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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培养大量以

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的生力军十分必要。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以

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石进行课程教学改革，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十

分关键。地学基础课程作为生态专业的基础课程，面对课时偏少，学生

上课效果不理想等困惑进行教学改革，进一步修订教学大纲，在原来地

学基础的基础上针对生态专业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采用多种灵活的教

学手段，针对课后作业采用基础练习加上资料查阅，同时在考核方面大

胆改革，进一步重视学生平时成绩，使学生能重视课程的学习亦获得良

好的专业知识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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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生态文明建
设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为后人“乘凉”而“种树”，
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高校是培养社会生力军和建设者
的摇篮，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前提的专业课程学习是必不可少的环
节。那么怎么样才能把地学基础课程打造成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前
提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传统的地学基础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矿物学、岩石学、地质年
代与地层系统、地质构造、矿床学基础知识、地质勘探、水文地
质与工程地质、矿山地质等知识，主要针对的是和地学相关专业
的本科生[1-2]。而我校的地学基础是为环境科学、生态学等专业本
科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不同于传统的地学基础，它主要介绍与
环境和生态密切相关的地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
本技能，内容主要涉及到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土壤
圈以及地表系统的特征等内容，故和传统地学在教学内容、教学
形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主要介绍针对生态和环境专业开设的
地学基础课程进行教学探讨。 

（1）课程特点以及授课过程中的困惑 
地学基础包括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水文学和土壤学等

方面的内容，涉及的内容庞博繁多，在有限的课时内很难将各部
分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讲授。其次地学基础课程相对来说难度比较
小，但有的内容比较抽像，简单的课堂教学很难满足学生的需求。
再次目前本门课程没有相关的实验课程或者实习课程设置，学生
在学习过程很难理论联系实际。最后地学基础相对内容多，在目
前教学形式下，上课时部分同学注意力很难集中，部分同学上课
玩手机，教学效果不理想，其实不少课程都面临这样的困境。 

（2）教学方法的改进 
面临如此的困惑，教学仍要继续，那么怎样针对教学内容和

教学形式进行改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激发学生的兴趣
显得十分迫切。针对不同的专业可以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进行内
容的删减。首先要进一步修改教学大纲[3]，教学大纲是对规范教
学内容、保证课程的基本教学质量以及进行教学质量检查和评估
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经过授课和调研全面了解了学生
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培养目标，然后相关教师制定不同层次学生的
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针对环
境专业，有关环境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比较丰富，接触的相关环
境专业的课程也比较多，那么在环境类专业授课的过程中，可以
减少地学基础里面有关环境方面的知识，或者简单讲解，而关于
地学基础方面的基础知识可以相应的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针对
生态专业，生物方面的课程设计较多，专业性强，在本课程授课
过程中可以就环境相关方面的知识详细讲解，生物方面的可以适
当减少。 

授课方面可以灵活多样，采取不同的教学手段，教师讲授是
一方面，另外可以设置一些视频或者课程探讨的环节，能够让学
生学以致用，同时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制作 PPT，上课让学生讲解，
这样可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调研资料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主动性，而不是被动的接收。课后讨论环节也可以采用
不同的手段，学校专门设置了辅导答疑课，另外可以通过微信群

讨论，各抒己见，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3）课后作业 
地学基础课后作业是考查学生课堂内容包括基本概念、基本

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的有效途径，课后作业形式也要多样
化。课后作业也不能完全是针对基础知识的考察，要在设计作业
题目的时候，可以设计少量通过调研才能完成的题目，例如常见
地质现象的分析这样可以扩宽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平时作业严禁
抄袭，在期末成绩里面可以加入平时作业成绩，这样学生的学习
态度明显提高，作业都很认真，作业质量明显提高，对知识掌握
程度通过课堂提问发现，学生掌握的知识效果明显增加，期末考
试相对压力较小。 

（4）考核 
大学生们在学习地学基础的过程中，不但想取得好成绩同时

也要学到过硬的专业知识。地学基础课程可以适当的就重点内容
建立题库，针对课程进行题库建设，而不是针对试卷内容进行题
库建设，这样题库信息量大，学生对知识的巩固效果更好。最终
成绩尽量不要以期末试卷来定，其实专业课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
程，平时课堂针对某些知识点联系实际生活的地质问题进行提
问，或者讨论或者平时作业也是考核的一种方式，考核的目的就
是让学生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课程开始要课程结束都很重视本
门课程的学习，这样课程学习的效果才能更好。 

总之，地学基础课程的在教学过程中，尽量采用多样化的教
学模式，针对不同专业授课内容可以适当做部分调整，在考核过
程中适当的考虑平成的成绩，这样经过教学革新，学生不但能重
视地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同时也可以学到丰富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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