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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我国探矿工程类专业教学质量的思考

———从中俄相关专业教学计划对比谈起

汤凤林， 蒋国盛， 宁伏龙
（中国地质大学枙武汉枛，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我国在建国初期就建立了探矿工程专业，６０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为不同行业和领域经济建设做出
了重要贡献。 如何进一步提高探矿工程类专业教学质量和如何把学生培养成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
接班人，是个非常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值得研究和思考。 教学计划往往能够反映教学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
过程，对于了解和评价教学质量和效果具有一定意义。 对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探矿工程类专业（勘查技术与工程
枙钻探与钻井枛）教学计划和国外（只有俄罗斯设有类似专业）类似专业教学计划进行了对比研究，从中提出相关的
建议。
关键词：探矿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教学计划；实践环节；培养目标
中图分类号：Ｐ６３４；Ｇ４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１４）０９ －０１５１ －０７
Some Thoughts on How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of Major Exploratio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in China
－Starting with Contrasting Teaching Plans of the Major in Russia and China／TANG Feng-lin， JIANG Guo-sheng，
NING Fu-long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ｕｈａｎ Ｈｕｂｅｉ ４３００７４，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Ｓｉｎｃｅ Ｍａｊ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ｓｅｔ ｕｐ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ａ ｌｏｔ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ｎｕｒ-
ｔｕｒｅｄ．Ｆｏｒ ｔｈｅ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ｈｏｗ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ｎｕｒ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ｉｓ ａｎ ａ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ｋｅｅｎ ａｎｄ ｊｏｂ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ｎ ｃ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ｓ，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ｍ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ｓｕｇ-
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ｔ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Key words：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ｒａｉ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
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
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强国
必先强教。 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
了全面达到小康水平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
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枠指出，“到

２０２０年，我国高等教育，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
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
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加快建设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 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继续实施

‘２１１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
探矿工程类专业涉及“地下资源”、“环境”等领

域，相关人才是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急需紧
缺人才。 如何将其建成世界一流学科专业，如何保
证高的教学质量，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1　我国探矿工程专业的历史
我国的探矿工程专业是上个世纪 ５０年代，按照

前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现
在世界上，真正与我国探矿工程专业完全对口的学
校，也只有俄罗斯有关高等院校。 虽然俄罗斯近年
来因受经济发展情况不佳，科技成果受到影响，但是
总的来说，其在探矿工程技术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
例如，（１）１９８４ 年打出了世界第一口 １２２６２ ｍ 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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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２）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在西伯利亚麦索雅哈气田
首次打出了天然气水合物；（３）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苏联
首次从月球上取得了岩样；（４）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东方
站在南极冰盖下 ３７６９ ｍ深处，首次打出了一个容量
非常大的地下淡水湖，等等。 可见，以我国探矿工程
专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为例，和俄罗斯有关学
校的教学计划进行对比，从中找出不同点和可以借
鉴的地方，做到取长补短、互相补充，对于提高我国
该专业的教学质量或许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最早探矿工程定名是从俄文 （технология и
техникаразведки）翻译过来的。 “文化大革命”前，
只有北京地质学院、中南矿冶学院和昆明工学院 ３
个院校招收探矿工程专业的学生，随后长春地质学
院和河北地质学院也获准招生。 后来，地矿部教育
司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把水、工、环、物、化、遥合起
来，统称“勘查技术与工程”，这实际上是个大杂烩。
近年来，教育部又调整专业目录，把探矿工程与工程
地质合并改为地质工程。 由于教育部地质工程指导
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相当一部分是搞工程地质的，所
以他们把地质工程理解为就是工程地质，因此，目前
我国以地质工程专业招生的学校有 ３６所，其中涵盖
探矿工程的学校仍只有传统的 ５所地质类院校。

探矿工程专业成立 ６０年来，培养出了大量的探
矿工程专业人才，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
做出了很大贡献，一次就业率较高，受到了用人单位
的好评。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
提高，对探矿工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才竞争
更加激烈，就业挑战越发残酷。

目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探矿工程
类专业招生分两个方向：地质工程（岩土钻掘方
向），侧重于岩土工程施工；勘查技术与工程（钻探
与钻井方向），侧重于资源勘探开发的钻探与钻井
工程。 为了便于对比起见，现把勘查技术与工程
（钻探与钻井方向）与俄罗斯有关专业进行对比。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要求和毕业生应该具备的

