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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质灾害防治》作为培养地质灾害防治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的基础课程，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

本文在分析《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慕课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如何对其开展建设进行了一定的探讨，研究了该课程慕课教学的建设目

标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分析了其建设内容，并由此提出了《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慕课建设应取得的相关成果，可为开展该课程

教学改革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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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一般指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即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2007 年，加拿大与美国两位学者开设的课程构

成了慕课的雏形，并在 2008 年由另一个加拿大学者提出 MOOC

概念，此后在国内外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全球教育界掀起一场

教育风暴[1-2]。由于慕课本身具有规模大、开放性、自主性、互

动性等典型优点，尤其适用于受众广、抽象性课程的教学，因

此被广泛运用于国内外各大高校的课程与教学改革中，且取得

了较为丰硕的成果[2-4]。 

《地质灾害防治》是昆明理工大学安全工程、资源勘查工

程、采矿工程及地质工程等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该课程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具有内容复杂、

理论性强、概念抽象、技术性难、综合性等特点，导致学生不

能完全理解课程内容[5]。如何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教学质

量，培养适应新形势的防灾减灾救灾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成为

本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研究课题。因此，《地质灾害防治》作为

培养地质灾害防治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的基础课程，对其开展慕

课建设，不仅可满足政府、社会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的需求，

而且可适应专业发展与满足“新工科”建设需求。 

1、课程慕课建设现状 

课程组通过广泛查询 Coursera、edX、OpenLearning、爱课

程、学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MOOC 学院、慕课网、好大

学在线、优课联盟(中国地方高校 MOOC 联盟)、东西部高校课程

共享联盟(智慧树)、超星慕课、酷学习等慕课平台，发现目前有

仅有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唐辉明教授等主讲的《地质灾害预

测与防治》、重庆交通大学叶四桥教授主讲的《边坡与地质灾害

防治工程》、成都理工大学许强教授等主讲的《工程地质分析原

理》、湘潭大学陈宾老师等主讲的《揭秘灾难片中的地质灾害问

题》、黄淮学院贺子光老师等主讲的《边坡工程》等与本课程相

关的慕课资源。 

然而，目前以上与本课程相关的慕课资源建设存在 2 个方

面的问题与不足：（1）目前的这些慕课资源的教学内容尚未较

好地融入地质灾害领域取得的国内外最新研究理论与技术方法

成果，且未融合课程思政内容；（2）理论知识难度较大，课程

内容较抽象，导致学生不能完全理解教学内容，且没有将课前、

课中、课后的教学活动进行合理设计与衔接，不能实现该门课

程的教学目标。 

2、课程慕课教学团队与建设目标 

《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慕课教学团队包含 8 位教师，其中

教授 3 名、副教授 3 名、讲师 2 名，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均从

事地质灾害研究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每章节均由专门

擅长该领域方向研究的教师作为主讲教师，至少包含 1 名教授

与 1 名副教授。 

《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慕课具有以下的建设目标： 

（1）完善与重构课程教学内容及积极融合课程思政元素，

同时细化和深化现有的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具有资源共享性、

学习自主性、课程结构开放性和学习协作性特点的《地质灾害

防治》慕课，并在国内外慕课平台上线； 

（2）推动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共享，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思

考问题的能力及具有团队协作的精神，提高专业技术人才的培

养质量； 

（3）为培养具有防灾减灾救灾综合素质与能力的专业技术

人才与开展相关的培训教育提供学习平台。 

3、课程慕课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1）如何提高课程慕课课堂的交互性：为减轻学生在慕课

学习中的孤独感和缺乏成就感，慕课对于课件的交互性要求很

高，需要教师提高授课技巧，并通过在线答疑、论坛、聊天室

等途径为学生提供交流平台； 

（2）如何保障课程慕课良好的学习体验：为让学习者在慕

课学习中有良好的学习体验，需要针对每个知识点，策划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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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形象生动的教学模式，并制作图文并茂、穿插视图、层

