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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造地质学”是地质类专业基础课程体系中的主干课程。本文从课程安排、教学内容、野外教

学、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五个方面对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构造地质学”教学安排进行了全面介绍，并与

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为代表的国内“构造地质学”课程进行对比与分析，最后提出应增加校园周边室外

教学、 增强中小型构造与大型构造之间联系的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进行多样化的考核方式等
有利于提高“构造地质学”课程教学质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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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研究

构造地质学是地质学的基础和骨干学科，在

地质学中起着“纲领性”的作用 [1]，因而“构造地

质学”课程是地质类专业学习的主干课程之一，在

地质学教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

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如何在新时期、

新形势下进一步提高教学成效，培养出优秀的地

质人才，提升地质学教育的竞争力是国内外地质

类院校关注的核心问题。由于中外传统文化、教

学理念的不同，导致在地质学课程安排、教学内

容和方法、考核标准等多方面均存在差异。在国

际化背景下，为促进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发展，

取长补短，国内地质类高校都通过多种途径增加

教师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在加强了中国与欧

美国家在地质教育方面相互了解的同时，也促使

我们在人才培养机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等方

面进行深入思考和革新 [2-6]。

英国是现代地质学的发源地，地质学教育

起步早，发展历史长，因而英国地质学人才培

养模式在欧美地质教育界极具影响力。笔者于

2014 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

（Department of Earth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访学期间，观摩了该学年多门地质学专业主干课

程室内及野外教学活动，在与任课教师和学生进

行交流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该校地质学专业课

程的教学特点，现以笔者所从事的“构造地质学”

课程教学为例，从课程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考核方式等方面力求详尽地向国内同行进行

介绍，并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该门课程教学情

况为参照进行横向对比，汲取其优点为今后的教

学实践服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是基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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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两个学

校之间的对比，因而不免会存在以偏概全，尽管

如此，笔者仍然希望以此来窥见中英地质学教育

差异，也能对国内从事地质学教学的同行有所裨

益。

一、圣安德鲁斯大学地质学专业概况

坐落于英国苏格兰东海岸圣安德鲁斯古镇的

圣安德鲁斯大学是苏格兰最古老的大学（建立于

1413 年），也是英语国家中第三古老的大学。该校

地质系共有职员 45 人，教职人员 17 人，包括教

授 1人，副教授（Reader）3人，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4 人，讲师（Lecturer）9 人，其余为研

究（如 Research fellow 和博士后）和管理人员。
2014 年在校的 4 年制本科生共有 200 余人。地质

系可授予地质学和环境地球科学 2个学士学位。

该校地质学教育可追溯至 17 世纪，地质学专

业排名一直处于英国前列，据 2015 年初英国《独

立报》（Independent）制订并发布的英国大学排名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圣安德鲁斯大学地
质学专业在 29 所大学中综合排名处于全英国第五

位，其中学生满意度排名全英国第二，仅次于剑

桥大学①。

圣安德鲁斯大学地质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涵

盖了矿物、岩石、构造、地层及古生物等各个地

质学分支。由于每个年级学生人数较少，教学基

本上以小班化教学为主。整个教学过程非常注重

发展学生的专业自信心、思辨能力和野外能力的

培养。教学内容的安排非常强调层次性，一、二

年级课程主要以基本概念和地质学通识教育为主，

涉及面较广；三、四年级课程则注重地质学分析

能力和分析技术的培养。为了更加具体地说明圣

安德鲁斯大学地质学专业教学特点，现以“构造

地质学”课程教学为例加以说明。

二、圣安德鲁斯大学“构造地质学”课程教学

安排

1. 课程安排及教学内容

与国内“构造地质学”课程相比，圣安德鲁

斯大学的该门课程最大特点就体现在课程的安排

上。它并不是一门课程，而是把不同的教学内

容分解到不同年级的教学模块之中，但是所有

的构造地质学及大地构造学的内容都由 Peter A 
Cawood 教授担任主讲教师。具体课程安排和教
学内容见表 1。

表 1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构造
地质学”课程室内教学内容对比

学校
课程
安排

讲课
学时

室内教学内容 室内实习

圣安
德鲁
斯大
学

一年
级

18

绪论、褶皱的几何分析；
面状构造及产状；线状构
造及产状；劈理及层 -劈
关系；火成岩构造；节
理、断层几何分析及断层
研究的意义；应力与应变
分析基础（10学时）