知识和能力，均可从教学计划中反映出来。 从教学
计划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可以培养出何种专业人才
和怎样知识结构的人员。 所以，对比一下中俄有关
专业的教学计划是非常必要的。

2　中俄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
为了与俄罗斯有关专业教学计划进行对比，我

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了我国和该国有关类似专业

的教学计划，其中主要者有：
（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勘查技术与工程本科

专业教学计划，见表 １。
（２）俄罗斯南方国立技术大学石油天然气钻井

工程（４年）课程设置与实习安排，见表 ２。
（３）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矿业大学石油天然气

工程（４年）课程设置与实习安排，见表 ３。
（４）苏联托姆斯克工学院勘查技术与工程本科

（５年）专业教学计划，见表 ４。

3　俄罗斯有关院校本专业计划的共同特点
现对托姆斯克工学院、圣彼得堡矿业学院、俄罗

斯南方国立技术大学相关专业教学计划进行对比和

表 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课程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类

讲课 实验

学期学分分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３　 ４８ 貂４８ 腚３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４　 ６４ 貂６４ 腚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　 ３２ 貂３２ 腚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３　 ４８ 貂４８ 腚２　 １　
体育 ６　 ９６ 貂９６ 腚１ >．５ １  ．５ １  ．５ １ 沣．５
大学英语 １２　 １９２ 貂１９２ 腚２ >．５ ２  ．５ ３  ．５ ３ 沣．５
专业大类导论课 １　 １６ １　
Ｃ 语言程序设计 ３ 妹．５ ５６ 貂４０ 腚１６ い３ 沣．５
Ｖｉｓｕａｌ Ｃ ＋＋程序设计 ２　 ３２ 貂２０ 腚１２ い２　
军事理论 ２　 ３２ 貂３２ 腚２　

小计 ３８ 亮．５ ６１６ 篌５８８ 殚２８ ⅱ７ e４ G５ (８ 後．５ ２ 腚７ 屯５ �０ 摀

选
修

自然科学类 ３　 ４８ 貂
社会科学类 ３　 ４８ 貂
人文与艺术类 ３　 ４８ 貂
哲学与心理学类 ３　 ４８ 貂

小计 １２ 殚１９２ 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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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类

讲课 实验

学期学分分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学
科
基
础
课

地质学基础 Ｂ ５　 ８０ 貂４４ 腚３６ い５　
高等数学 Ｂ １１　 １７６ 貂１７６ 腚４ >．５ ６  ．５
机械制图 Ａ ６　 ９６ 貂９６ 腚４ >．５ １  ．５
大学化学 Ｃ ４　 ６４ 貂５０ 腚１４ い４　
大学物理 Ｃ ７　 １１２ 貂１１２ 腚３  ．５ ３  ．５
物理实验 Ｂ ３ 妹．５ ５６ 貂５６ 腚２　 １  ．５
线性代数 ２ 妹．５ ４０ 貂４０ 腚２  ．５
理论力学 ５　 ８０ 貂８０ ５　
材料力学 ４ 妹．５ ７２ 貂７２ 腚４ 沣．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Ｂ ２ 妹．５ ４０ 貂４０ 腚２ 哪．５
电工与电子技术 Ｂ ５　 ８０ 貂６８ 腚１２ い５　

小计 ５６ 殚８９６ 篌８３４ 殚６２ ⅱ１４ y１７ 2．５ １２  ．５ ４ 後．５ ７ 妹．５

专
业
主
干
课

机械设计基础 ３ 妹．５ ５６ 貂４６ 腚１０ い３  ．５
金属材料与加工 ３ 妹．５ ５６ 貂４８ 腚８ い３ 沣．５
液压传动 ３　 ４８ 貂４４ 腚４ い３　
石油地质学 Ａ ２　 ３２ 貂２６ 腚６ い２　
流体力学 ２ 妹．５ ４０ 貂３６ 腚４ い２ 哪．５
油田化学 ２　 ３２ 貂２８ 腚４ い２　
钻探工艺学 ３ 妹．５ ５６ 貂４４ 腚１２ い３ 哪．５
岩体力学 ２　 ３２ 貂３２ 腚２　
钻井与完井工程 ３ 妹．５ ５６ 貂４４ 腚１２ い３ Ζ．５
钻井液与完井液 ３　 ４８ 貂４０ 腚８ い３　
钻探设备 ２ 妹．５ ４０ 貂３２ 腚８ い２ Ζ．５
测试技术与钻井仪表 ２ 妹．５ ４０ 貂３２ 腚８ い２ Ζ．５
测井原理 ２　 ３２ 貂３２ 腚２ �
采油工程 ２　 ３２ 貂２４ 腚８ い２ �
定向钻进技术 ２　 ３２ 貂２４ 腚８ い２ �
新技术专题报告 １　 １６ 貂１６ 腚１ 摀