层递进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持续学习的兴趣。 

4、课程慕课建设内容 

结合课程慕课的建设要求与适应新形势防灾减灾救灾高素

质人才的培养需求，《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慕课需要开展以下 3

个方面的建设内容： 

（1）《地质灾害防治》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绪论、不稳定斜

坡防治、滑坡防治、崩塌防治、泥石流防治、地面坍塌防治、

地面沉降防治与地裂缝防治等，慕课课程也将紧紧围绕这些内

容进行建设[5]： 

1）绪论，主要包括灾害与地质灾害的基本概念、地质灾害

分类、地质灾害分级、我国地质灾害的发育特点、地质灾害成

因、地质灾害的危害、我国面临的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形势等内

容； 

2）不稳定斜坡防治，主要包括斜坡失稳与滑坡、斜坡形态

与分类、斜坡变形破坏的方式及类型、斜坡变形破坏的影响因

素、斜坡工程地质勘查、斜坡稳定性分析、斜坡稳定性评价、

斜坡工程加固技术、已有斜坡的调查评估与安全维护等内容； 

3）滑坡防治：主要包括滑坡基本概念、滑坡成因、滑坡类

型、滑坡调查、滑坡工程地质勘查、滑带土抗剪强度参数的测

试和选择、滑坡稳定性分析与评价、滑坡预测预报、滑坡防治

等内容； 

4）崩塌防治：主要包括崩塌基本概念、崩塌产生的基本条

件、崩塌类型、崩塌与滑坡的区别、崩塌工程地质勘查、崩塌

防治等内容； 

5）泥石流防治：主要包括泥石流的基本概念、泥石流形成

条件、泥石流类型、泥石流危险性分级、泥石流识别与调查、

泥石流监测、泥石流活动预测预报、泥石流防治等内容； 

6）地面坍塌防治：主要包括地面坍塌的基本概念、地面坍

塌成因、地面坍塌分类、岩溶坍塌工程地质勘查、评价及防治

措施、土洞坍塌工程地质勘查、评价及防治措施、采空区坍塌、

地面坍塌的监测、防治地面坍塌的应急措施等内容； 

7）地面沉降防治：主要包括地面沉降的含义、地面沉降分

类、地面沉降危害、地面沉降成因、地面沉降类型、地面沉降

工程地质勘查、地面沉降监测及其防治等内容； 

8）地裂缝防治：主要包括地裂缝的基本概念、地裂缝分类

与活动规律、中国典型地裂缝、地裂缝工程地质勘查、地裂缝

防治等内容。 

（2）建设与《地质灾害防治》课程内容配套使用的多媒体

课件、案例库、视频库、随堂测试、习题库等教学资源。 

（3）课程考核体系建设：科学建设符合慕课课程要求的考

核体系，综合考虑平时成绩和最后考核成绩，最后考核可以采

用标准化考试或提交作品（如学习报告或小论文）等多种方式。 

5、课程慕课建设应取得的成果 

（1）按照《昆明理工大学慕课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的要求，建设完成符合要求的《地质灾害防治》慕课课程，包

含 40 个慕课视频（每个 15min 左右）； 

（2）初期建成至少包含 500 道题目的习题库、试题库，并

逐渐建设形成具有一定规模、题型多样、便于考核学生学习效

果的标准化习题库、试题库； 

（3）建设与课程内容配套使用的多媒体课件、案例库、视

频库等教学资源； 

（4）在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学堂在线等慕课平台上

线。 

6.结语 

《地质灾害防治》作为培养地质灾害防治领域专业技术人

才的基础课程，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

具有内容复杂、理论性强、概念抽象、技术性男、综合性等特

点。本文在分析《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慕课建设现状的基础上，

如何对其开展建设进行了一定的探讨，研究了该课程慕课教学

的建设目标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分析了其建设内容，并由

此提出了《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慕课建设应取得的相关成果，

可为开展该课程教学改革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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