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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基础 促兴趣 重能力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一年级野外实践教学体会
陈丹玲，赖绍聪，张云翔，滕志宏，刘养杰

西北大学 地质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强化实践、培养素质”已成为2l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本

文介绍了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在一年级实践教学体系与内容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探讨了实践教学改革在学生

综合素质培养中的作用，强调突出实践教学的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性，摆脱简单的重复性和验证性，是

我国高等理科教育中实践教学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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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是以整个地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综

合学科，野外实践教学是地质类人才培养的关键

环节。如何突出实践教学的综合性、设计性和

研究性，摆脱其重复性和验证性，是我国高等理

科教育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地质类专业的一年

级野外实习是学生第一次综合、全方位接触和认

识地质现象，培养地质思维和野外工作方法的实

践过程，是地质类人才培养的开端。但是长期以

来，野外实习多被定位在增强对地球科学的了

解、提高兴趣，掌握地质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野外地质现象观察、记录、描述、罗

盘使用等方面）上，目的是通过实习，了解、熟

悉所在实习区的地层系统及其地质特征，验证并

积累基本知识。当然，这些内容是地质认识实习

的基本方面，必不可少。但是，在当前地球科学

向着多学科交叉综合和系统化、整体化方向发展

的今天，仅有这些内容显然是不够的。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末期以

来，在全面研究、分析国内外地球科学发展现况

和趋势、评估西北大学所具有的优势和特色基础

上，为适应地球科学发展对人才需求的新形势，

以新的教育理念，对地质学本科实践教学进行了

全新构建，制定了培养素质高、基础扎实、知识

面宽、综合能力强的基础地质研究人才的培养目

标[1]。在一年级的整个野外教学环节中，始终把

培养启发综合地质思维，提高综合素质、增强个

性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作为主线，逐步形成了

富有特色的教学体系和内容。

一、 实习基地的选择与实习保障体系

低年级大学生完整的知识体系尚未建立，因

而低年级的实践教学不可能像高年级那样具有更

多的研究性质和内容，但它是学生思维方式、

工作方法及其实践能力等的重要启蒙教育阶段，

理应格外受到重视。基础地质的认识是从地层开

始的，地层的记录以海洋和河流地质作用最为重

要，系统性和规律性最强，对于初学者来讲最容

易接受和掌握。以“将今论古”这一地球科学研

究中重要的思维方式为出发点，我系努力克服了

资金上的困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将一年

级野外地质实习基地选择在河北省秦皇岛地区的

柳江盆地。这里濒临大海，紧靠大河，地层发育

全，连续性好，是学生进行野外实践教学的理想

场所。

为确保实习内容和形式的规范、有序，我系

在将一年级实习移师秦皇岛之初，就组织教师在

充分调研和实践的基础上，正式制定成文《秦皇

岛地质实习大纲与规范》，并编撰出版了高等学

校使用教材《秦皇岛地区地质实习指导书》[2]和

1∶5万驻操营-山海关幅地形图。其中前者在规范

带队教师行为、教学质量监控和教学信息反馈等

方面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要求，内容详细，

要求具体，操作易行，在实践中效果良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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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在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方面受到严格的科