地形地质图读图分析；绘
制构造等高线和地质剖
面；野簿记录格式及野外
资料收集（共 8学时）

二年
级

12

褶皱、断层的形成机制
和运动学分析，应变分
析，韧性剪切带及运动
学标志（6 学时）

赤平投影及面状构造和线
状构造的赤平投影操作；
利用赤平投影确定面状构
造或线状构造的产状（6

学时）

三年
级第
二学
期

41

板块的驱动力；盆地形成
机制；板块边界类型及构
造组合特征，野外实习区
地质介绍（20学时）

制作图切剖面；定向标本
的收集；赤平投影的计算
机成图；韧性变形运动学
涡度和脆性变形摩尔圆分
析（21学时）

中国
地质
大学
（武
汉）

二年
级

64

绪论、地质体的产状和沉
积岩原生构造；应力和应
变分析基础；劈理、线
理、褶皱的几何学和形成
机制；节理和断层的几何
学和形成机制；伸展构
造、逆冲推覆构造；走滑
断层和韧性剪切带（44学
时左右）

读图分析；绘制断层和褶
皱发育区图切剖面、构
造等高线图、构造纲要
图、节理玫瑰花图；面状
构造、线状构造的赤平投
影以及利用赤平投影确定
面状构造或线状构造的产
状；构造综合读图分析
（20学时左右）

“构造地质学”课程教学内容通常由几何学、

运动学和动力学三部分组成。从表 1 来看，圣安

德鲁斯大学构造地质学内容按照难易程度被分配

到前三年的教学模块中。其中构造几何学被安排

在一年级“地球资源和环境”课程教学模块中，整

个教学模块由 200 学时组成，包括课堂讲授 54 学

时和室内实习 40 学时，其余为自学时间。构造地

质学内容课堂讲授占 10 学时，室内实习 4 次课，

每次 2 学时。 运动学和动力学内容被纳入二年级
“地球动力学：岩浆、矿物和变质作用”课程教学

模块中，整个教学模块占 300 学时，课堂讲授 30

学时，室内实习 30 学时，其余为自学时间。构造

地质学课堂讲授 6 学时，实习 2 次，每次 3 学时。

三年级的教学内容单独组成一个独立的教学模块：

“构造地质学与大地构造学”教学模块，主要讲授

大地构造学及动力学。这个模块有 150 学时，其

中室内讲授 20学时，室内实习 7次，每次 3学时，

其余为自学时间。此外，四年级的“地球动力学”

课程模块中实际上也包含了构造地质学的内容，

以板块构造和造山带演化方面的内容为主，也是

由 Peter A Cawood教授主讲。
需要强调的是，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任课教

① http://www.thecompleteuniversityguide.co.uk/league-tables/rankings?s=G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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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经常会指定一些参考书和课下阅读的文献要求

