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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基础》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151251 

课程名称：地质学基础／Geology Foundation 

学时学分：112/7 

适用专业：地质工程专业 

开课部门：地质工程学院 

一、课程的地位 

（一）课程性质 

《地质学基础》是地质工程学院地质工程专业的专业核心课。分为上下两

部分，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开课，总计 102 学时/7 学分，理论授课结合大一认

识实习，理论授课方式包括课堂讲授和实验两部分。 

（二）课程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 

本课程是地质学各学科的概论，使学生初步学习和掌握地质思维方法，为

进一步本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地质基础。课程任务是说明地质学的基本内容，

它涉及了矿物学、岩石学、内动力地质作用、外动力地质作用、构造地质学、

地史学、大地构造学、及地质灾害等多学科的基本知识，内容广、概念多是该

课程的最大特点，需要学生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良好的理解和记忆。通过学习

该课程，可以使学生获得地质学多方面的知识理论知识，同时还可以掌握野外

地质工作的方法。同时，授课中结合典型科研案例将课程思政内容引入教学

中，将专业教育和思想教育相结合，起到促进学生学习的效果。 

（三）本课程与其他课程关系 

本课程是地质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的专业核心课，涉及的内容是工程地质

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完本课程后，其应后续课程是《工程岩土

学》、《土力学》、《岩体力学》等课程。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掌握普通地质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了解地质科学的轮

廓，初步掌握地质学的基础理论和一般工作方法，掌握地球和地壳的物质组

成、结构和构造，动力地质作用原理，了解地球形成与演化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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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掌握普通地质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了解地质科学的轮

廓，了解地质学思维方法并能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 

（三）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同学们对地质学的兴趣，对祖国河山和大自然的

热爱，拓宽同学们的知识面，并引导大家较快进入地球科学研究领域，为后续

地质课程学习和今后从事地质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1 毕业要求：1-3 

能够应用地质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针对复杂的地质工程

问题，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提出经济、安全、合理的解决方案。 

2 毕业要求：5-3 

应该认识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等的适用范围及特

点，能够考虑地质体的复杂性，认识和理解这些技术、工具

在解决复杂地质工程过程中的局限性。 

3 毕业要求：12-1 

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了解、拓展知识和能力的途径，能认

识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必要性，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 

四、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1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旨在使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岩体力学基本理论技能和一定的实

践知识。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达到以下列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普通地质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课程目标 2：了解地质科学的轮廓，初步掌握地质学的基础理论和一般工作方法； 

课程目标 3：掌握地球和地壳的物质组成、结构和构造，动力地质作用原理； 

课程目标 4：了解地球形成与演化的基本规律。 

2 毕业要求指标点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1 毕业要求：1-3 L1 L3 L4 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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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5-3 L2 L2 L4 L5 

3 毕业要求：12-1 L2 L3 L2 L5 

支撑关系：L1 认知；L2 理解；L3 应用；L4 分析；L5 综合；L6 评判 

五、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第一章 绪论 

1、教学要求 

（1）熟悉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地质学一般研究方法，掌握地质学的研究对

象、内容和分科； 

（2）初步了解学习地质学应注意的问题，地质学的研究意义。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地质学的研究对象及内容 

第二节地质学的任务 

第三节地质学的研究内容地球的物质组成、结构和构造、动力地质作用、

形成和演化。 

第四节地质作用及其研究方法地质作用、地质作用的特点、地质作用的研

究方法 

第五节我国地学研究的若干地域优势 

青藏高原、西北黄土高原、大别-秦岭高压-超高压变质带、云南澄江动物

群、辽西热河动物群、陆相生油盆地、滇黔桂喀斯特地貌、华南花岗岩 

3、教学重点 

地质学的内容及分科。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介绍地球的基本知识、外动力作用、地质学的发展与演化与资源、环境、

减灾、人与地球等方面的关系，反映了地质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强调

要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首先需要认识自然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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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矿物 

1、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 

（1）掌握克拉克值概念 

（2）熟悉矿物的概念及其基本性质； 

（3）认识常见矿物，并了解其用途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矿物的概念 

矿物的定义、晶体、非晶质体与准晶体 

第二节矿物手标本的鉴定特征 

矿物的形态、矿物的物理性质 

第三节常见矿物 

矿物的分类、常见矿物 

第四节矿物的用途 

工业矿物原料、矿物材料 

3、教学重点 

矿物的物理性质、矿物的鉴别。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开展 2 学时课内实验，认识矿物标本。 

