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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地质学课程教学改革以应对智能手机“入侵” 
刘向军  欧先交 

（嘉应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广东梅州  514015） 

摘要：智能手机对大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的现象很常见，这影响了课堂的教学效果。针对这一问题，根

据笔者的教学实践经验，本文探讨了如何对地理专业地质学课程传统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增加学生在

课堂上的参与度，从而减少智能手机对课堂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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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的现象在大学很普遍[1]，给课堂

教学秩序和教学效果带来严重影响。这一现象不仅是现在，也是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校课堂教学面临的 大挑战之一。课堂教学在

内容越来越“精彩”的智能手机的冲击下，如不做改变，教学效果

将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形势下，高校课堂教学改革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理科很多理论课程，有着“刻板、单调、枯燥、乏味”的标签，

在智能手机精彩纷呈的内容面前不堪一击。地质学是高校地学专业

基础课程之一，也是自然地理学主干课程之一，主要包括地壳及其

物质组成（矿物和岩石）、构造运动、地史学、地质学的应用等内容。

该课程是自然地理其它课程的先行课程和基础，为地貌、水文、土

壤、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经济地理学等后行课程打下一定的地质

基础，因此非常重要。但是，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涉及广袤的时间和

空间以及复杂的地质现象，内容专业性很强，晦涩难懂，在智能手

机的诱惑下课堂教学效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笔者在经过多年的教

学实践之后，对地质学课堂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尝试，取得了一些

效果，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以供其它理科课程参考。 

一、传统地质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内容晦涩难懂、专业性太强 

如前所述，地质学教学涉及多学科知识，需要学生有丰富的时

空想象力，是一门枯燥难懂、专业性强的课程。我们调查了解到很

多同学不认真听课玩手机，主要原因是对课堂内容不感兴趣、课程

太难等。相反，学生感兴趣的课程内容或者生动、幽默风趣的课堂

氛围，学生一般较少使用手机。 

（二）教师照本宣科、满堂灌的教学方式 

作为一门理科的理论课程，传统的地质学课堂教学也有很多照

本宣科、满堂灌的现象。教师照着书本上的内容照本宣科，课堂缺

乏实例讲解和与学生交流互动，加上很多地质学概念或术语又比较

抽象难懂，这样就导致学生对课程缺乏兴趣。另外，如果教师的语

言表达生硬单调，也很难对学生产生吸引力，这样容易导致教师一

边讲，学生一边玩的不好现象。 

（三）智能手机及软件对学生诱惑很大 

当今智能手机的网络游戏、短视频、社交软件、网购等日益发

达，且智能手机不断更新换代，其运行速度越来越快，不断改变着

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对学生的吸引力往往会超过课堂教学内容。当

教师课堂讲授内容不够生动有趣时，学生就会情不自禁地沉迷于手

机世界。 

（四）学生学习的内驱力不足 

严进宽出的培养模式是很多高校的现状。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很

多课程考试过关比较容易。另外，传统考试主要以考查识记内容为

主，对于学生的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较少。因此，考试

成绩也不能反映学生真正掌握的知识以及灵活应用所学知识的能

力。这导致很多学生平时上课不认真，课堂玩手机，待到考试前才

临时复习以应付考试。 

学生主观上缺乏长期人生目标和自制力较差也是课堂玩手机的

重要原因。不少学生没有很明确的人生目标，大学四年过得较为迷

茫，对所学专业也没有很强的兴趣，缺乏对专业课学习的内驱力和

自主意识，导致他们抵御手机诱惑的能力较弱。如果学生有清晰的

人生奋斗目标，往往自律性较高，会不断朝着既定方向努力。 

二、地质学课程教学针对智能手机“入侵”采取的改革措施 

（一）“理论+多媒体+标本+实验+野外实习”层层递进的教学

体系 

地质学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但内容的实践性很强。我们充

分挖掘了该门课程的实践性，形成了“理论+多媒体+标本+实验+野

外实习”层层递进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体系。教材以理论知

识为主，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增加了大量的多媒体素材，尽量使

理论知识图像化，加上实验室的观察和验证以及野外实习教学，使

理论知识层层升级并得到有效巩固，课堂教学也更加丰富有趣。例

如：讲到火山岩的内容，除了可以展示冰岛、长白山、内蒙、云南

腾冲、福建漳浦以及海口等地火山岩的照片和视频，还有从当地带

回来的火山弹、浮岩、玄武岩等标本等辅助教学。学生对这样的教

学方式展现出了很强的兴趣。这种教学方式不仅仅能够加速完成教

学任务，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主动地吸收理论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2]。 

野外实习是地质学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应用于实践的重要环

节。多年来，课程建立了若干条野外实习线路，涵盖了矿物、岩石、

构造、地层等地质学的主要内容。比如：南岭-南雄盆地地质学野外

实习线路包含了梅关、南雄恐龙博物馆、矿物化石展览馆、南雄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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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化石群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地质公园等。实习内容主要围绕南岭

