岩石更适合作为

地基持力层或建筑材料，并通过提问，解释选择某种岩石的原因。在观察风化壳的时候，让学生自己动

手设计，如果在风化壳上建高层建筑，地基应该打到风化壳的哪一层？并且估计地基深度。褶皱和断层

是两种最典型和常见的地质构造现象，它们与工程实践密切相关，在讲述过程中，也注意与工程实践结

合，让学生思考为什么建房子、桥梁的时候要注意避开断层等地质构造？对采矿工程、安全工程专业的

学生，注意突出怎样解决矿山建设、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地质问题。如在万罗山矿脉出露处，让学生

自己动手使用地质罗盘测量矿脉的延伸方向，并测量其产状，并让学生思考开发时要注意哪些具体地质

问题。在观察断层和褶皱时，让学生思考如果煤等沉积矿产受到褶皱、断层影响时，怎样确定它们的走

向？怎样去进行开采？资源勘察工程、勘察技术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实习内容最多，在实习过程中，特别

注意培养他们的地质思维方法，建立起地质事件时间空间的概念。如在茅山，通过复习总结实习的内

容，让学生根据实习内容，将本地区地层接触关系、构造演化等作素描图，整体把握实习内容，建立地质

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概念。实习过程中，发现不管哪个专业的学生对于化石的采集都很有兴趣。在学

生采集珊瑚、腕足类化石的过程中，让他们主动思考，化石怎样形成？化石出现的地层反映了什么样的

沉积环境？引导他们建立地质学最基本的“将今论古”思维方法。

总之，通过让学生全程参与实习过程，并学以致用，让学生明白实习能够解决怎样的具体问题，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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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个别不认真的学生的学习兴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３．３　实习过程全程监控，提高实习效果
总体来说，绝大多数学生实习认真，效果显著，达到了专业培养目标。但在实习过程中，也有个别学

生实习前可能没有认真复习，实习过程中不按老师要求记笔记、完成作业，实习总结报告存在“抄袭”嫌

疑。根据发现的问题，为了保证实习效果，我们对实习过程实行全程监控。实习准备阶段，通过实习动

员大会，让学生提前领取《实习指导书》和地质罗盘。并让他们预习实习内容、实习区的主要地质现象、

罗盘使用方法等，撰写简单总结，在实习第一天进行检查。实习过程中，特别注意实习笔记和每天布置

作业的检查，及时发现个别不认真的学生，批评教育，重点关注。让他们知道，实习成绩和平时表现密切

相关。实习报告是对实习的复习和总结，把实习过程中分散的内容串联起来，对于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具

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特别重视实习报告的撰写和检查，发现问题进行批注，并将实习报告及时返还

给学生。

针对实习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我们通过对实习前、中、后全程监控，重点关注个别不认真学生，及时

发现问题，让他们从思想上重视实习，取得了较好效果。

另外，对实习过程中的各种客观问题，我们充分注意后勤保障，尽可能解决学生吃、住、行问题，解除

他们的后顾之忧。土木工程学院和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高度重视此次实习，对实习经费、日程安排等各

方面提供了大力协助。我们和湘潭盛世旅游公司、湘乡棋梓桥车队签订了用车协议，与棋梓宾馆对学生

食宿进行了长期合作。

４　结语
地质认识实习是资源勘察工程、勘察技术与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岩土与城市地下工程、采矿工

程、安全工程等专业在大学阶段的第一次野外实习，实习效果对后续专业课程学习以及培养专业兴趣都

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根据多年实习经验，针对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上述实践教学体系改

革与探索，重点关注极个别不认真的学生，“保质保量”完成了各专业认识实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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