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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基于卓越物探工程师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
周俊杰　张庆朝

（河北工程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河北工程大学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以国家特色专业建设为目标，致力于“卓越物探工程师培养”，多方面、多角度构建“应用型、

复合型”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课程体系，重点针对实践教学环节，融合理论和实际工程案例，多渠道完善校内外实验室、实践教学实习基

地建设，分阶段、递进式实践技能、实际工程问题及导师科研项目中应用型培养机制，增强学生综合性、创新性知识体系，提高了人才

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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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 在 30 多年的专业积淀下，是河北

工程大学传统优势学科之一，师资力量雄厚。该专业（水文地质

专业）于 1982 年开始招生，在专业建设各方面均取得了较大发展，

形成了一套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培养特色，毕业生深受

用人单位的欢迎。并在工程勘查、水文地质工程等方面取得了突

出成就，为煤炭和工程建设的科技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但随着

煤炭工业及社会的发展、学生就业形势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

专业的实践教学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和改进。

本文结合国家行业特色调整和应急管理部门的发展现状与专

业需求，针对学生就业发展方向，通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和校企合

作等手段，探索出适合于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卓越物探工程师

人才培养模式。重点通过实验、实习等多手段、多内容的调整，

加强应用型特色，完善工程实践内容，提高了教学效果，开阔学

生知识体系和创新思维方式，一次性就业率 95% 以上。

一、卓越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面对当前矿业开发国际化趋势，勘查

技术与工程专业融合“卓越物探工程师培养计划”， 培养“大工

匠”精神的物探应用型人才，推进新形势下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

教育教学改革，重点对人才培养方案之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改革，

探索面向国际合作、校企联合多模式下人才培养形式的专业课程

新体系。

1. 基于扎实的基础理论、宽厚的专业知识和创新型“高素质”

应用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对原有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优化调整，

并对基础地质和地球物理勘探方法与技术进行理论、实验、实习

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索。

2. 根据专业建设要求和应用型人才理念，对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进行优化，增加实践教学比例，有实验的课程由原来的 8 门增

加到 15 门。递进式专业课程内容与实验、实习实践教学的联系，

合理安排大学 4 年中的实验课、课程设计、校外实习和毕业设计

等不同类型的实践教学，构建形成一个综合物探技能培养的实践

教学体系。 

 3. 结合行业特色与要求，加强新理论、新技术及其课程内容

的更新，融合新技术、新方法，结合实际工程实例，提高学生掌

握基础知识基础上，调动积极性，使学生掌握地质调查与勘探的

室内、外工作方法，培养环境、地质灾害勘查领域从事工程勘查、

地质评价与管理能力。

二、综合性、创新性实验教学

1. 为满足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自建地质综合实验室、

综合物探实验室、灾害探测与模拟实验室。建有“普通地质”“矿

物、岩石学”“地震勘探”“电法勘探”“电磁法探测” “灾害

模拟”等以工程地质教学为主的 10 个实验室。利用“中央与地方

共建”高校专项资金以及“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专项资

金，结合新技术、新方法，构建“工程物探”“城市空间探测”“数

字化城市”，及“智慧矿山”为核心试验室。

利用河北工程大学多种学科实验室资源，创建集教学、科研

为一体的现代工程实训中心，作为专业实习、实践教学的校内实

习基地，在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同时，也为大学生参加科

技创新、大学生实践创新团队培养提供平台和支撑。

2. 实验室建设一方面为舍弃教学大纲中陈旧的内容，增加新

理论、新技术，打破传统实验课单一教学模式，建立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多种方式的实践教学资源，增加创新性、

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在教学中的占比。

三、多方式、多模式的实践教学建设

1. 与多家单位联合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形成

多方式、多模式的实习基地建设。峰峰 - 武安认识实习基地；秦

皇岛地质填图实习基地；中煤一局勘察院、河北煤田水文地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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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金地勘查公司、邯郸顺和岩土工程公司、河北煤田地质局物

探测量队、中国煤炭地质局物探测量队、中煤水文物测队等生产、

毕业实习基地。校企联合、专业特色突出的实习基地，为综合物

探工程师的培养提供良好的保障。

2. 依据行业需求、专业建设要求及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每

年对实践教学教学大纲进行修订，完善、更新实践教学内容。组

织有经验教授和专业教师一起，撰写有“秦皇岛石门寨野外地质

调查实习指导书”，该教材在 2020 年获得中国煤炭教育协会第三

届煤炭行业优秀教材—特等奖。编写的《资源与工程地球物理勘

探（第 2 版）》2019 年获得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联合会的 2019 年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优秀出版物奖 . 教材奖二等奖。与此同时专

业还组织专业教师到校企联合的实习基地等企业考察，深入到勘

查现场和煤矿井下采煤工作面一线，详细了解生产流程及关键技

术问题，和现场技术人员共同编写“勘查技术与工程生产、毕业

实习指导书”。 实习指导书内容全面、紧密联系实践，在实施过

程中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教学效果。

3. 多种实习中，聘请生产单位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和教师共同

负责指导。根据不同的地质调查、水文勘查、工程勘查等勘查工

程及矿井地质实际，教学内容分别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集中、

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方式，不断增强实际操作能力。一般先

采用集中教学方式，听取由现场技术负责等专家进行讲解；然后，

根据实习内容与勘查钻探实际，采用 4 到 6 人一组的方式跟班实习，

而后轮换，各班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指导教师实时指导，

结合实习中实际问题，使学生能够把课堂知识和生产实践融合。

通过多形式、多模式的实践教学，受到学生的高度肯定，教学效

果极佳。

四、设计性、综合性卓越物探工程师综合能力培养

毕业实习及毕业设计成为大学生设计性、综合性卓越物探工

程师培养的关键。经过前期基础训练的积淀，高年级学生已具备

运用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结合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的训练和洗礼，重点突出创新性设计思路，培养

学生的工程实践及综合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应用创新能力。充分利

用实习基地的实际工程项目，与生产实单位的合作，为毕业设计（论

文）实习与撰写提供丰富工程项目实例，3-5 人一组到地质勘探

队、勘查公司、生产单位跟班实习，结合生产单位正在进行的实

际工程项目，在单位工程技术人员及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运用所

学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开展应用型实战训练。其次，依托指导

教师的科研项目，积极参与导师科研项目，进行创新性实验与实

践，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第三，依照国家与行业规范，

独立编制设计图纸、表格及设计说明书，提高学生利用计算机作

图及利用规范和参考文献文字表述的能力。第四，毕业设计或论

文进行公开答辩，聘请企业导师做评委，指导教师与企业导师组

成答辩组，提出问题及意见，并要求学生适时回答，提高学生实

战及文言表达的能力。同时欢迎低年级同学参加，使他们提前进

入角色。毕业实习及毕业设计的进程，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系统、

严格的技术及基本能力的实践锻炼，提高综合性分析和解决实际

工程问题的能力，为顺利融入毕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展开铺垫。

五、结语

近年来，根据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

标，对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和优化，基于实验课、校

外实习、毕业实习及毕业设计等多层次、多方面、多模式的教学

改革，提高学生创新性、设计性和综合性运用物探技能，结合导

师项目，融合市场需求，培养复合型、应用型的卓越物探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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