5、课程思政 

通过将矿物的基本物理特征的介绍，同时对一些典型宝玉石的鉴赏特征的

对比介绍，说明矿物认识的重要性，强调矿物的认识是地质工作的基础内容，

只有打牢基础，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三章 岩浆作用与火成岩 

1、教学要求 

（1）了解岩浆的概念、掌握喷出岩浆的类型 

（2）知道侵入作用及侵入岩的主要类型 

（3）了解火成岩的主要结构和构造、了解火成岩分类及成因 

2、教学内容及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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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喷出作用与喷出岩 

岩浆的概念、喷出作用与喷发产物、喷出岩浆的类型及其喷发特征、火山

喷发的间歇性、典型火山喷发实例、火山喷发对气候的影响、世界火山的分布 

第二节侵入作用与侵入岩 

侵入作用概述、侵入岩的产状、侵入岩的主要类型 

第三节火成岩的结构与构造 

火成岩的结构、火成岩的构造 

第四节火成岩的分类及其野外识别 

火成岩分类、熔岩、深成侵入岩与浅成岩的主要辨别标志、火成岩的野外

识别 

第五节火成岩的成因 

地球的内热、地热的成因、岩浆的形成、火成岩多样化的原因 

3、教学重点 

喷出作用和岩浆侵入作用；侵入岩产状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开展 4 学时课内实验，认识岩石标本。 

5、课程思政 

结合夏威夷群岛火山地质和地貌特征研究的介绍，说明火山作用与日常生

产生活的关系，强调每个事物都有利与弊，我们要善于发现其有利之处，才能

更好的评价和利用它。 

第四章 外力地质作用与沉积岩 

1、教学要求 

（1）了解外力地质作用的类型、了解沉积岩的结构及沉积构造 

（2）掌握沉积岩的形成过程 

（3）认识常见的沉积岩类型及其特征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外力地质作用的一般特征 

引起外力地质作用的因素、引起外力地质作用的能源、外力地质作用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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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第二节沉积岩的特征 

沉积物的来源、沉积岩中的矿物、沉积岩的结构、沉积构造 

第三节常见的沉积岩 

沉积岩的类型、常见陆源和内源沉积岩及其特征 

3、教学重点 

外力地质作用的类型、沉积岩的结构及沉积构造、沉积岩的形成过程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开展 4 学时课内实验，认识岩石标本。 

5、课程思政 

沉积岩是地表分布广的一类岩石，在地球地表，有 70%的岩石是沉积岩，

但如果从地球表面到 16 公里深的整个岩石圈算，沉积岩只占 5%。沉积岩主要

包括石灰岩、砂岩、页岩等。沉积岩中所含有的矿产，占全部世界矿产蕴藏量

的 80%。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认识沉积岩，才能更好的利用其建立更适宜的环

境。 

第五章 变质作用与变质岩 

1、教学要求 

（1）熟悉变质作用的概念及影响因素。掌握变质作用方式和原理。 

（2）初步了解变质作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规律。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变质作用概述 

变质作用概念、引起变质作用的因素 

第二节变质作用中原岩的变化 

物质成分的变化、变质岩中的矿物、变质岩的结构、变质岩的构造 

第三节变质作用类型及其代表性岩石 

接触变质作用、区域变质作用、混合岩化作用、动力变质作用 

第四节岩石的演变 

3、教学重点 

https://baike.so.com/doc/3542063-37254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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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作用的概念、变质作用方式、变质作用原理、引起变质作用的因素、

变质作用主要类型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开展 4 学时课内实验，认识岩石标本。 

5、课程思政 

变质作用的方式和过程复杂多样，影响变质作用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其

中包括温度、压力、应力、流体作用、时间等。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其发

展变化规律，就能合理的进行利用。 

第六章 地质年代 

1、教学要求 

（1）熟悉确定相对地质年代和同位素地质年代方法；掌握地质年代表； 

（2）初步了解各个地质时期。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相对年代的确定 

地层层序律、生物层序律、切割律或穿插关系 

第二节同位素年龄的测定 

第三节地质年代表 

地质年代表的建立、地质年代名称的来源与含义、岩石地层单位的概念 

第四节地质历史时期的生物爆发与灭绝 

生物大爆发、生物大灭绝 

3、教学重点 

确定地质年代的方法：相对地质年代和绝对地质年代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地质年代是根据生物的发展和地层形成的顺序，按地壳的发展历史划分的