地区盆-山构造演化历史、南岭地区不同时代岩层特征、南雄盆地形

成演化、中生代和古近纪岩石地层划分及特征、K-Pg 界线、恐龙化

石群野外挖掘现场考察、恐龙灭绝及其相关争议等问题。野外实习

内容丰富，进一步巩固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 

（二）增加课堂互动 

课堂老师提问、互动交流较多时，学生课堂参与度高，学习主

动性强，较少使用手机。此外，分小组学习也是一种增加互动的有

效手段。在地质学课堂中，学生自由组合分成若干小组，平时成绩

中的一部分以小组为单位积分，由每个成员的贡献组成。平时课堂

上的小组讨论、汇报、回答问题、抢答游戏等均可积分。在笔者讲

授矿物辨识课程内容时，采取分组抢答的方式，抢答正确的小组可

获积分，这种方式让各小组成员之间的讨论很积极，课堂气氛热烈。

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学习时的成就感，而且也便于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3]。 

主讲老师采用“聊天式”教学也有助于增加互动。其思想其实

与保罗·弗莱雷的“对话式”教学[4]相似。正如保罗·弗莱雷所说：

“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教育”[4]。“聊

天式”教学与满堂灌教学相反，体现的是师生平等、信任的观念。

在这种氛围下，学生愿意发言，愿意交流。在地质学课堂中，主讲

教师以类似日常聊天的语言和学生“聊”地质，学生可以随时打断

老师进行提问或者发言，课堂少了压迫性，多了平等互动。不管是

教师还是学生都身处一个放松的环境中，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善用类比化难为易，语言幽默活跃气氛 

学生上课走神、玩手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觉得课堂不够生动有

趣、学习内容晦涩难懂。因此，教师授课中可以多举生活中的例子

或者打比方，将复杂抽象的地质知识讲得简明易懂。例如，海底扩

张学说以及大洋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和人生的不同阶段类比；地

震的震级和烈度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炸弹自身的爆炸力和对周围的

杀伤力作类比。 

幽默风趣的语言对于课堂的意义非常重要。学生喜欢在快乐的

氛围中学习，因此，幽默风趣的课堂受到学生的欢迎，课堂上使用

手机的学生也较少。幽默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让课堂少一些沉

闷，多一些快乐，也能让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更深刻。例如：讲到

岩石圈板块的边界类型，可以和年轻人的恋爱关系作类比，让学生

在欢声笑语中理解知识点。 

（四）野外工作和野外素材融入课堂教学 

主讲地质学的教师一般都具有丰富的野外考察经历，足迹涉及

国内外不同地理、地质区域，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野外工作经历、

野外考察照片、视频和采集的地质标本等。野外经历和野外素材都

是很好的课堂教学材料。教师利用这些第一手素材，结合亲身经历，

可以大大增加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例如：讲到沉积岩中的

风沙搬运、钙结核等内容，教师结合自己在毛乌素沙漠野外工作所

见的剖面、亲身经历的小型风沙流等野外情景，可大大提升授课效

果。 

（五）学术前沿融入课堂教学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也可结合国内外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研究报道

的 新进展，将世界前沿研究成果向学生进行介绍，使得授课内容

紧跟学科发展的前沿而非只停留在书本内容，进而扩宽学生的专业

视野和学习的深度，使他们能够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例如：讲到

地球历史上的环境变迁时，介绍国外学者利用非洲草原上一种岩鼠

的粪便重建古环境的创新做法。 

（六）教学与课程思政相结合 

专业课教师是课程思政的引导者，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是每位

教师的责任[5]。教师在地质学课程中可以融入更多的课程思政元素以

达到立德树人的重要目标。比如中国有得天独厚的地质研究条件：

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克拉通、长江和黄河等，它们的形成与

地质作用息息相关，讲述它们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可以激发学生对祖

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在地质学发展史中讲述岩石的水成论和火成论

之争，可以使学生了解追求真知的科学精神；讲述地震的预报这个

国际难题，使学生了解勇攀科学高峰的探索精神；讲到我国科学家

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石笋研究、恐龙研究、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等方面的研究领先于世界，可以增强学生的国家自信和民族自信。

地质学课程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能够使学生们更有使命感，增强地质

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在课堂上更加认真的

听课。 

三、结论 

课堂教学受智能手机“入侵”而影响教学质量，这在当今高校

课堂非常普遍，不是地质学课程独有的现象。本文根据笔者在地质

学教学中的经验探讨了如何对授课方式进行改革，提升大学生学习

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的兴趣，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进而抵制课堂

上玩手机的现象。本门课程的经验对其它理科类的理论课程进行教

学改革以抵御智能手机“入侵”的影响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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