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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地质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地质学是关于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构造、外部特征、各层圈之间的

相互作用和演变历史的知识体系，是研究地球及其演变的一门自然科学，

同时涵盖资源综合利用与开发、环境保护和灾害防治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被视为是二十一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

自 1958 年地质学专业招生以来，培养了大批地质科学的优秀人才，为国家

和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了层次齐全、

体系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并拥有地质学博士后流动站。办学过

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培养经验和扎实的办学基础。2006 年地质学专业获甘

肃省重点学科，2011 年获批甘肃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2011 年成立地质科学与

矿产资源学院后，学院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秉承立足西部，自强不息，争创一流”的

办学理念，以学科特色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注重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并重的教育

思想，实施科研培训计划，强化实践教学，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思维和创

业能力的培养，构建理念先进、目标具体、特色鲜明的品牌地质学专业。

学院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在职教师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有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2人，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 2人，第二层次

3人。本专业以突出自然科学基础，注重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推动实践育人，完善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同时，积极构建实践教学支撑平台，新购置安装 Nikon 透反射显

微镜、原装进口奥林巴斯透反射偏光显微镜，供本科生教学、毕业论文等教学项

目使用；充分使用教学实验室进行实践教学，有本科教学专业实验室 7间，本科

标本陈列室 1间，总面积约 654 平米，有各类标本和薄片 3,050 件（组），仪器

设备 213 台（套）；已建有比较完善的甘肃天水野外实践基地、白银平川野外实

践教学基地，近两年又与地方政府及单位联合共建了多个兼具基础性、典型性的

实践教学基地，包括和政古生物化石国家地质公园、鸣沙山月牙泉省级地质公园、

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野外实习实践基地、甘肃炳灵丹霞国家地公园教学实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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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修满规定的学分，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二、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

培养定位：地质学专业依据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重能力的培养原则，

力求培养具有优良的思想品德、健全的人格、扎实的地质学理论知识、富有创新

精神、野外实践能力，具有数理化基础、人文社科素质、国际化视野和科学思维

能力的学术型、复合型精英人才。

培养目标：通过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培养适应我国现代社会发展和建设的

实际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

神；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外语应用技能，具备扎实地质学理论基础、知识

面宽、能力强、素质高，以及富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

才。毕业后适宜在石油、地矿、有色、冶金、煤炭、环境、基础地质工程、旅游

开发等领域中从事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政府管理、技术开发与技术管理工作，

也可在地质资源开发、评估、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开展创新创业工作。

三、专业的基本要求

（一）思想政治和德育方面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素质；具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

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聪明才智；热爱地球科

学事业，责任感强，理论联系实际，有良好学风，艰苦求实，善于合作和勇于创

新的科学精神。

（二）业务方面

1.系统地、较好地掌握数理化和地质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受到良好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的基本训练。

2.掌握野外区域地质调查的工作方法、技能，并具备其研究工作的组织能力，

具有扎实的实验室独立工作和研究的能力。



3.具备对区域地质、油气和固体矿产、地球历史演化等进行初步研究的能力。

4.熟悉国家有关矿产资源及环境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5.了解现代地球科学的前沿理论、发展动态和研究最新成果。

6.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和一门外国语，掌握文献检索和其他获取信息的方法，

具有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以及一定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

和组织管理的能力。

（三）体育方面

了解体育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

生体育的合格标准，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身心健康。

四、专业的学制与学分

地质学本科专业学制为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分阶段完成学业。

但具有学籍的时间最长不超过八年，累计修业时间不超过六年。

在四年或弹性学制期限内修满 155 学分。

五、专业主干课程、特色课程和精品课程

1、主干课程：地球科学概论、结晶学与矿物学、岩浆岩岩石学、沉积岩岩

石学、变质岩岩石学、古生物学、构造地质学、地史学、矿床学。

2、特色课程：找矿勘探学、全球构造与区域地质、地球物理、矿相学、岩

石物理学。

3、精品课程：古生物学。

六、课程体系结构与学时学分分配

(一) 课程体系结构与学时学分分配总表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公共基础课 必修 60 38.7% 1206 40.8%
专业课 必修 32 20.6% 612 20.7%

专业特色课 限选 31 20% 558 18.9%
通识选修课 选修 10 6.5% 180 6.1%



实习 必修 22 14.2% 396 13.4%
实践环节(含实

习、实验)
必修 39 25.2% 970 32.8%

合 计 155 2952

(二) 公共基础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总

数
开课学期 备注

1 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54 1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6 2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54 3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72 4、5

5 大学英语 12 216 1、2、3、4
6 高等数学 11 198 1、2
7 线性代数 4 72 3
8 普通物理及实验 8+3 144+108 2、3、4 实验 108
9 体育 4 144 1、2、3、4
10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 2 36 1
11 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 2 36 2