 

8 
 

若干自然阶段。地质年代常常在地质学和考古学中使用。而每个人也有个人的

发展历程，激发学生提前做好大学规划，向着梦想前进。 

第七章 地震及地球内部构造 

1、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 

（1）熟悉地震的相关基本概念及地震造成的灾害；掌握地质的成因类型、

地震的演化过程。 

（2）初步了解地震的地理分布。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地震的基本概念 

地震概况、地震类型、地震序列、国内外强烈地震的实例 

第二节地震波与地震仪 

地震波、地震仪 

第三节地震的强度 

地震的震级、地震的烈度 

第四节地震的分布 

全球地震带分布、我国地震带分布 

第五节地震预报与预防 

地震预报、地震预防 

第六节地球的内部构造 

地球内部地震波速度突变的主要界面、初步的地球参考模型（PREM）、地

球内部各层圈的物质成分、均衡原理 

3、教学重点 

地震的基本特征和成因分类；震源、震中、震级和烈度概念；世界主要的

地震带。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介绍汶川地震带来的灾害，人员和生命财产方面的严重损失，强调学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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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重要性。 

第八章 构造作用与地质构造 

1、教学要求 

（1）构造作用的基本方式、熟悉构造运动与地质构造的关系； 

（2）熟练掌握褶皱、节理、断层的概念、要素、类型、特性。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构造作用的基本方式 

水平运动、垂直运动、水平运动与垂直运动的关系 

第二节岩石的变形与地质构造 

岩石的空间位置、褶皱、断裂、节理、断层相关褶皱 

第三节地层的接触关系 

整合接触、假整合接触、不整合接触、侵入接触、侵入体的沉积接触 

第四节构造期与构造事件 

太古宙构造期、元古宙构造期、新元古代晚期-志留纪构造期、晚古生代构

造期、早中生代构造期、燕山构造期、喜马拉雅构造期 

3、教学重点 

岩层产状，沉积地层的接触关系，褶皱，断层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地质构造造成了不同的地形地貌。丰富多彩的地质构造，才让我们的山川

河流各有各的风采。事出有因，行必有果，分析和认识自然规律，我们必须打

好地质基础。 

第九章 板块构造 

1、教学要求 

（1）掌握岩石圈板块的划分和分界线的类型；掌握威尔逊旋回的划分阶段 

（2）了解海底扩张的证据 

2、教学内容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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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大陆漂移 

第二节海底扩张 

海底地质考察、海底扩张的论证、海底扩张说的提出、海底扩张说催生的

新成果 

第三节板块构造 

板块边界类型——板块划分的依据、全球板块的划分、两种大陆边缘、海

洋的开闭旋回（威尔逊旋回）、板块运动的驱动力、地体的概念、板块构造理论

的最新进展——大陆动力学 

3、教学重点 

板块边界类型；两种大陆边缘的区别；威尔逊旋回各阶段的划分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在大陆漂移说和海底扩张说的基础上，产生了板块

构造学说。介绍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历程，说明把兴趣作为事业进行研究所

取得的成就，激发学生专业自豪感。 

第十章 风化作用 

1、教学要求 

（1）熟悉风化作用的概念及动力类型。掌握风化作用的主要方式及其作用

原理及风化壳概念； 

（2）初步了解风化作用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风化作用的类型 

物理风化、化学风化、生物风化 

第二节制约岩石风化性质与特征的因素 

气候、地形、岩石的特征 

第三节风化作用的产物 

风化产物的类型、残积物、风化壳、土壤、风化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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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重点 

（1）风化作用的主要方式及其作用原理。 

（2）风化壳概念及类型。 

（3）影响风化作用的因素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风化作用是指地表或接近地表的坚硬岩石、矿物与大气、水及生物接触过

