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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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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质灾害防治》具有基础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特征，是一门典型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技术型课程。本文基于新
工科背景，探索了如何建设《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平台，分析了课程目前面临的实践教学问题，提出了《地质
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平台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实施路径和实践教学功能，并且分析了其对专业人才培养的达成效
应。该平台的建设对培养高素质的防灾减灾救灾专业人才具有重要的支撑与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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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教育部启动了新工科建设项目，且在 6 月 21 日，

发布了《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指南规划的新工科研究与

实践项目有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系 5 个部分共

24 个选题方向。在该指南“四、新质量选题”的“16.面向新工科

的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构建”部分明确提出了“构建面向

新工科的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形成一批可推广的工程实

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建立有针对性、可操作的评价体系及对策

建议报告。”[1-2]；同时，202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课程建设指南(2020 年版)》从基础类、机械类、信息类、

土建类、化环类、生物类、医学类、文科类等专业领域详细讲解了

虚拟仿真实验的步骤和方法[3-5]。这表明，实践教学，不仅是实施新

工科教育改革的重要载体，而且也是培养具有卓越工程能力和综合

素养的创新性现代工程技术人才的基本必修环节。 

面对国家对地质灾害防治的新要求（如，2020 年 6 月 8 日，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

通知》（国办发〔2020〕12 号））及该领域新理论、新技术的不断涌

现，课程建设必须顺应国家与地方经济建设及行业发展的需要，对

地质灾害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地质灾

害防治》作为昆明理工大学《安全工程》的 8 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

具有典型的基础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特征。它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

密联系的课程，属于专业讲授和学习难度较大的课程之一。该门课

程除开展理论讲授外，还必须开展实践操作（包括虚拟仿真实验与

野外实习等），这二个教学环节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实践操作让

学生自行动手操作，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让

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促进理论讲授和实践操作的相互

紧密结合。基于此，为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教学质量，贯彻

落实新工科背景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要求，探索《地质灾害防治》

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平台建设，对培养高素质的防灾减灾救灾

专业人才具有重要的支撑与指导作用。 

1、《地质灾害防治》课程面临的实践教学问题 
《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是一门典型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

技术型课程。在授课过程中，由于课程的理论知识难度较大且课程

内容较抽象，导致学生不能较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因此，需结合虚

拟仿真试验与数值模拟等实践教学内容帮助学生理解晦涩难懂的

课程内容。课程通过理实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不仅有助于学生较好

地掌握地质灾害防治理论基础知识，而且有利于增强学生理性认识

地质灾害，为毕业从事地质灾害领域的设计、咨询、管理与研究等

相关工作打下实践基础。然而，由于受到地质灾害具有突发性、偶

然性、随机性与高危险性等典型特征的制约，导致在该领域专业技

术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不能实现教学过程与现场过程的紧密对接；同

时，本课程学校现有的实践实训平台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实践教学的

需要和行业发展对人才培养实践技能的要求，因此不能达到《地质

灾害防治》课程的创新性实践教学要求。由此可见，开展《地质灾

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平台建设非常必要和急需，对加

强学生综合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基于新工科背景，开展《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

的虚拟仿真平台建设，通过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有助于学生在实践教学中充分领悟课堂教学中所学的专业知识

内涵，使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可解决目前课程面临的以

下 3 个方面的实践教学问题： 

（1）将学生的实践动手操作能力与团队相互协作精神培养融

入实践教学环节，全方位提供典型地质灾害起动、辨识、评估、监

测、预警与防治的理实结合教学系统； 

（2）将学生独立思考与专业创新能力培养融入实践教学环节

之中，提供实践资源工程化创新元素，满足学生综合创新能力的培

养要求； 

（3）改善目前该课程实践教学环境、实验手段、实践平台与

实践教育体系滞后的现状，满足地质灾害防治课程应具有创新性的

实践项目教学要求。 

2、建设目标 
《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平台的建设目标如

下： 

（1）创新实践教学新模式。《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虚

拟仿真实验实训平台的建设，将形成特色专业化的实践教学新模

式，优化实践教学体系内容，在当前新工科教育背景下，保证教学

质量满足社会对地质灾害领域实践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 

（2）构建完整实践教学平台。形成系统的实验实训平台，将

学生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学习相结合，将学生的专

业技能与综合素质相结合，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缩短学生的学

习认知时间，可有效地促进激发学生的实践动手操作与创新能力； 

（3）建设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可视化实践教学体系。学生可

全方位地了解学习与掌握典型地质灾害及其灾害链起动、辨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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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监测、预警与防治的基础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技术，可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自主思考、实践和创新能力，同时也可