学生阅读，尤其是三年级和四年级，阅读内容要

进行课堂讨论或者要在考核过程中有所体现。这

个过程不仅训练学生处理和综合分析已经发表的

科学文献的能力，而且培育学生批判性地分析利

用来自多学科的信息和数据思考地球动力学问题

的能力。

2. 野外教学

野外教学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地质学专业教学

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每学期都安排有野外教学内

容。一年级的课程结束后在圣安德鲁斯东海岸安

排有 1 天的石炭系沉积岩区野外实习，实习内容

以碎屑沉积岩岩性和褶皱现象观察为主，并学习

利用罗盘测量岩层产状。同时完成一个小比例尺

的褶皱发育区地质填图。

二年级第一学期课程结束后，在圣安德鲁斯以

南 10km以外的 St Monans的 Neward castle海岸进
行 1天的倾伏褶皱发育区野外地质实习。实习内容

主要包括野外构造数据收集，完成沉积岩和火成岩

发育区地质填图，并制作横剖面，分析变形历史。

二年级第二学期，在西班牙北部有 1周的地质实习，

观察至少经历了 2期构造变形的早古生代以来的地

层，并完成大约 10km2区域内的填图。

三年级有 3 次野外实习。一次是到圣安德鲁

斯以北高地（Highland）地区进行 2天的地质实习，

观察苏格兰加里东期 Tay 推覆体的变形和变质特
征及其与 Grampian 造山作用的关系，撰写一份不
少于 1500 词的地质报告。第二次是到苏格兰北部

Ullapool 地区观察 Moine 逆冲断层系的叠瓦状构
造组合特征，分析变形特点及变形历史，时间是 1

周。第三次实习是沿着 Fife 海岸线进行 2 周的独

立填图，为四年级到西班牙进行为期 10 天的阿尔

卑斯综合地质填图做充分的准备。

3. 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主要是学生自学和教师课堂讲授相

结合，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通常教师只讲主要

内容，讲课总时长只占用规定课时数的 1/3 左右，
其余学时则以学生自学为主。当然，教师会提前

提供一些可在图书馆和网络上能够获取的阅读材

料（如不同版本的构造地质学书籍、期刊论文等）。

学生平时可在地质系学习室里利用电脑、网络等

设备自主学习，期间如果有疑问可以直接到主讲

教师办公室咨询。笔者认为，这个自主收集资料、

阅读文献、独立思考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

信息素养 [7]。

4. 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通常考核整个模块，包括课程作业、

实践考核和笔试三部分。课程作业包括平时室内

实习作业以及野外记录和实习报告。实践考核是

开卷考核室内以及野外实践过程中涉及的内容和

实际操作技能，时长 2 个小时。笔试是闭卷考试，

时长 2 小时，题型包括简答题（60%）和论述题
（40%）。考试结束后，试卷上考生个人信息会被隐
去，由主讲教师阅卷。因为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构造

地质学内容被包含在两个大的课程模块中，所以

除了三年级构造地质学与大地构造学模块外，没

有专门的构造地质学考核，但是构造地质学内容

在每个模块中都占有相应的比例，尤其构造地质

学的室内和野外实习在实践考核和课程作业部分

占的比例很大。另外，不同的年级考核的侧重点

也不同。比如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考核，三种考核

形式都有，笔试占总评成绩的 50%，实践考核占
20%~25%，课程作业占 25%~30%。而三年级课程
因为没有室内实践课程，所以没有实践考核环节，

笔试和课程作业在课程总评成绩中各占 50%。每
个教学模块的总评成绩采用 20 分制，题型只有简

答和举例论述两种，举例要显示课外阅读的内容。

评分标准见表 2。如果前一年包含构造地质学内容

的课程不及格（<7.0 分）, 则不允许参加下一年构
造地质学课程的学习。进入三年级以前，前两年

课程的加权平均分数必须在 11 分以上，否则不能

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表 2 学生成绩评分标准

分数
占总分百
分比（%）等级 评分标准

20 80~100 一等
出色地回答了问题，答案抓住了问题
的核心，有优秀的逻辑思维和语言组
织能力

17~19.9 70~79 一等
优秀地回答了问题，显示出广泛的阅读
和对相关概念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具有
原创性的论述

11~16.9 60~69 二等
正确回答了问题，切题且逻辑正确，举
例阐述恰当，显示了充分的课外阅读

7~10.9 53~59 合格

回答了问题，但是存在下列问题中的一
个或者多个：语言组织和表述较差；基
本切题，但有逻辑问题；不充分的阅读；
举例不恰当

4~6.9 40~52 重考
处在合格与不合格之间，存在严重的问
题，如语言组织差，概念错误，缺乏阅
读，阐述离题

<3.9 <40 重修
不合格，缺乏实质性内容，完全不能领
会题目，阐述问题离题，内容空洞



103总第 97 期 徐亚军等：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构造地质学”课程教学特点分析与启示 

三、与我国“构造地质学”课程教学对比分析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构造地质学”课程的教

学和国内“构造地质学”课程的教学之间存在的差

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课程安排

我国的“构造地质学”课程是一门专业课，通

常安排在二年级下学期（表 1），即使有部分高校

在一年级的课程中穿插有构造地质学内容，但是

内容量也非常少，这些明显不同于圣安德鲁斯大

学三门课，分布在前三年不同的课程之中。造成

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硕士研究生培养制

度的不同。在英国，硕士研究生学制一般是 1 年，

甚至在圣安德斯大学前三年的课程成绩加权平均

分高于 13.5，经教学主任同意，可以在第四年就
进入硕士阶段的学习。而我国硕士阶段的学习必

须在四年本科学习结束以后，学制是 2~3 年。英
国高校大学阶段必修的大地构造学和地球动力学

内容，在我国高校则大多以选修课的形式安排在

高年级，或者安排在硕士研究生阶段。

2. 教学内容

就教学内容来看，中英构造地质学教学内容

相差不大，同样遵循由几何学到运动学，再到动

力学延伸的教学顺序（表 1）。由于课程安排的时

间跨度不同，国内该门课程的学习时间相对集中，

因此构造地质学基础知识的系统性较强，对各类

中小尺度的构造现象的认识和学习较好，但是对

这些中小型构造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以及与其他

学科（如岩石学和沉积学）之间的联系不足。而在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该门课程学习跨度长，实习