程中产生物理、化学变化而在原地形成松散堆积物的全过程。这种潜移默化的

作用正是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所要养成好品德的原因，激发学生养成积累的好

习惯。 

第十一章 河流及其地质作用 

1、教学要求 

（1）熟悉地面流水类型。掌握河流地质作用； 

（2）初步了解河流冲积物及其类型特征。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河流概述 

地表水流、河谷的横剖面、河流的纵剖面、流域盆地、影响河流侵蚀与沉

积的因素 

第二节河流的侵蚀作用 

侵蚀的方式、侵蚀的方向 

第三节河流的搬运作用 

流水质点的运动方式、物质搬运的方式、河流的搬运能力和搬运量 

第四节河流的沉积作用 

沉积发生的原因、冲积物、冲积物的地貌类型 

第五节河流的均夷化与去均夷化 

深切河曲、河流阶地、阶地类型 

第六节河流发育与地质构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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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准平原 

3、教学重点 

（1）河流下蚀作用和侧蚀作用的特点及结果 

（2）曲流河及牛轭湖的形成过程 

（3）河流沉积的类型 

（4）河流阶地的类型及特征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介绍河流普遍分布于不同的自然地理带，是改造地表的主要地质营力之

一。河流的地质作用主要分为侵蚀作用、搬运作用和沉积作用。如果我们能够

深入的认识河流地质作用，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利用和改造环境。 

第十二章 冰川及其地质作用 

1、教学要求 

（1）熟悉冰川地质作用。掌握冰川类型及其堆积物特征； 

（2）初步了解冰川的形成、运动。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冰川的形成与运动 

冰川的形成、冰川的运动 

第二节冰川的类型 

大陆冰川、山岳冰川 

第三节冰川的剥蚀作用与冰蚀地貌 

冰川的剥蚀作用、冰蚀地貌 

第四节冰川的搬运作用与沉积作用 

冰川的搬运作用、冰川的沉积作用与冰碛物、冰碛地貌 

第五节冰水沉积物及其地貌 

冰水扇、纹泥、蛇形丘 

第六节冰川作用及其原因 



 

13 
 

冰川作用、冰川作用的影响、冰川作用的原因 

3、教学重点 

川地质作用；冰川的形成、运动；冰碛物的特点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介绍冰川的搬运作用，说明冰川搬运能力很大，可将粒径 10~20 米以上的

巨大岩块搬走。粒径大于 1 米的岩块称为冰川漂砾(见彩图)。冰川的搬运作用

包括载运和推运两种方式。但这种搬运是潜移默化的，强调持之以恒的精神非

常可贵。 

第十三章 地下水及其地质作用 

1、教学要求 

（1）熟悉地下水的作用原理及其产物；掌握地下水的类型和运动特征； 

（2）初步了解喀斯特作用及喀斯特地貌。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地下水概述 

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地下水的化学成分、地下水的补给和排泄 

第二节地下水的类型 

根据地下水埋藏条件的划分、根据含水层空隙性质的划分 

第三节地下热水 

第四节地下水的地质作用 

地下水的剥蚀作用及喀斯特、地下水的搬运作用和沉积作用 

第五节地下水的开发与利用 

3、教学重点 

空隙率、透水层及隔水层的概念；包气带、饱和带、潜水、承压水的概

念；地下水的作用原理及其产物；喀斯特作用及喀斯特地貌。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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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不同的赋存介质和赋存深度对地下水水质产生重要的影响，介绍这方面的

知识，告诉学生要珍惜可贵的水资源。 

第十四章海洋及其地质作用 

1、教学要求 

（1）熟悉海水运动的类型及特点；掌握滨海和浅海的（机械和化学）沉积

作用。 

（2）初步了解海洋概况，海水的物理、化学性质，海洋生物分布及特点，

海洋有关资源。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海洋概况 

海水的化学成分、海水的物理性质、海水中的生物 

第二节海水的运动及其地质作用 

波浪及其地质作用、潮汐及其地质作用、洋流及其地质作用、浊流及其地

质作用 

第三节海底沉积物 

海底沉积物的来源、滨海沉积、浅海沉积、半深海沉积、深海沉积 

第四节海水的进退 

3、教学重点 

海水运动的类型及特点；滨海和浅海的沉积作用；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海洋地质作用是指海洋是贮集于地球表面低洼地区(海盆)的巨大水体,现约

占地球面积的 71%。海盆不仅容纳陆地上各种地质营力带来的物质,海洋本身的

运动、生活其中的生物活动,以及海水的物理化学条件的发展和演化,在塑造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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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污染海洋，就是污染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第十五章 湖沼及其地质作用 

