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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专业学生“双师制’’培养机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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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地质行业工作需求面广，而地质学校学生的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专业实践能力过

度削弱，因此要求地质专业教学模式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强化本科地质专业学生的工程素质培

养，适应新形势下地质学科发展和行业人才需求。分析了地质专业建立“双师制”培养模式的必

要性，提出“双师型”教学培养机制。总结地质专业双导师培养模式，为高等工科院校地质专业

本科生工程素质培养模式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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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专业学生在学习基础地质、应用地质和现 “双师型”教学应该在理论教学中善于把生产

代资源勘查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上，受到 实践与专业理论有机结合在一起，同时聘请能独立

资源地质调查和找矿勘查室内外工作等方面的基本 指导单项和综合技能训练、具有丰富的专业实践经

训练，具有综合分析研究区域地质与矿产地质特征、 验的高素质企业教师， 使学生在具有必要的理论知

矿产分布规律及工业价值，进行资源评价与矿产资 识基础上同时还具有较强实践能力，通过培养和训

源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随着我国地质专业改革 练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来达到培育优秀地质人才的

步伐的加速，地矿类行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象， 目的。

据地壁矿妻警亨专半全尊雹警娑誓芬妻’．地雪盖位 二、引进。。双师型，，教学培养模式的必要性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地质专业人才缺失。当今，

地球科学发展迅速，地质勘查难度大，地质工作需 工科高等院校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其根本

求面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培养地质专业人才 任务是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

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当今大学生 才。工程师需要具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普遍不能将自己所学知识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实 这对工科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际应用能力弱，技能单一、不能适应社会对复合人 求。首先是地质教育完全按照市场需要扩容太猛、

才的要求‘11。有必要培养地质专业学生具备以下素 增长过快。其次是地质教育被“边缘化”，导致地质

养：能适应国内外资源勘查与评价的需要，运用现 院校、地学专业难以吸纳优秀人才。还有，地质人

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程科学理论及先进科技手段， 才培养与社会需要脱节，专业实践环节过度削弱，

从事固体、能源矿产资源勘查与评价的教学、科研、 人才培养模式需要进一步转变，培养出的人才下不

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规划和决策的复合型高级工 到工作一线，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高等地质教

程技术。因此很有必要引进“双师制”教学模式。 育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统

鲡堆{#枯羼[2】

一、“双师型”教学培养模式的内涵 洲仁菇羞霉毒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从国内外地
所谓“双师型”培养模式就是指各专业根据本 质学教育发展趋势来看，学科基础坚固、多领域能

专业实际情况，聘请具有丰富施工组织、工程设计、 力优是地学人才培养的永恒主题。可靠的地质综合

工程管理经验的本专业、本领域的一线工程师为兼 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高效的实践调查能力，是未

职导师，同在校教师一道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 来社会对地质人才的基本要求。可见，对于地质学

制定、指导学生实习、设计和论文等教学工作、实 教育者来说，培养学生从事现场研究与实践的能力

施实践教学改革、协助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等。 至关重要。实践教学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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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完成从书本到现实、从

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对地质学这门实践性的学科，

高效的实践调查能力、可靠的地质综合分析能力和

创新能力，是未来社会对地质人才的基本要求。可

见，对于地质学教育者来说，培养学生从事现场研

究与实践的能力至关重要。很有必要引进“双师制”

教学模式。

三、“双师型”教学培养方案与机制

为了加快“双师型”教学培养步伐，使地质专

业教育有更好的发展，须建立“双师型”教学培养

方案，探索“双师型”教学培养机制，从而培养素

质优良、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本科生的培养方面，认真贯彻《中国教育改

革与发展纲要》精神，改革课程体系并深化教学内

容，把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注重加强基础理

论教学、重视实践教学的载体地位、拓宽专业知识

范围，强化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在

基础理论教学方面，注重改革课程建设工作和教学

方法；在实践教学和专业教学方面，开设工程训练

课程，合理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建立科学的实践教

学体系，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制定具体培养方案基础上，建立合理的培养

机制，为进一步搞好“双导师”制提供决策依据。

(一)评价机制

在传统的地质专业培养学生模式下，毕业生普

遍形成了重理论、轻能力，重文凭、轻实践的价值

取向。这种发展趋势有碍于锻炼本科生的实践能力，

因此我们在评价学生成绩的机制中，应该探究新的

评价模式，使评价机制更完善。

一般而言，学生在理论课堂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并不意味着具有相应的实践能力，学校应修订毕业