班训练。

建设一支稳定、水平高的野外实践教学师资

队伍，是保证野外教学实习效果的关键。

野外实践教学从教学方法上强调教与学的互

动性，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意识上提倡发

挥学生个性，然而，从总体教学规律来看，教师

的主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系秦皇岛野

外教学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保持稳定，多为具有丰

富教学经验和野外工作能力的中青年教师担任，

同时注重教师的学科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

和学缘结构等的最佳配置状态。教师队伍中以

40~ 50岁的老师为核心，以岩石矿物学、地层古

生物学和构造地质学等基础专业学科的教员为主

体，以老带新，学科结构合适。而且，对于第一

次参加野外教学的教师，无论你的资格有多老，

只要是第一次带实习，就是新教员，就必须提前

预习和试讲。

二、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与保障

为使一年级的实践教学在传统的认识与方法

训练的基础上，在启发学生自主思维，构建既科

学合理，又有新技术新方法参与、并能激发研究

性学习方面得到更多训练，我们从以下方面进行

了有益地尝试。

1. 实习前的准备

虽然学生实习前已经学习了“地球科学概

论”课程，但很多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为更好

保证实习的目的和效果，经过野外实习队多年的

努力，我们在校内建立了“一年级秦皇岛地质实

习展室”。在这里，学生可以全方位、大视野的

观察了解秦皇岛柳江盆地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构

造特征；可以向学生系统介绍野外工作的基本方

法和思路，比如，野外地质工作第一步为研究区

地层的系统观察，要观察地层首先通过阅读地形

图选择合适的剖面（地层发育全、连续性好、道

路通达），而且遵循的原则是“垂直地层的走

向”进行观察（走最短的路，看最多的地层），

等等，通过不同方向多条剖面的布置和观察，就

可以对实习区地层系统、分布及构造特征全面了

解。在这里，我们还提供了实习区所有地层的岩

石手标本、光学薄片和显微照片，通过宏观和微

观的对照观察，认识实习区主要的岩石类型，使

学生在实习前对本次实习内容、方式、目的有了

大概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确保野外实习高

效、有序。

2. 传统与现代技术的有机结合与实践

罗盘的使用、地形图的判读、定点、定位是

一年级实习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野外地质工作

的基本技能。我们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等现代

技术在地质、地形测量中的应用技术纳入一年级

教学内容，为每个实习小组配备了GPS和数码照相

机，使传统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丰富了地质认

识实习的内涵。同时为避免单纯的GPS和罗盘练

习的枯燥乏味，提高实习效果，我们将这部分内

容通过使用测绳实测地形剖面的形式进行强化训

练。在实测之前，先让学生了解GPS和罗盘的工作

原理、基本结构和使用方法，了解地形图的成图

方式和判读，掌握利用罗盘测量地质产状、以及

联合GPS在地形图上定点、定位的方法。然后选择

一条合适的剖面将学生分小组进行地形实测。在

实测过程中，学生反复练习方位角、仰角、俯角

的测量和定点、定位等，最后室内成图。通过这

一部分的训练，使学生熟练使用GPS、罗盘和地形

图，理解地形剖面图的含义和制作方法，同时也

为二年级实测地质剖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实习内容的设计与实施

除了方法的训练，实习区地层系统及构造特

征的认识是一年级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教

会学生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关键。这部分的内容，

我们按照不同的目的，分阶段循序进行。

（1）实习区地层系统的认识。这是所有地

质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本次实习的主要部分。根

据实际情况由老到新分3条剖面进行观察。在这

一部分，我们要求学生综合利用地形图、GPS及

量角器、三角板等辅助工具，在厘米纸上按规范

现场完成路线地质剖面图，对当天走过的地形/

地貌、地层及岩性特征进行直观记录，同时对剖

面上的典型地质现象要求完成素描图并利用数码

相机拍照等。在实际操作中，第一天的第一条剖

面很重要，因为刚开始，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什

么都不会，这时候，老师一定不能着急，要严格

按照野外操作规范进行，这条剖面以老师讲解学

生观察为主，必要时老师可以手把手示范，尽可

能让每一个学生掌握野外地质现象观察和记录的

内容和方法；从第二条剖面开始，教师要适当放

手，尽可能帮助和引导学生去观察、描述、思考

和讨论；到第三条剖面，学生的基本工作方法已

经掌握，老师只做简单介绍，变以教师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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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学生为主导，老师只在关键的剖面点上把

关。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新现象或自己感兴

趣的问题，首先经过学生间的讨论，如有疑惑再

向老师请教，老师也并不是立即解释，而是引导

学生进一步深入讨论，畅所欲言，鼓励学生提出

自己的想法，充分调动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趣。做

到以事实说话，不迷信老师和权威。让学生享受

发现问题的快乐和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只是一个参与者和引导者，使用启发

式教学，变学生被动的“听”和“记”为主动的

“看”和“想”，让学生自己去动脑筋分析、思

考。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及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潜移默化中训练学