1、教学要求 

（1）熟悉湖泊的沉积作用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掌握湖水的来源，化学成分

及其影响因素； 

（2）初步了解沼泽生物堆积作用与成煤作用。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湖泊概述 

湖泊概况、湖水的来源、排泄及其化学成分、湖泊的成因类型、我国湖泊

分布的特点 

第二节湖泊的地质作用 

湖水运动的特征、湖泊的剥蚀和搬运作用、湖泊的沉积作用 

第三节沼泽及其地质作用 

沼泽的概念及其成因、沼泽的沉积作用 

3、教学重点 

湖泊沉积作用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干旱和潮湿地区湖泊化学沉积作用的差

别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湖水的破坏作用一般限于湖岸带。湖浪和湖流对湖岸的改造，以及对碎屑

的搬运作用与海浪和洋流的作用相似，只是强度弱，规模小。但地球表面分布

的湖泊数量多，分布广对大自然地质地貌的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十六章 荒漠特征与风的地质作用 

1、教学要求 

（1）熟悉风的地质作用和灾害性及其形成条件与防治。掌握风的地质作用

特点及风蚀作用方式； 

（2）初步了解荒漠的成因及荒漠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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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荒漠概述 

荒漠的形成条件、荒漠中的某些特征性现象、荒漠化 

第二节风的地质作用 

风的剥蚀作用、风的搬运作用、风的沉积作用 

第三节黄土 

黄土的一般特征、黄土的物质成分、黄土的分布、黄土的成因 

3、教学重点 

风的地质作用；风蚀作用的方式；风的搬运作用方式；沙丘的灾害性及其

形成条件与防治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风的地质作用由于地表摩擦阻力的影响，越近地表风速越小。在地面植被

茂密的地区，风力不易产生地质作用，但在地面既无植被也无水体覆盖的地

区，风力不大就能促使地表物质迁移、地形改观，产生显著的地质作用，这种

作用在干旱地区尤为显著。如何合理的利用和改造风力资源，需要我们深入研

究去开展沙漠绿化，风力发电等工作。 

第十七章 块体运动 

1、教学要求 

（1）熟悉重力地质作用类型及特征； 

（2）初步了解重力地质灾害性的形成条件与防治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影响块体运动的主要因素 

重力作用、水的作用、其他因素作用 

第二节块体运动的类型 

崩塌、滑坡、泥石流 

第三节相关地质灾害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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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重点 

重力地质作用类型及特征；斜坡变形的主要类型；泥石流堆积物的特点；

重力地质灾害性的形成条件与防治 

5、课程思政 

介绍块体运动的分布，介绍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危害。世界上块体运动发育

的国家有中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美国、苏联、加拿大、波兰、

瑞士、瑞典、奥地利、挪威、英国、新西兰、印度和朝鲜等。在中国分布很

广，沿大兴安岭-太行山-武当山-雪峰山一线将中国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

位于中国地貌上的第二、三阶梯上，块体运动分布密集;东部块体运动明显减

少。沿秦岭-淮河一线(年平均雨量 800 毫米等值线)将中国划分为南、北两部分,

北部块体运动稀疏,南部块体运动密集。其中，西南地区是中国块体运动数量最

多、类型最齐全、活动最频繁的地区。需要学生们努力学习去改造我们的周边

环境。 

第十八章 行星地质概述 

1、教学要求 

（1）了解太阳系及其起源 

（2）了解类地行星；了解类木行星及其卫星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太阳系及其起源 

太阳系、撞击作用、太阳系起源 

第二节类地行星 

水星、金星、月球、火星、类地行星的比较 

第三节类木行星及其卫星 

木星及其卫星、土星及其卫星 

3、教学重点 

类地行星及其间的比较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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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思政 

介绍寻找下一个地球的目前科学研究进展，说明对宇宙和未来的探索是人

类永恒的主题，激发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第十九章 地球形成与生物演化 

1、教学要求 

（1）了解地球形成过程； 

（2）了解地球形成后各个时期生物演化过程 

（3）了解生物界中的灾变性事件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地球的天文时期 

地球圈层构造的形成、陨星的撞击及其频繁的火山爆发、热流值的迅速衰

减、原始地壳的组成、原始大气与次生大气、原始水圈的出现 

第二节太古宙-元古宙时期 

大气圈、水圈、生命的起源与演化、陆核和地盾的形成 

第三节显生宙时期 

3、教学重点 

生命的起源与演化；生物界的灾变性事件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介绍小知识：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生物。个体生物本身也在不断的变