小计 ４０ 亮．５ ６４８ 篌５４８ 殚１００ 抖３．５ ８ 後．５ ８ 腚１３ 父．５ ６ �１ 摀
合计 １３５ �２１ y２１ 2．５ ２１ <２１ 貂．５ １７ 鬃．５ ２０ 父．５ １１ 侣１ 摀

实
践
环
节

劳动教育 １　 １ 周 １　
军事训练 ２　 ２ 周 ２　
地质教学实习（北戴河） ３　 ２ 周 ３　
金工实习 Ｂ ３　 ２ 周 ３　
勘查技术与工程教学实习 ４ 妹．５ ３ 周 ４ 沣．５
Ｃ 语言课程设计 ２　 １ |．５ 周 ２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ｏｘＰｒｏ数据库课程设计 ２　 １ |．５ 周 ２　
钻井与完井工程课程设计 ２ 妹．５ １ |．５ 周 ２ Ζ．５
勘查与基础工程生产实习 ９　 ６ 周 ９　
毕业实习和设计 ２１　 １４ 周 ２１ Ё

小计 ５０ 殚３４ 剟．５ 周 ３　 ３ G３ (６ 後．５ ２ 腚１１ 父．５ ２１ Ё
自
主
学
习

ＺＺ３５Ｓ 社会调查 ２　 ３２  
ＺＺ０９Ｙ 大学英语（自主学习） ３　 ４８  

其他（学科竞赛、发明创造、科研报告） ３　 ４８  
小计 ８ 照１２８ 篌

总计

专
业
选
修
课

科学钻探 １ 妹．５ ２４  ２４ 腚１ Ζ．５
天然气工程 ２　 ３２  ３２ 腚２ �
金刚石工具设计与制造 ２　 ３２  ２６ 腚６ い２ �
油气储运工程 ２　 ３２  ３２ 腚２ �
油藏工程 ２　 ３２  ３２ 腚２ �
基础工程概论 ２　 ３２  ３２ 腚２ �
非开挖工程学 ２　 ３２  ３２ 腚２ �
水文水井与地热钻探 ２　 ３２  ３２ 腚２ �

　注：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和自主学习学分未列入具体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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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俄罗斯南方国立技术大学（新切尔卡斯克工学院）石油天然气钻井工程专业课程设置和实习安排

１、人文、社会和经济学课程
基础部分
选修课程：第一类学生

第二类学生

历史、哲学、外语、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石油天然气生产组织、文化学
俄语和语言文化、交往和文献文化
劳动资源社会学、公务交往社会学

２、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
基础部分
选修课程：第一类学生

第二类学生
第三类学生

高等数学、信息学、物理学、化学、生态学、地质学、工程地质学、石油天然气地质、地层物理、连续介质力学
分析物理化学基础、物理化学和胶体化学
现代自然科学概念、现代自然科学和文明的命运
地球物理基础、钻井基础

３、专业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第一类学生
第二类学生
第三类学生
第四类学生
第五类学生

画法几何和工程计算机成图、理论力学和应用力学、材料学和结构材料工学、电工学、石油天然气化学、水力学
和石油天然气水力学、热动力学和热的传递、人身安全、计量学和标准化、石油天然气工程自动化基础
专业入门、油气钻井工艺、钻井设备、钻井液和堵漏液、油气井测井、固井、完井、井眼改造和回复、油气田设计
开发、油气井钻井复杂情况和事故、企业经济工作基础
油气生产基本工艺及其设备、钻井专门章节
油田设备、油田工程基础
油气井开采、油气井建设
管理学基础、矿产原料经济和营销
油气工程英语、实用科技外语

４、实习安排
钻探认识实习
地质实习
钻探实习
生产实习
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和答辩

５４ 学时，第二学期
５４ 学时，第二学期
２１６ 学时，第四学期
１０８ 学时，第六学期
３６０ 学时，第八学期

表 ３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圣彼得堡矿业学院）石油天然气工程专业课程设置和实习安排

