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22 期·2021 年 11 月

6

10.12345/jxffcxysj.v4i22.9422

《地球科学导论》实验教学新思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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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导论》是地质学及相关专业本科生必修课程。传统模式的实验教学存在目标性不强、授课方式方法枯燥、感受
性不明显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实验教学目标应以激发学生求知欲为主；实验教学应采用虚拟仿真技术的沉浸
式教学模式；实验教学的考核也应采用游戏闯关模式。做到寓教于乐，才能实现《地球科学导论》课程设置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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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球科学导论》是地质学及相关专业本科生必修的

通用基础课程。本课程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地球科学导论》虽设置了少量的实验课程，但以往开展的

实验均是一些简单矿物、岩石的基本认识，由于课时的限制，

在短时间内，学生很难吸收复杂的地质知识，反而让学生产

生了抵触心理。另外，这些实验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与矿物学、

岩石学的专业课程实验有所重复。因此，需要对《地球科学

导论》实验课程的设置进行深入分析，明确教学目标，开展

新思路，使得实验授课成效最大化，培养新生对该专业学习

的兴趣和爱好。

2 实验教学概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实验教学概况

《地球科学导论》是学习地球科学知识的基础入门课

程 [1,2]。在实验教学中，主要包括常见矿物和常见三大岩类

基本类型及宏观鉴定特征。

2.2 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验教学的目的性

《地球科学导论》实验教学目的是通过实验，使学生

建立对矿物、岩石的初步感性认识，少量的课时也使得实验

教学变成了走马观花，矿物、岩石等实验在后期开展的课程

中会进行专门的讲授，课时长，可以让学生有充分的接触过

程，建立学习环境，本门课程的实验内容有所重复，且目的

性不强。

实验教学的模式传统化

传统的实物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学习的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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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要求；为使学生能更好地对地球科学产生兴趣，实验教学

模式需进行深入剖析，找到适合该门课程特点的新方向。

实验课程考核模式化

目前该课程仍是以传统的做实验、写报告、按报告内

容给成绩的形式进行，无法调动学生主观学习的动力。

3 实验教学新思路探析

3.1 实验教学目的设置新思路

《地球科学导论》以往目标任务的达成度，在前期的

教学过程中已有所体现，效果不够理想。因此，作者认为，

该门课实验教学应有新的方向，兴趣是学习最大的动力，调

查结果显示，在地质学专业真正对自己所学专业表示喜欢和

有兴趣的学生不足 10%，所以如何让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

感兴趣才是本专业初始教育的关键所在，《地球科学导论》

是地质学专业学生所接触到的第一门专业课程，那么这门

课程的目标设置应围绕着如何提高学习主观性、兴趣性为

核心。

3.2 实验教学模式新思路

我们处于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型的时代，VR可视化技术

引入到实验教学的沉浸式模式已是势在必行。VR即虚拟仿

真可视化技术，目前，VR技术已在各个领域均得到了广泛

应用，如医学、建筑领域等。近年来，VR技术在地质学领

域的应用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国际上开展了相关研究 [3-6]。

例如，Buckley等采用 LIME软件，对可视化 3D模型和相

关图像数据进行解释和协同处理 [4]；唐章英等、田毅等也通

过三维模拟技术对野外实习基地进行了信息化建设，为地质

系学生提供了可以自由探索和相互交流的模拟场景 [5-6]。沉

浸式教学模式是让学生通过佩戴 3D眼镜，进行虚拟仿真世

界。在其中，学生可以在太空中漫步，观察到不同星系相对

大小和特点；可以亲身感受到地震时的地面物体摇晃及破

坏；火山喷发如同就在你眼前，炙热的岩浆向你扑面而来；

除此之外，也可以让学生看到人类活动将会造成的环境破坏

等一切现实中无法身临其境的场景，充分做到让学生在环境

中学习，大大提升学生的好奇心及对新知识求知欲的渴望。

3.3 实验教学考核模式新思路

在新的实验教学模式下，传统的实验报告方式已不能

满足考核的要求，在新的实验模式下，在虚拟场景中设置相

应的闯关游戏，采用闯关能力来评定实验的成绩，做到寓教

于乐。

4 结论

针对《地球科学导论》课程及实验教学特点，该课程

实验教学应以调动学生求知欲好奇心为主要目标，应采用

VR虚拟仿真技术与实验教学内容相结合，实现身临其境的

沉浸式教学模式，使学生对专业产生兴趣，更有利于后面专

业课程的学习。同时，在成绩考核中也采用游戏闯关等新思

路，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性，这样才能达到该门课程学习

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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