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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专业教育、思政教育与工程教育认证有机融合的 
《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教学大纲修订 

杨志全 1  朱颖彦 1,2  杨溢 1  刘杰 1  刘申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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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质灾害防治》为昆明理工大学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安全工程》本科专业的 8 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为满足专业
教育、思政教育与工程教育认证要求，更有效地培养地质灾害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本文对基于专业教育、思政教育与工程教育认
证有机融合（简称三融合）的《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教学大纲修订进行了初步探索，分析了基于“三融合”的课程教学目的及包括
知识、能力、素质与思政 4 要求的课程教学要求，并由此提出了基于“三融合”的课程达成度（包含课程目标、课程考核达成度），
以期可为培养适合新形势的防灾减灾救灾专业技术人才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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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为昆明理工大学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

《安全工程》本科专业的 8 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为地质灾害领域

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基础、主干与核心课程。为满足专业教育、思

政教育与工程教育认证的相关要求[1-5]，更有效地培养地质灾害领域

的专业技术人才，本文对基于专业教育、思政教育与工程教育认证

有机融合（简称三融合）的《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教学大纲修订进

行初步探讨，以期为培养适合新形势的防灾减灾救灾专业技术人才

提供支撑。 

1、基于“三融合”的课程教学目的 
《地质灾害防治》是昆明理工大学本科四年标准学制安全工程

专业核心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地质灾害形成条

件、类型及成因等基础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掌握对地质灾害

野外判识与勘查、风险评估、监测、预测预报、防治的实用技术，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具有团队协作精神，让学生真正理解与体会习

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含义[3-5]。 

2、基于“三融合”的课程教学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达到以下基于“三融合”的课程

教学要求[4,6-7]： 

知识要求：学习与基础技能相适应的滑坡、泥石流、崩塌、地

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典型地质灾害形成条件、类型及成因

等基础知识，掌握与专业技能相适应的地质灾害野外判识与勘查、

风险评估、监测、预测预报、防治等专业知识。 

能力要求：具备开展地质灾害野外判识与勘查的能力，具有从

事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监测、预测预报及防治领域的设计、咨询、

管理与研究等工作的能力。 

素质要求：具有自主学习、自我控制与管理的能力和较强的沟

通交流、表达能力；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思政要求：（1）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

与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吃苦耐劳、有勇于创新的科学品质；（2）引

导学生从地质灾害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可

持续发展观；（3）培养学生具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的思

维，真正理解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含义；

（4）将课堂教学和实践认识相结合，有助于学生思考面临地质灾

害时自己与协助他人如何逃生，真正理解“珍爱生命、爱惜生活”

的内涵。 

3、基于“三融合”的课程达成度 
3.1 课程目标达成度 

基于“三融合”要求，课程具有以下的目标及达成度[3-5]： 

课程目标 1：学习地质灾害基本概念、分类、分级、危害及其

发育特征，掌握滑坡、泥石流、崩塌、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

缝等典型地质灾害形成条件、类型及成因等基础知识；该课程目标

达成支撑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课程目标 2：学习滑坡、泥石流、崩塌、地面塌陷、地面沉降、

地裂缝等典型地质灾害野外判识与勘查的基本方法，具有查阅及分

析地质灾害领域国内外文献、书刊和相关资料的能力；且具备开展

这些地质灾害野外判识与勘查的能力；该课程目标达成支撑毕业要

求 2—问题分析。 

课程目标 3：掌握滑坡、泥石流、崩塌、地面塌陷、地面沉降、

地裂缝等典型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监测、预测预报等技术方法，具

有从事这些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监测、预测预报等领域工作的能力；

该课程目标达成支撑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课程目标 4：掌握滑坡、泥石流、崩塌、地面塌陷、地面沉降、

地裂缝等典型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的基础理论与技术方法，具有针对

实际地质灾害问题需求，合理选择、提出及设计恰当防治措施的能

力；该课程目标达成支撑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 

基于“三融合”要求的《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目标达成度见表

1： 

表 1 基于“三融合”要求的《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目标达成度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达成度 

课程目标 1 

达成支撑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

然科学知识 

以及相关的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安全

生产过程中 

出现的一般技术、工艺等问题。 

课程目标 2 

达成支撑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安全 

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

安全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并能进行有针对的研究，并能得出有益的

结论。 

课程目标 3 

达成支撑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

对安全工程领 

域的特定需求，选择合适的安全评价、设计方法与

防控措施。 

课程目标 4 

达成支撑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安

全工程领域 

特定需求，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数值模拟等工具

解决实际 

安全工程问题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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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课程考核达成度 

基于“三融合”的课程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及课程目标达成度，

《地质灾害防治》课程采用体现学生全过程学习效果的多元化考核

方式，即包含出勤、课前预习及课堂实时汇报、课后学习报告或小

论文与期末考试成绩等相结合的课程考核方式。课程成绩构成：由

出勤（占 10%）、课前预习+课堂汇报成绩（占 30%）、学习报告

或小论文成绩（占 30%）与期末考试成绩（占 30%）四部分组成，

超过 60 分（包含）课程合格。 

基于“三融合”要求的《地质灾害防治》课程考核达成度见表

2： 

表 2 基于“三融合”要求的《地质灾害防治》课程考核达成度 

考核与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 程

目标 

课程目 

标达成度 
出

勤 

课 前 预

习+课堂

汇 报 成

绩 

学 习 报

告 或 小

论 文 成

绩 

期 末

考 试

成绩 

课 程

考 核

达 成

度

（%） 

课 程

目标 1 

达成支撑 

毕业要求

1 

4 12 6 10 32 

课 程

目标 2 

达成支撑 

毕业要求

2 

1 3 4 3 11 

课 程

目标 3 

达成支撑 

毕业要求

3 

3 9 10 7 29 

课 程

目标 4 

达成支撑 

毕业要求

5 

2 6 10 10 28 

合计 10 30 30 30 100 

4.结语 

《地质灾害防治》为昆明理工大学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

《安全工程》本科专业的 8 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为地质灾害领域

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基础、主干与核心课程。为满足专业教育、思

政教育与工程教育认证要求，更有效地培养地质灾害领域的专业技

术人才，本文对基于专业教育、思政教育与工程教育认证有机融合

的《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教学大纲修订进行了初步探索，分析了基

于“三融合”的课程教学目的及包括知识、能力、素质与思政 4 要

求的课程教学要求，并由此提出了基于“三融合”的课程达成度（包

含课程目标达成度、课程考核达成度）。这些成果可为培养适合新

形势的防灾减灾救灾专业技术人才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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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志愿留长但是求职季未能顺利实现在长春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

供后续岗位推荐、进展跟进相关服务政策；对有意留创业的高校毕

业生，可经校级筛选推荐到市内创业园、孵化器,并享受相关创业政

策待遇。 

6、做好创新创业支持 

完善校内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完善校内科技创新创业大赛，规

范选拔制度，设立奖金吸引学生参加提升自身能力，邀请驻长的 43

所高校在校学生和社会广大高校毕业生共同参与，扩大大赛规模。

提高学校学生创业服务效率。利用吉林大学学科优势和师资力量，

在工程、贸易、税收、金融、法律、人事代理、管理等方面建立联

合创业宣传科普讲座和有问必答平台，在学生创业的最初阶段有效

帮助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为校区学生个人和团队创业项目提供循

序渐进、有针对性的创业指导；结合商业项目，开发科学合理的商

业培训项目，提高学生企业的存活率，降低学生创业经济成本和精

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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