１、人文、社会和经济学课程
基础部分
选修课程：第一类学生

第二类学生

历史、哲学、外语、法学、经济学、社会学
俄语和口语文化、文化学、心理学和教育学
石油天然气贸易（开采权）的法律保证、道德学和公务礼仪学、石油天然气行业企业纳税问题、油气生产经济和
组织基础、油气钻井发展史、油气工程发展史、油气运输和储存发展史

２、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
基础部分
选修课程：第一类学生

第二类学生

高等数学、信息学、物理学、化学、生态学
数学模拟中的软件产品、连续介质力学、地质学和岩石、地层物理学
地球物理基础、可靠性理论基础、钻井过程分析的数学方法、油气开采过程分析的数学方法、烃类运输和储存过
程分析的数学方法

３、专业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选修课程
专业课程
第一方向 油气井钻进

第二方向 油气开采

第三方向 凝析气和地下储
藏室的使用与维
护

第四方向 管道运输系统的
建设与修理

第五方向 油气和产品加工
系统的使用和维
护

画法几何和工程计算机成图、理论力学和应用力学、材料学和工程结构材料、电工学、石油天然气化学、水力学
和石油天然气水力学、热动力学和热的传递、人身安全、计量学和标准化、石油天然气工程自动化基础
石油天然气工程基础、石油天然气地质学、管理基础

钻井中水气力学和热交换、岩石物理和岩石破碎基础、大陆架钻井、定向钻井、油气井钻井工艺、钻井设备安装与使
用、油气井固井、油气井完井、钻井中复杂情况与事故、钻井工艺过程自动化和导向钻井、井眼改造和复原、钻井液
油气层物理、油气矿场设备、地下的水气动力学、油气井钻井、油气田开采、井中开采油气、提高油层采油率的工
艺和技术、井眼和地层研究的水力动力学方法、井中产品的收集和制备、井眼的小修和大修、油气工程的计算机
模拟、井场地球物理
油气层物理、油气矿场设备、地下的水气动力学、油气井钻井、油气田开采、井中开采油气、提高油层采油率的工
艺和技术、井眼和地层研究的水力动力学方法、井中产品的收集和制备、井眼的小修和大修、油气工程的计算机
模拟、井场地球物理
技术判识基础、烃类运输储存中的科技进步、石油基地和自动加油站的使用、油气管道的小修和大修、运输储存中接收
和交接工作、减少石油和石油产品及其配套损失的现代手段、油气管道和储藏库的防腐保护、泵压站的使用、油气管道
建设、油气管道使用、烃类运输储存的节约技术、油气管道用的机械和设备、油气运输系统的可靠性及其判识
技术判识基础、油气管道运输中的新技术、石油基地和自动加油站的使用、油气管道直线部分的维护和修理、供
气系统的使用、减少石油和石油产品及其配套损失的现代手段、油气管道和储藏库的防腐保护、泵压站的使用、
泵压站设备的修理、油气管道使用、烃类运输储存的节约技术、油气管道建设用设备、油气运输系统的判识

４、实习安排
钻探认识实习
地质实习
钻探实习
生产实习
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和答辩

５４ 学时，第二学期
５４ 学时，第二学期
２１６ 学时，第四学期
１０８ 学时，第六学期
３６０ 学时，第八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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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苏联国家教委 托姆斯克工学院 勘察技术与工程 ０８０７００ 专业教学计划　培养目标　工程师　学制 ５ 年

序
号

课程名称

考核方式

考试 考察

大学生工作量，学时

共

教员上课

上
课

个别
上课

自学

讲课工作量，
学时

讲
课
实验
课
实习和
讨论

各种课程按学年学期分布

１学年 ２学年 ３学年 ４学年 ５学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第九
学期

第十
学期

１　 俄罗斯历史 １ k１０８ [５４ �５４ 櫃２７ =２７ �３／３ 墘
１ ��畅１ 科技政策 ２ a８０ [４０ �４０ 櫃２４ =１６ �２   畅５
１ �．２ 国际关系 ２   畅５
２　 文化 ３ k１０８ [５４ �５４ 櫃３６ =１８ 後３／３ #
２ �．１ 道德学 ４ a８０ [４０ �４０ 櫃２４ =１６ �２ ЁЁ畅５
２ �．２ 美学 ２ ЁЁ畅５
３　 哲学 ４ k３ a１７０ [８５ �８５ 櫃４２ =４３ �２ 排排畅５／２ 拻拻畅５／
４　 经济学（课程作业） ６ k５，６，７ è３１８ [１７２ �１４６ 櫃８６ =８６ �２ 谮谮畅５ ２ ЁЁ畅５ ３／２ 殮殮畅５ ３／２ gg畅５ ３／２ 44畅５
５　 生产组织与计划管理基础