生的考核标准，把学生的实际实践能力和理论成绩

结合起来，不能仅以“取得了多少成绩”、“发了多

少论文”作为毕业考核的标准。

在平时的教学中，增加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

验的学时数及在实验课中所占比例，增强学生的动

手能力和实验设计、分析等实践能力。本科生在校

期间在考核理论知识基础上，加入现场实践能力作

为毕业考核标准。评价应以客观公开为原则，将培

养过程和评价指标结合起来，实行优上劣下的动态

跟踪管理制度。

(二)培养交流机制

“双师型”教育应该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结合起

来，建立学生实习和培训基地，加强学生动手实践

能力，完善“双师制”教学培养机制。主要通过加

强训练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把专

业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目前绝大多数本科院校的师资来源于本科院校

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他们的专业理论基础扎实，

基本具备当教师的条件，但尚缺乏行业实践经验，因

此要建立“双师制”培养机制【3]。聘请生产一线有实

践经验的优秀技术人才，通过教师培训作为兼职教

师或实习指导教师，通过长期合作成为“双师型”

教师。还可以把“双师型”教学的工程师素质培养

放到“基地”中进行，并积极聘请专家学者、优秀

的工程技术人员到基地，对学校的教师以及学生进

行现场培训。

各校给可以针对自身情况，建立有自己学校特

色的“双师型”教学实习基地。创建设备先进、功

能齐全的实验室或实习工厂，为基地的师资队伍培

养创造条件，使其成为合格的“双师型”教学实习

基地。创造更多的优异条件，使企业积极乐于接受

学校本科生进行岗位实践，参加企业的项目、工程

设计等专业技术工作，注重野外实践能力的培养。

学校也可以选派具有一定科研实力的博士和教授，

帮助企业设定科研攻关和应用研究方向，帮助企业

解决生产经营中的技术问题，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能

够提高整体效益的新产品、新工艺、新的管理和营

销模式[41。

(三)环境机制

近些年来，由于扩大招生规模，教师主要把时

间和精力转移到完成日常工作上，未能形成一个有

利于“双师型”教学的环境机制，为推动“双师制”

教学的施行，建立“探索伙伴”师生关系，营造一

种积极、互动的氛围。“探索伙伴”关系是学生和教

师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激励， 相互探讨，共同探

究有关课题的过程，一起探索而达至科学的彼岸【51。

这种环境机制下，更有利于学生进入一种大胆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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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勇于钻研的学习状态。

(四)激励机制

要建立严格的兼职导师资格审批制度，确保品

行高尚、业务精炼、热爱教育事业、责任心强工程

技术人员来做兼职导师；建立兼职导师工作质量考

核制度，明确兼职导师职责，对其工作质量作出合

理评价，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为进一步搞好“双

导师”制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五)我校地质专业学生双师制实践与效果

我校地质专业近几年坚持双导师制，加强实践

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效果显著。

地质专业选聘地质行业高水的技术人员兼任学生企

业导师，指导学生实习、实践，及毕业设计等教学

活动。毕业学生在双导师制的培养中获益匪浅，有

很多学生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甚至是技术负责人。

几年来有多人在本单位(如广东煤炭地质局、青海

煤炭地质局)举行的地质技能大赛中获得第一、第

二的好成绩，同时也获得了地质行业对我校学生技

能培养的认可和好评，增加了我校学生的就业机会。

也为我校的学生培养质量做了宣传，提高我校的知

名度，这些成绩都与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有关，得

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结束语

根据社会对地质专业人才的需求方向、地质专

业的特点和当前地质类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笔者提

出采用“双师制”教学培养模式，这是一项长期艰

巨的教学计划，但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目标，不断

改革和探索实践教学模式，探索出一系列有利于培

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新的教学方法，并将其体

现于教学实践过程中，就一定能够培养出基础理论

扎实、知识面宽、业务能力强、素质高的优秀地学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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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double division system¨for the

geology maj ors

SUN Yu—zhuang，WANG Jin—xi

(Key Laboratory ofResource Survey and Research ofHebei Province，Hebei University ofEngineering，Handan 056038，China)

Abstract：Nowadays，the geological industry needs wide—qualified talents．The training in most geological colleges

which excessively weakens the majors’practice ability is disconnected from social needs．So the teaching model of

geological professionals should be further reformed to gradually strengthen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of the

geological majors，and to meet the social demand for Geology development and Geology talent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setting up the”double division system”．puts forward the teaching mechanism of”the

double teacher”．It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raining mode of engineering quality in Geology majors for the higher

engineering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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