培养学生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与增强学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保护意识，对培养复

合型的专业技术人才提供支撑。 

3、建设内容、实施路径和实践教学功能 
3.1 建设内容 

《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平台具有以下两个

方面的建设内容： 

（1）《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实验实训平台

建设。依据课程内容建设滑坡、崩塌、泥石流、堰塞湖等典型地质

灾害及其灾害链防治全过程的虚拟仿真实验实训平台，并编写对应

的实验实训操作手册。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模拟，学生既可学习与基

础技能相适应的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典型地质灾害及其灾害链形

成条件、类型及成因等基础知识，也能较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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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将虚拟仿真技术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购置理实结合的

虚拟仿真实验实训软件，以虚拟仿真实践环境建设为基础，实施理

实一体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在实验实训过程中使学生对典型地

质灾害及其灾害链的基础理论知识有较清晰明了的学习掌握，同时

较深刻地理解它们的专业实践技术，以达到对地质灾害防治全过程

的亲身体验与理性认知。 

3.2 建设实施路径 

《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平台的建设实施路

径为： 

（1）在学院现有专业实验实训中心实践教学平台（如，泥石

流灾害全过程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建设等）与相关科研平台（如，云

南省院士工作站、应急管理部重点实验、云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等）

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完善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实验实训平台； 

（2）利用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虚拟仿真技

术优势，编制理实结合的仿真实景教学模拟程序，采用最新计算机

技术、信息技术及最新模拟技术，将典型地质灾害及其灾害链的实

验实训内容进行虚拟仿真模拟；同时通过三维建模、渲染等手段，

完整呈现在电脑环境中，实现相关内容的应用拓展； 

（3）建立与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实验实训平台相对应的实践

教学体系与实践教学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3.3 实践教学功能 

建设的《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平台具有以

下 4 个方面的实践教学功能： 

（1）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实验实训平台建设将有效地解决学

生实践教学环节的实验实习，不仅能将课堂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应

用相衔接，而且可将专业知识与技术技能相融合，从而更有利地培

养高素质的防灾减灾救灾专业人才； 

（2）将野外实际诱发的地质灾害及其典型的防治工程案例采

用理实结合的教学形式融入到实验实训系统中，可打破受到地质灾

害具有突发性、偶然性、随机性与高危险性等典型特征的制约，使

学生在校内就可真实感受到地质灾害的危害性及其防治技术是否

合理有效，进而达到专业技能的实践训练； 

（3）理实结合后的实验实训项目，不仅能与专业课程相配套，

而且可与专业技能点相匹配，通过对学生所学基础知识与专业技术

的实际操作训练，可较好地锻炼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全面性、完成

工作的协作性； 

（4）基于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平台，不仅可显著降低学校开

展本课程及相关课程的实践教学成本，而且也可有效提高学生在实

习实训项目中的安全性与可重复操作性。 

4、对专业人才培养的达成效应 
项目建成后，可根据《地质灾害防治》课程实践教学要求进行

相关实践教学内容的虚拟仿真实验实训，与理论教学内容的贴合度

较高，有助于实现实践教学对地质灾害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目标

的达成。 

（1）建设的《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平台

成本低、安全性高，可将工程实践操作与专业创新能力培养系统地

融入到专业实践教学的全过程，通过整合政府、科研院所、学校与

企业四方资源可形成多维度支撑的防灾减灾救灾工程应用型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 

（2）建设的《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实验

实训平台，可为安全工程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一条有效途

径； 

（3）项目实施后，可为学校开展《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的专

业（如，安全工程（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开设）、采矿工程、

地质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国土资源工程学院开设）、土木工程（建

筑工程学院开设）等）的所有学生提供较好的实践教学服务，全面

培养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4）通过项目的建设，分别建设不少于 5 套的案例库、视频

库等教学资源，增加课程教学内容的广度与深度。 

5、结语 
《地质灾害防治》具有基础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特征，是一门

典型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技术型课程，包含理论讲授与实践

操作 2 个教学环节。本文基于新工科背景，探索了如何建设《地质

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平台，分析了课程目前面临的

实践教学问题，提出了《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理实结合的虚拟仿真

平台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实施路径和实践教学功能，并且分析了

其对专业人才培养的达成效应。该虚拟仿真平台的建设对培养高素

质的防灾减灾救灾专业人才具有重要的支撑与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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