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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地质工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谭小宝  肖紫微  张慧峰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51) 

摘  要：新形势下，国家对地质工程人才的创新能力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充分了解地质工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现状的基础上，

着重从项目驱动的方式等方面加强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有利于地质工程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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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当

年的“钱学森之问”直接揭示了我国人才创新能力培养这一短板；

一所大学如何培养创新能力的人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新形势

下，我国对于人才的创新能力培养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地质工程人才是我国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地质工程人才创

新能力的培养是完成国家地质工作任务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地质

工作质量的有益之举。 

一、地质工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现状 

创新能力泛指学习能力、分析能力、批判能力、实践能力、

创造能力、组织能力等。笔者认为，学习能力、分析能力、批判

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普遍能够通过教育教学工作帮助学生

加以培养提升，但同时包括组织能力的其他各项能力也可以通过

社会实践获得。这里囿于在高等教育中培养地质工程人才创新能

力，因此，主要探讨的维度是学习能力、分析能力、批判能力、

实践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1、地质工程类学校普遍重视学生创新能力 

课题组在中南大学、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云南能源职业

技术学院、江西应用技术学院等四所开设了地质类专业的不同层

次的大学调查显示，在发放的电子邮件调查中，涉及 4 个学校的

9 为教师、512 名学生，其中回收问卷数为 497 份，有效回收问

卷数为 97.07%。在调查中显示，所有的课程教学中，100%均加

入了学习能力、分析能力、批判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等培

养提升的要素，只是各自突出教学手段不一样，抑或能力倾向不

一致。 

从地质类专业角度看，目前普遍开设的是地质测量、国土测

绘、岩土地质、水工环地质等专业，在调查的几所高校中，100%

的专业普遍开设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在强调理论功底

的同时，极大强调了学生动手能力，同时在动手能力中，融入了

创新的元素，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方面。 

2、学生“第二课堂”普遍重视，但关注专业能力创新的不

多 

很多学校注重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

表现在发展学生兴趣、开拓学生视野、拓展学生思维等几方面；

而在开展过程中，安排校外教育活动时间，选择满足学生要求的

内容和形式则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每个学校以期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但在专业能力创新方面，却缺乏业余的

指导和引导。这也是多数专业课程在人才培养中遇到的“通病”。 

3、对地质工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总体偏少 

通过查询网站了解，地质工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在国内

有一定研究，有李虎杰等的《地质工程专业学生工程素养和实践

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2010.9《中国地质教育》），汤艳春

的《注重工程实践的地质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方案

探索》（2014.12《科教文汇》）等涉及地质工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

的文章，其他类工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论述的文章较多，但把

地质工程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培养结合思考的研究，还有待深

入。 

在基于项目驱动教学手段的创新能力培养方面，通过多方信

息检索，主要有王成勇等的《基于科研项目驱动的大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新途径》（2011.10《高教论坛》），鲁道邦等的《项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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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索》（2012.09《南阳师范学院学

报》），王晓丽等的《创新项目驱动的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研究》

（2014.11《市场周刊》）等研究有涉及，其余未见深入论述。 

涉及国外理论研究状况方面，通过外文文件检索 Project 

driven（项目驱动）和 Geological engineering（地质工程），均有相

关研究，但是结合两者研究的尚未检索到。对于创新能力的培养

方面：1998 年，美国博耶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委员会发表了

《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研究报告，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予以大力提倡。20 世纪，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提出

大学应该培养“全人”的理念，全人具有科学态度、创造能力等

系列特征。日本在 1985 第三次教育改革中提出“面向 21 世纪，

所必备的素质和能力就是指创造性独立思考、有主见和进行各种

活动的能力……培养独立思想、创新、活用的能力。”的人才培

养理念，执行到今日，影响很大。欧美其他国家的教育发展理念

中均有创新能力人才理论的设计，从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对创新

人才发展提供了指导性策略。 

除了以上方面的情况，现状方面还体现在，如对于教师而言，

以课程带动为主，项目驱动激发主动思考“为什么”的少，更多

用上专业课的方式解决学生“技”的问题，但没有解决“技”“为

什么”的问题，同时还要追问“怎么样”的问题。对于学生而言，

以知识吸收为主，独立思考该“做什么”的少。对于基于信息化

教学需要，如何激发大学生探索创新的路径应该“去哪儿”，这

类教学方式偏于传统。 

二、地质工程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对策 

1、开展地质类活动，提升学生创新意识。所有创新意识的

培养，是创新人才的起点，这就是所有需要一方“土壤”。大学

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要高校通过大量的

活动，激发学生的潜力。对于地质工程人才而言，则要开展大量

与地质有关的，而且是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比如地质科普活动，

寻找地质宝藏比赛、浅层找矿分析、深部找矿探源等，让学生沉

浸于学习的乐趣之中，才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再如国外率

先研发了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CSAMT)，其实就是用人工控制

的场源做频率测深，但是国内的应用相对国外要滞后，而率先提

出这种方法的就是国外大学学生在地球深部探测活动中实现的。 

2、引入项目学习方式，提升学生创新能力。项目式是采用

企业项目化运作方式，或就当作市场项目在高校加以运用。该方

式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项目化运作，学生参与其中，学中做，

做中学，教师“传帮带”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当然这对师资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项目运作过程中，学生能够了解什么是必须

要完成的“技术”动作，同时通过不同的项目“技术积累”，为

怎么去改变或创新技术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项目

运作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真学本事，学到了真本事。 

3、加大地质类专业与“第二课堂”结合，提升学生创新技

能。“第二课堂”和专业课堂永远相辅相成，“第二课堂”不仅激

发的是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同时如果与专业结合，还能激发其技

能的创新、创意。地质类理论课程与大多理论课程一样，难免相

对“枯燥”，这就需要“第二课堂”的填补，如地球日活动，地

质环境灾害处理，参与环保活动等，地质工程人才的培养少不了

一系列“第二课堂”的支撑。特别是在“第二课堂”中融入创新

创意的元素，让学生会更加关注理论的应用以及理论的创新。 

综上，地质工程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面临着多方面的做得

好的方面，以及需要提升的方面，同时通过开展地质类活动、引

入项目学习方式加大地质类专业与“第二课堂”结合等方式，将

极大促进地质工程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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