（课程作业）
８ ２２７ １４２ ８５ ８０ ２２ ４０ ５ 破破畅５／

２ 圹畅５
３／
２ èè畅５

６　 法学 ７ k６３ [３６ �２７ 櫃３６ =２／１ 44畅５
７　 社会学 ８ k５６ [３２ �２４ 櫃３２ =２／１   畅５
８　 外语 ４ k１，２，３ è３４０ [２０４ �１３６ 櫃２０４ �３／２ #３／２ 痧３／２ 浇３／２ 妸
９　 体育 ６ k１ ～５ 櫃４０８ [－ ４０８ 櫃／４  ／４ 揶／４ ǐ／４ x／４ E／４  
１０　 生态学 ５ k７２ [３６ �３６ 櫃３６ =２／２ W
１１　 生命安全 ８ k９６ [４８ �４８ 櫃３２ =８ 後８ �３／３ W
１２　 信息学（课程作业） １ k２ a２５６ [１５４ �１０２ 櫃６８ =４３ 後４３ �５／３ 墘４／３ V
１３　 心理学和教育学 ５ k７２ [３６ �３６ 櫃２７ =９ �２／２ W
１４　 高等数学 １，２，９ 膊４ a５４４ [３０８ �２３６ 櫃１３７ =６０ 後１１１ �５／３ 墘４／４ V５／３ #４／４ 痧
１５　 物理学 ２，３ 弿３４３ [１９８ �１４５ 櫃９８ =５０ 後５０ �４ 珑珑畅５／４ ７／４畅５ ４／４ 耨
１６　 地球物理学 ４ a８８ [４８ �４０ 櫃３２ =１６ 後３／２ 屯屯畅５
１７　 化学 ２ k１２８ [８０ �４８ 櫃３２ =３２ 後１６ �５／３ V
１８　 工程制图（课程作业） １，２ 厖１７２ [８６ �８６ 櫃３４ =５２ �３／３ V２／２ #
１９　 理论力学 ４ k１４４ [８０ �６４ 櫃４０ =４０ �５／４ 痧
２０　 材料力学 ５ k１６２ [９０ �７２ 櫃５４ =１８ 後１８ �５／４ 浇
２１　 机械原理和机械零件（课

程设计）
５ ６ ２７２ １３６ １３６ ９０ ４６ ４／４ ４／４

２２　 电工学和电力设备 ５ a１８０ [９０ �９０ 櫃５４ =３６ 後５／５ 浇
２３　 井中地球物理研究 ９ a１４４ [７２ �７２ 櫃５４ =１８ 後
２４　 普通地质学 １ k１２６ [７２ �５４ 櫃３６ =３６ 後４／３ 墘
２５　 矿物学和岩石学基础 ２ a７２ [４８ �２４ 櫃２４ =２４ 後３／１ 33畅５ ４／５ $
２６　 构造地质、历史地质和区域

地质基础
３ １１７ ６３ ５４ ３６ ２７ ３ 创创畅５／３

２７　 矿床学和矿床普查勘探方
法（课程设计）

７ ８ １８８ ８６ １０２ ５４ ３２ ３／３ ２／３

２８　 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基础 ４ a８０ [４８ �３２ 櫃３２ =１６ 後
２９　 坑道掘进工艺 ７ k８ a２２０ [１０２ �１１８ 櫃６８ =３４ 後３／２ 痧
３０　 矿山掘进设备 ８，９ 厖２７４ [１２０ �１５４ 櫃６８ =５２ 後３／３ W３／４ $
３１　 爆破工程 ７ a１０８ [５４ �５４ 櫃３６ =１８ 後３／４ $
３２　 测量基础 １ a１０８ [５４ �５４ 櫃２７ =２７ 後３／３ W
３３　 岩石力学 ７ a９０ [３６ �５４ 櫃１８ =１８ 後３／３ 墘
３４　 岩石物理基础 ３ k１４４ [７２ �７２ 櫃４５ =２７ 後２／３ W
３５　 岩石破碎 ４ k１２２ [８０ �４０ 櫃４８ =３２ 後４／４ #５／５ 耨
３６　 勘探孔钻进 ６，８ 弿５，７ 厖５５７ [２６２ �２９６ 櫃１７６ =８６ 後５／２ 屯屯畅５ ５／５ 耨
３７　 钻探设备 ６ k７ a２８８ [１３６ �１５２ 櫃６８ =６８ 後５／４ 殮殮畅５ ５／５ 妸２／３ W３ 档档畅５／５
３８　 地质勘探设备使用和修理