区域多，分布在不同的构造背景下，加上课外阅

读量大，所以对中小尺度的构造现象与形成的构

造背景的关系理解较好，但是不可避免地在中小

尺度构造现象的理解和把握上不如我国学生熟练。

此外，英国学生在学习期间都会看不同版本

的教材，课下进行大量的科技文献阅读，并且在

考核中会考察课下的阅读量（表 2），因而在增长

知识的同时，无形中也锻炼了收集、综合信息和

批判性地思考问题的能力，所以信息素养较高。

而国内学生大多围绕一本指定教材学习，主要为

了考试，教材以外的阅读不够，知识面以及批判

性思维受到限制。

3. 教学方式

由教师室内教学的学时数所占总学时数的比

例来看，英国教学方式相对于我国的教学方式更

加趋向于激励学生自学能力的提高。教师在整个

课程教学中主要起辅助和引领作用，教的少；学

生则根据课堂讲授和课堂笔记，通过课后收集资

料自主学习，学的多。而国内的教学方式则仍然

是以教师主导的中小学式教学方式为主。比如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构造地质学”课程目前是

64 学时（表 1），这个学时数是教师实际室内讲课

加室内实习的学时数，而对学生自学的时间没有

规定。

4. 野外实践教学

除了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圣安德鲁斯大学地

质系几乎每个学期都有与“构造地质学”课程配套

的野外教学实习，7 次野外实习，总时长达到 6 周

左右，涉足 7 个不同的实习区域。这些实习都是

穿插在不同学期的室内教学之后，因此在课堂上

介绍的构造内容，短时间内都会在野外看到真实

的现象。而国内“构造地质学”课程相关的野外实

习通常集中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结束之后。比如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专业目前与构造地质

学配套的实习有两次，实习区域分布在周口店（4

周）和秭归（2 周）两个地区，总时长也在 6 周左

右。地质学理科基地班还有 1 天的大冶铁山黄石

国家矿山公园实习和半天的南望山构造地质学野

外实习。

5. 考核方式

成绩是无论中外学生学习过程中都最重视的，

但考核的方式却有很大不同。即使国内不同的任

课教师之间，考核方式也不同，但是大多数教师

采用的考核方式仍由平时成绩和期中、期末成绩

组成，且过多地重视期末考试，一般都占总评成

绩的一半以上，这就无形中导致学生平时放松，

考试前突击的现象很严重，也可导致舞弊现象的

发生。然而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课程中穿插的课

堂作业、实习作业，野外记录等都要计入最终的

总评成绩，且所占的比例较大，因而能够调动学

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去学习。

四、小结与建议

高校开展国际交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寻找有利

于我们提高教学质量的方向和措施。尽管由于中外

传统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存在差异，但是国外一些

好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可以为我们教学质量的提高提

供借鉴。通过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构造地质学教学

观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下面几点

将对今后的构造地质学教学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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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校园周边室外教学

某些室内教学内容可直接安排在校园周边的

室外进行。比如断层、褶皱等构造形态的内容可

以在校园周边发育有这些现象的露头上讲授。或

者在课堂讲授结束后，安排 1 次实地观察。室内

与室外教学相结合有助于增强学生对这些内容的

理解和认识。

2. 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不仅包括如何通过图书馆、网络收

集、阅读已有文献资料，而且包括如何批判性

地分析、综合利用收集到的信息 [7 ]。在课程教学

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以课本为主，要不时地

指定一些其他的文献资料，让学生自主地去收

集和阅读，并安排课堂讨论环节，给学生提供

独立发挥的平台，允许给出各自不同的答案。信

息素养不仅有助于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同时也是下一步继续深造、提高科研能力所必

不可少的。

3. 增强中小型构造与大型构造之间的联系

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研究实例，增强中小型

构造或者独立的构造现象与大型构造组合之间关

系的分析，引导学生分析小型构造是如何反映大

型构造的，而大型构造又是如何控制小型构造的

发生和发展的。

4. 实行多样化的考核方式

为充分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应探索

多样化的考核方式，进一步弱化期末考试成绩，

强化平时成绩，从而全面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和积极性。比如可以把课外阅读以某种方式增加

到平时成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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