化着。时间由过去流向未来，地球生物不断演化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称进

化，得以繁荣。不适应的称退化，则衰亡。人类保护稀有生物，目的在于保护

物种的多样性，提高生物整体的适应环境能力，保留生物演化图谱 。 

第二十章 人类社会与地质坏境 

1、教学目的 

（1）熟悉地球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掌握地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及人类

活动对地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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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步了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及地质学的发展趋势。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环境地质学的一般概念 

环境与地质环境、环境地质学的研究内容 

第二节城市兴衰与地质环境 

城市兴衰的地质因素、城市规划的地质因素、城市建设的地质因素 

第三节人体健康与地质环境 

人体的元素组成、微量元素的生理功能、地方病的环境地质致因、地质药

物 

第四节废物处置的地质环境 

城市废物处置的地质环境、放射性废物处置的地质环境 

第五节人为地质作用 

地面沉降、咸水入侵、地下水污染、海平面上升、土地沙漠化、土壤盐碱

化、水土流失、诱发地震、矿产资源枯竭 

3、教学重点 

温室效应、环境地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身体健康与地质环境的关系、人

为地质作用 

4、教学方法 

授课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与 PPT 形式或其他多媒体授课方法等现代教学方

法相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自主式教学、发现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鼓励学

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5、课程思政 

人类工程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地质环境中进行的，两 du 者之间必然产生特定

方式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制约。这种相互的关联与制约，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一

方面，地质环境制约着人类工程活动；另一方面，人类工程活动又会以各种方

式影响着地质环境 地质环境制约着人类工程活动。学好地质工程专业才能更好

的处理人类活动和地质环境的关系。 

六、课程内实践教学内容与要求 

本课程内实践教学内容共计 14 学时，应开设实验项目 4 个。 

所在章 实验项目名称 要求 学时 类型 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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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矿物 必做 2 认识性 工程地质学实验室 

第三章 岩浆作用与火成岩 必做 4 认识性 工程地质学实验室 

第四章 外力地质作用与沉积岩 必做 4 认识性 工程地质学实验室 

第五章 变质作用与变质岩 必做 4 认识性 工程地质学实验室 

七、课程学时分配（以章节为单位） 

 章次 各章名称 
学时分配 

合计 
讲课 实验 讨论/习题 

上篇 

第一章 绪论 2   2 

第二章 矿物 14 2  16 

第三章 岩浆作用与火成岩 12 4  16 

第四章 外力地质作用与沉积岩 14 4  18 

第五章 变质作用与变质岩 8 4  12 

下篇 

第六章 地质年代 2   2 

第七章 地震及地球内部构造 4   4 

第八章 构造作用与地质构造 4   4 

第九章 板块构造 4   4 

第十章 风化作用 4   4 

第十一章 河流及其地质作用 6   6 

第十二章 冰川及其地质作用 2   2 

第十三章 地下水及其地质作用 6   6 

第十四章 海洋及其地质作用 2   2 

第十五章 湖沼及其地质作用 2   2 

第十六章 荒漠特征与风的地质作用 4   4 

第十七章 块体运动 2   2 

第十八章 行星地质概述 2   2 

第十九章 地球形成与生物演化 2   2 

第二十章 人类社会与地质坏境 2   2 

合计 98 1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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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1、推荐教材 

《普通地质学》，舒良树主编，地质出版社，2013 年。 

《简明岩石学》，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李昌年主编，2010 年 9 月第一

版。 

2、教学参考书 

吴泰然，何国琦.2003.普通地质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陶晓凤，吴德超.2007.普通地质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夏邦栋，1995.普通地质学（第二版).北京：地质出版社. 

叶俊林等，地质学基础.1996.北京：地质出版社. 

九、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采用启发式和案例式教学方法；该课程为

考试课，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加权计算得到，平时成绩和

期末考试成绩各占 50%；平时成绩由出勤次数、课堂问题回答、课内实验报

告、课后作业和期中考试组成，其中课后作业作为平时成绩给出的主要依据。

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 

 

修订人：王磊                       修订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 

审核人：王伟                       审核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