及材料学基础
９
９ k

１４４ ７２ ７２ ４５ ２７ ４／５ ４／４

３９　 生产过程检测和自动化及
自动和自动化基础

９ ２２５ １０８ １１７ ７２ ３６

４０　 科学研究基础 １９８ [９０ �１０８ 櫃５４ =３６ 後
专门化课程 ７ k

４１　 排除岩屑 ６ a１４４ [８０ �６４ 櫃４８ =３２ 後
４２　 专业入门 １ a７２ [３６ �３６ 櫃３６ =２／２ 墘
４３　 定向钻进 １６２ [７２ �９０ 櫃４５ =２７ 後
４４　 井中研究和特种工作 ６ a１０４ [６４ �４０ 櫃３２ =３２ 後５／４ 妸
４５　 油气矿产井钻进 ８ a１４４ [６４ �８０ 櫃３２ =３２ 後

总和 ８３１６ c４１４０  ４１７６ 　２２７５ E１０２２ 殚８４３ 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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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加之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座谈，与我校教学计
划相比，发现俄罗斯有关院校本专业教学计划有以
下特点。

（１）重视专业思想教育，学生热爱地质专业。 学
生认识到，虽然地质类专业比较艰苦，但是，所学专业
是国家所需，可以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感到光荣、
骄傲和自豪。 同时他们认为，地质工作者常在野外进
行工作，感到颇具浪漫色彩，很有意义和兴趣。 因此，
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 这个专业
的毕业生始终是供不应求，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

（２）培养目标比较宽。 学生毕业后可以做教
学、科研和技术人员，也可以做管理人员。 因为他们
学习的课程内容比较宽，除了本专业探矿工程方面
的课程外，还学习地质方面的，勘探方面的，物探方
面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方面的，以及管理方面
的，而且占的比例比较大，等等。 例如，托姆斯克工
学院教学计划规定要学：普通地质、矿物和岩石学基
础、构造地质、地史、区域地质基础、矿床学、矿床普
查和勘探方法、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基础等。 因此，
他们的毕业生除了做技术，担任总工程师等工作外，
还可以做管理和领导工作。 例如，莫斯科地质勘探
学院毕业的科兹洛夫斯基 Ｅ．Ａ．当了苏联地质部部
长，利特维年科 В．С．当了圣彼得堡矿业学院的院
长，丘比科П．С．当了托姆斯克工学院的院长，格拉
勃恰科Л．Г．当了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院长等。
这在我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３）对实习、实验和实践环节比较重视。 像其
它工科专业一样，探矿工程专业是一种实践性比较
强的专业。 他们对实习、实验和实践环节比较重视。
除了课程作业、课程设计外，对教学实习、生产实习
和毕业实习非常重视。 实习内容比较多，时间比较
长，例如，托姆斯克工学院教学计划规定有：地质教
学实习（３ 周）、钻探教学实习（６ 周）、第一次钻探
（或掘进实习） （６ 周）、第二次生产实习（８ 周）、毕
业实习（１３ 周），经费有保证。
他们的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特点是，顶岗位，拿

工资，学生可以亲自动手，学到实践知识，还可有点
经济收入，解决学习、生活支出问题，也为毕业后工
作打下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学生毕业后可以在现场
当钻探工人，当钻探施工班长，经过一段锻炼可以当
钻探机长。 钻探施工单位比较欢迎这样的毕业生。

（４）有多个专业方向可供选择，鼓励学生个性发
展。 在专业课设置方面，每种专业都有几个方向（见
圣彼得堡矿业学院和俄罗斯南方国立技术大学教学

计划）可供学生选择，有利于个性发展。 例如，圣彼得
堡矿业学院教学计划中有 ５ 个方向：方向 １ 、油气井
钻进；方向２、石油开采设备仪器的使用与维护；方向
３ 、天然气、凝析气和地下储藏室项目的使用与维护；
方向４、管道运输系统项目的建设与修理；方向５ 、石
油天然气及其加工产品项目的使用与维护。 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加以选择，有利于提高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4　几点建议
根据上面的讨论、分析和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１）大力加强专业思想教育，誓为地质事业奋

