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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驱动教学法在高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运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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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项目驱动教学法把教学知识点转化为一个完整的项目，要求学生完成搜集信息、制定计划、项目实施、合作探究和效果评估

等工作过程，从而提高他们实践能力。项目驱动教学法融入高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他们合作探究

工程勘探与施工技术，从而提高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本文分析了项目驱动教学法在高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教学中重要性，提出了创设

问题情境、导入项目学习任务、开展小组合作探究、评估项目化学习成果的策略，以期提高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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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包括了基础地质学、地球物理学、

工程地质学、地质工程等知识，以培养学生地质勘察、解决地质

工程问题能力为目标，对学生实践能力要求比较高。为了提高学

生实践能力，高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教师要积极开展项目驱动

教学，提炼教学重难点，精心设计地质勘探、地质工程项目化教

学方案，导入相关地质工程实例，开展项目驱动教学，鼓励学生

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探究，让他们分析项目、模拟工程施工过程、

评估项目，让他们深度参与到项目驱动教学中，从而提高专业课

教学质量。

一、项目驱动教学法在高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教学中的重

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项目驱动教学法创新了高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方

式，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把实践教学重难点转化为真实项目，把

地质勘察、地质灾害防治和地下空间探测等实践技能融合起来，

有利于提高实践教学质量。项目驱动教学法促进了理论与实践教

学的衔接，让学生在分析项目、模拟项目实施过程中理解工程地

质学、地球地理学和地质工程等理论知识，加深他们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从而提高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质量。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实践性很强，不仅要求学生掌握资源勘

查与开发、工程基础勘查、城市地下空间探测、地质灾害防治、

环境监测与治理等专业知识，还要他们具备油田的勘察和开发，

施工地的地质调查，地震、滑坡等地质灾害的监测等岗位技能。

项目驱动教学法有利于促进岗位技能和课程教学的衔接，合理布

置地质勘察和地质工程设计任务，让他们根据图纸和相关勘察数

据来设计施工方案、利用 CAD 软件模拟施工流程，让他们主动探

究勘察技术与工程施工知识，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三）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随着工程认证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培养卓越工程人才成为高

校工科类专业教学改革热点。勘察技术与工程专业作为高校主要

工科专业之一，要肩负起培养卓越工程人才的责任，聚焦学生地

质勘察、地质灾害检测、施工技能和工匠精神培养，为国家培养

更多卓越型工程人才。项目驱动教学法为卓越工程人才培养开辟

了新途径，督促高校勘察技术与工程专业教师导入典型工作任务，

让他们利用工程图纸、工程案例开展教学，让学生完整体验地质

勘察、绘图、施工方案设计等过程，有利于提高勘察技术与工程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二、项目驱动教学法在高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运用路径

（一）精准提炼教学重难点，创设项目驱动教学情境

高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教师要对教材内容进行分析，根据

教学重难点确定项目驱动教学目标，再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

设计问题链，利用问题链创设项目驱动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例如教师在讲解油田的勘察和开发相关知识时，可以把油

田勘探方法、油田开发流程作为教学重难点，围绕这两点来设计

项目驱动教学方案，搜集油田勘察数据与开发工程图纸，设计环

环相扣的问题链，以此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教师可以设

计如下问题链：1. 油田勘探方法有几种？ 2. 油田勘探有哪些注意

事项？ 3. 油田开发流程是什么？ 4. 能否设计一份油田勘探与开发

方案。通过问题链，学生可以快速熟悉新课知识点，自主探究油

田勘探与开发相关知识，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应用，从而提高

他们自主学习能力。此外，教师可以把问题链、油田勘察与开发

数据和图纸下发给学生，引导他们进行课前预习，指导他们提炼

教材中的油田勘察方法、油田开发流程等知识点，提高他们课前

预习质量，为后续项目驱动教学奠定良好基础。总之，教师要根

据教学重难点科学设计项目驱动教学方案，科学设计问题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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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问题链引导学生探究勘查技术与工程知识，为后续项目驱动教