生地质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2）地质空间概念的建立。三条路线地质剖

面的观察完成后，学生对实习区基本的地层发育

特征和海、陆的变迁有了详细的了解，但对各时

代地层在空间的展布及整个实习区的构造特征不

清楚。为帮助学生完整建立地质的时空感觉，理

解向斜的概念、特征和应力机制，我们在实习区

的西部和北部设计了吴庄-小傍水崖和义院口-山

神庙两条剖面。学生在对西部吴庄-小傍水崖剖

面地层岩性观察和产状的系统测量和统计的基础

上，通过与东部已有三条剖面的对比，完整建立

柳江盆地为一轴向近南北、西翼陡、窄、复杂，

东翼缓、宽、简单的不对称向斜构造盆地的概

念。通过对义院口-山神庙剖面上强烈而密集的

挤压构造、地层的褶曲、错断和缺失等现象的观

察，让学生切身感受向斜转折端处强烈的挤压应

力状态及此状态下岩石的变形特征。

（3）学生自我动手能力的检验。为培养和检

验学生独立识别和分析地质现象的能力，在所有

地质路线观察完成后，我们在实习区内选择一条

未知剖面由学生独立完成所有的观察、记录以及

路线地质剖面图的绘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

需要告诉学生剖面的起点和终点的位置，学生自

由组合，2~3人一小组，老师不做任何形式的指导

和讲解，只需要在终点检查，学生有错误，自己

再回头重做，这条独立完成的剖面可作为实习成

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4）由面到点的聚焦——学生科研兴趣的培

养。为加强野外教学实践的综合性和研究性，将

教师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及时将

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吸收到教学中，我们为

地质专业的学生设计了两个教学点上的内容：山

羊寨第四纪洞穴沉积和柳江盆地火成岩观察。在

秦皇岛野外教学实习过程中，古生物和岩矿专业

的带队老师同时开展了山羊寨哺乳类动物化石及

其埋藏学以及柳江盆地结晶岩及脉岩的地球化学

和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现已取得了一些初

步的研究成果[3]。在这两个点上，我们重点让学

生了解并初步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步骤。在化

石和岩石样品的采集过程中，让学生了解洞穴沉

积的形成条件、特点及对如何根据化石的种类和

埋藏特点判断古气候和古地理的演化，如何根据

岩浆岩的结构构造、产状和成分特征，判断岩浆

的形成环境和过程。对确实有兴趣在这些方面进

行深入研究的学生，我们还为他们设立本科生的

创新基金，在老师的指导下继续进行研究。通过

这样一些措施，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加强学生

科学研究实践训练。

（5）地质调查总结报告编写。总结报告的编

写，是对野外实习的系统归纳和升华，要求学生

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前提下，充分

消化野外实际观察内容，在完成5条地质剖面图

绘制的基础上，以学生自己的野外记录和实际观

察内容为主，用自己的理解方式将实习区地层体

系、岩石类型、沉积特征、沉积环境及构造演化

等进行详细论述和总结，全面归纳分析实习区地

层和构造的形成和演化过程。这一阶段以进行室

内综合分析能力与工作技能的训练为重点，鼓励

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谈出自己的看法。作为

一年级学生，完成这样的一份实习报告既可以帮

助学生回顾和总结实习内容，也使他们在科研报

告的编写上得到系统的规范化训练，为后续学习

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三、考核机制 

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也是实践教学质量的有

效保障。地学类实践教学的目的不仅要求学生掌

握野外工作的方法，更应注重培养学生实事求

是、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和团结协作的精神。因

此，我们将学生的实习总成绩分为实习报告、口

试、野外表现三部分。其中，实习报告占50%，主

要考察报告内容组织的规范性、完整性、条理性

和路线剖面图的制作的正确性和美观性；口试占

30%，由各带队教师随机提问和让学生实际操作，

内容涵盖本次实习的所有部分——罗盘的使用、

地形图的判读、地层、构造、岩石等；野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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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of Basics, Interests and Abilities

——Experience of Field Practical Teaching for First-year Students, 
Department of Geology, Northwe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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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 about the thinking and practices in the field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and content for the 

first-year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Geology, Northwest University,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practice teaching innovation 

in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overall quality. In the en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 should b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innovation in China higher science education to change the practice teaching from the simple repetition and verification to 

comprehension, designing and resear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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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由带队教师根据每个学生出勤、野外观察、

记录等情况给出。

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措施，使我系

一年级的实践教学已不再是通常概念上的地质认

识实习，其难度、内涵均产生了飞跃性的变化，

初步实现了由认知向实证的转变，以及学生在知

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