斗终生。 专业思想非常重要，没有好的专业思想，缺
少学习动力，不可能努力学习、积极钻研。 因此，建
议大力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地质、热爱所学专业
和行行出状元的雄心壮志。 培养学生不怕苦、不怕
累，越是艰苦越向前的精神，树立誓为我国地质事
业、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献终身的决心。 这是学
好的保证，也是学好的动力。 我国各条战线做出成
绩的探矿工程毕业生之所以做出成绩，都与他们热
爱这个专业、誓为地质事业奋斗终生有关，事实充分
证明了这一点。

（２）认清工科专业学科性质，深入生产实践锻
炼成长。 探矿工程类专业是地质院校中最有代表性
的工科专业之一，教学计划中的基础课、专业基础
课、专业课程的安排都体现了这一点。 工科专业的
学生在学习和毕业后，不能离开工程实践，相关专业
毕业生应该深入生产第一线，起码要有一定的时间，
与钻工同劳动，跟班劳动，三班倒，不怕脏、不怕累，
这样才能真正了解钻探生产过程，了解其中常常发
生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不了解生产过程、不了解
其中常常出现的问题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
理解探矿工程的实质的，对于将来从事教学、科研和
管理工作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而现在的大学生不愿
意上钻机，不愿意下现场，怕脏怕累，甚至有的学生
从来没有跟钻工同劳动、跟过班，这是一个非常严肃
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目前，高校实行的是
通才教育，专业教育待研究生阶段解决，而用人单位
需要的是应用型人才，互相脱节，这是培养单位和用
人单位的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也是当前大学生分配
困难中的一个症结。 同时，现在高校的大学生、甚至
研究生，对于编写论文争取进 ＳＣＩ和 ＥＩ兴趣非常大
（当然这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而对于生产实践
却一屑不顾、没有兴趣，对于工科专业学生来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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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面对和处理这种情况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３）开设多个专业方向，促进学生个性创新发

展。 目前，我们国内专业内的方向较少，有时只有一
个方向，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影响。 在俄罗斯的
教学计划中，专业内开设的方向较多，例如圣彼得堡
矿业大学石油天然气工程专业内有五个方向供学生

选读，俄罗斯南方技术大学油天然气钻井专业内也
有五个方向供学生选读。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
好、兴趣和愿望进行选择，有利于个性发展。 每个人
的兴趣、爱好、特长不同，应该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学
生个性创新发展，要求每个人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所
有专业方向都掌握、都精通是不可能的。 不要怕有
人钻牛角尖，不要怕偏才、怪才，只要他们具有独立
见解，刻苦钻研，努力学习，决心创新发展，具有个人
抱负，就应该为他们创造条件并加以鼓励和支持。
这也许是培养拔尖人才的一种好方法。

（４）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积极培养学生动手
实践能力。 探矿工程类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
业，动手实践能力显得非常重要，各种实习、实验、习
题课、课程作业、课程设计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工程
师的基本训练，特别是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非常关
键。 当今大学生英语四级通不过拿不到学位证、计
算机发达、互联网快速，但是不能忽视或掩盖工程师
的基本训练。 俄罗斯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顶岗位，
拿工资，既解决了大学生的收入问题，也对钻探生产
过程方面也有了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为毕业后的工
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但是，以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为例，校内实验室实习由于原来实验室改建、新

的工程实验大楼刚刚建成，致使室内实验和教学实
习受到影响。 野外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由于实习经
费的限制，往往是按经费办事，而且经费偏紧，结果
是经费用完了，实习就被迫提前结束了。 对于探矿
工程专业来说，钻探实习，特别是生产实习和毕业实
习非常重要，这个环节解决不好，学生的实践动手能
力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给学生对钻探实际生产过程的
理解和掌握带来很大损失。 对这种情况建议给予高
度重视，对于实习经费问题应该争取给予妥善解决。
没有在钻机上真正进行过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的毕

业生，毕业后在工作上，无论在教学、科研或管理岗位
上，会遇到何种困难，是可以想象到的。 这是我们目
前教学中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亟待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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