学打下坚实基础。

（二）导入项目学习任务，引导学生深度学习

教师可以利用微课导入油田勘察和开发数据和图纸，开展课

堂讨论，鼓励学生对课前布置的问题链、工程图纸，让他们探索

多元化解题方法、合作设计油田勘察方案、油田开发工程施工方案，

加深他们对知识点的理解。首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搜集油田勘

察常用的四种方法，让他们归纳出地质法、地球物理法、地球化

学法和钻探法各自特点、施工流程，并让他们对四种勘察方法对

地质条件的要求、施工难点进行拓展性学习，提高他们探究能力

和问题解决能力。通过课堂讨论，学生归纳出地质法是利用地质

资料寻找油气田基本方法，借助卫星照片、航天图等进行科学预

测；地球物理法包括了地震勘探、重力勘探、磁力勘探和电法勘探；

地球化学法是利用先进的分析仪器的新型勘探方法；钻探法就是

利用钻井寻找油气田的方法。其次，教师要对学生推理出的结论、

解题方法进行点评，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重点讲解油田勘察和

开发方法、施工方案，并结合图纸进行讲解，引导学生进行深度

学习，提高他们自主学习能力。例如学生可以结合图纸、勘察数

据探究油田开采工程施工方案，明确油田开发施工基本流程，并

分析教师提供的施工图纸，掌握油田开发项目施工流程，为后续

小组实践奠定良好基础。

（三）布置小组实践任务，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教师要设计小组实践任务，要求各小组完成油田勘察和开发

施工方案设计并绘制相关图纸，鼓励学生自由结组，让他们完成

工程项目相关任务，提高他们实践能力。第一，教师可以讲解油

田勘察数据分析、施工图纸设计、施工方案设计要点，解答各个

小组问题，留给他们充足的小组讨论和实践时间，激发他们自主

学习积极性。各个小组可以分析目标区域相关地质勘察数据，分

析其地下空间情况，明确油田勘察各个阶段任务，以及使用的勘

察数据；再深入分析油田开发施工方案，明确作业流程、安全注

意事项等要素，利用 CAD 软件模拟施工流程，提高小组合作学习

效率。第二，各个小组可以明确四种油田勘察方法操作流程，分

析不同地质条件下油田勘察和开发难点，分析钻井平台位置选取

方法、先进仪器勘察方法，设计详细的油田勘察和开发施工方案，

绘制相关图纸。例如小组要调查目标区域二级构造带或局部构造，

查明油田具体位置，明确其范围、大小、形态、闭合度、封闭性

以及上、下构造符合情况，通过取岩心和测试油气层以证实油气

层是否存在，进一步完善施工方案。

（四）展示项目驱动教学成果，培养学生工程思维

教师要积极组织项目驱动教学评估活动，引导学生展示项目

驱动学习成果，鼓励他们进行自评与互评，培养他们工程思维，

提高项目驱动教学质量。首先，教师要引导各个小组展示油田考

察和开发项目设计方案、施工图纸和模型，并让他们对本小组学

习过程、核心观点进行阐述，让他们参与到项目驱动教学中，构

建良好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关系，提高项目驱动教学质量。例

如各个小组可以展示绘制的油田开发施工图纸、项目施工方案，

介绍采用的油田勘查和开采方法，讲解施工图纸绘制过程、勘察

数据分析方法，充分展示本小组项目驱动学习成果。其次，教师

可以引导各个小组进行互评，让他们点评其他小组油田勘查方法

讲解是否准确、绘制的图纸是否正确、油田勘查和开采方案设计

是否合理，促进他们工程思维发展。此外，学生还可以进行自评

和互评，对自己小组合作学习过程、团队协作精神、工程思维等

进行自评，并对本小组成员、其他小组学习方法进行评价，虚心

学习其他同学学习方法，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三、结语

总之，项目驱动教学法创新了高校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教学

方法，把教学重难点转化为工程项目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让他们主动探究勘察与工程技术相关知识，提高他们自主学习能

力。教师要精准提炼教学重难点，创设项目驱动问题情境，引导

学生自主探究；导入项目学习任务，引导学生深度学习，加深他

们对勘察技术与工程知识的理解；布置小组实践任务，鼓励学生

合作探究工程勘查与施工相关知识，提高他们综合实践能力；展

示项目驱动教学成果，培养学生工程思维，全面提高高校勘查技

术与工程专业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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