12 形势与政策 2 36 2、4、6

合计 60 1206

(三) 专业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总数 开课学期 备注

1 地球科学概论 3 54 1 讲授 36实践 36

2 普通化学 3+1 90 1 讲授 54实验 36

3 结晶学与矿物学 3 54 2 上 讲授 36实践 36

4 晶体光学 2 36 2 下 讲授 24实践 24

5 岩浆岩岩石学 3 54 3 讲授 36实践 36

6 物理化学 2+1 36+36 3 实验 36

7 沉积岩岩石学 3 54 4 讲授 44实践 20

8 构造地质学 3 54 4 讲授 40实践 28

9 古生物学 3 54 4 讲授 36实践 36

10 地史学 2 36 4 讲授 24实践 24

11 矿床学 3 54 7 讲授 36实践 36

合计 32 612



(四) 专业特色选修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

号
模块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总数

开课

学期
备注

1

选修 A：

本模块

指定选

修 14 学

分

地球化学 3 54 5 讲授 36实践 36
2 变质岩岩石学 2 36 5 讲授 30实践 12
3 地球物理 2 36 5

4 沉积环境和沉积相 2 36 6

5 矿相学 2 36 7 讲授 24实践 24
6 全球构造与区域地质 3 54 7

合计 14 270

7

选修 B:

本模块

至少选

修 17 学

分

第四纪地质 2 36 5

8 岩石物理学 2 36 5

9 海洋地质学 2 36 5

10 遥感地质学 2 36 5

11 石油地质学 2 36 6

12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2 36 6

13 同位素地质学 2 36 6

14 全球变化 2 36 6

15 环境地质学 2 36 6

16 找矿勘探学 3 54 6

17 岩石地球化学 2 36 7

18 宝玉石学 2 36 7

合计 25 396

(五) 通识选修课（含公共选修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总数 开课学期 备注

1 大学语文 3 54 1

2 兰大导读 2 36 1 创新教育课程

3 其它课程 5

着眼宽口径的培养目标，兼顾个人兴趣和能力，学生需跨学科选修其他专业

通识课程（含公共选修课）至少 10 学分。

(六) 实践环节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1 基础地质实习 2 36（2 周） 2



2 区域地质测量实习 4 72（4 周） 4

3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2 36 5

4 生产实习（综合地质实习） 5 90（5 周） 6

5 毕业论文 8 144（14 周） 8

6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 1 18（3 周） 1

合计 22

(七) 科研创新学分:3 学分

科研创新学分设置及计算办法如下：

①完成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君政学者项目（君应为“上竹下

君”）、国家理科基地学生科研训练项目，项目第一完成人计 3学分，其他完成

人计 2学分；完成兰州大学本科教学工程专项经费支持的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项

目、兰州大学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项目第一完成人计 2学分，其他完成人计

1学分；完成各学院自筹经费设立的各类科研训练项目，项目完成人每人计 1学

分。

②获得国家级大学生专业大赛特等奖、一等奖每人计 3学分，二等奖每人计

2学分，三等奖每人计 1学分。获得省级大学生专业类大赛特等奖、一等奖每人

计 2学分，二等奖每人计 1学分。获得国际级大学生专业性比赛奖项的学分转换

由所在学院参照本办法认定。

③SCI、EI 收录期刊以及国内外权威刊物论文每篇计 3学分，发明专利每项

计 3学分，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每篇计 2学分，其他公开发行的刊物论文每篇计

1学分。学生均应为第一作者或发明人。

以上各项学分均由项目组成员共同分配，最多计 3人



七、专业教学计划总体安排一览表

课程

类别

课

程

性

质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 时 分 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讲

授

习题

讨论

实

验

课

外

自

修

上 机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课内 课外 1 2 3 4 5 6 7 8

公

共

基

础

课

必

修

1 1039143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3 3 54 54 54

2 1039141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2 2 36 36 36

3 1039142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3 3 54 54 54

4 1039916
1039917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4 4 72 72 36 36

5 大学英语 12 3 216 216 54 54 54 54
6 高等数学 11 11 198 98 108 90
7 线性代数 4 4 72 72 72
8 体育 4 2 144 144 36 36 36 36

9 2043030 大学信息技术基

础
2 2 36 36 36

10 2042900 普通物理 8 8 144 144 72 72
11 普通物理实验 3 6 108 108 72 36
12 形式与政策 2 36 36

13 4075003 职业生涯发展与

规划
2 2 36 36

专

业

课

必

14 地球科学概论 3 3 54 36 36 54
15 普通化学 3 3 54 54 54
16 普通化学实验 1 2 36 36 36
17 结晶学与矿物学 3 3 54 36 36 54
18 晶体光学 2 2 36 24 24 36
19 岩浆岩岩石学 3 3 54 36 36 54

http://202.201.0.242/academic/manager/querycourse/course_detail.jsdo?cid=354
http://202.201.0.242/academic/manager/querycourse/course_detail.jsdo?cid=354
http://202.201.0.242/academic/manager/querycourse/course_detail.jsdo?cid=354
http://202.201.0.242/academic/manager/querycourse/course_detail.jsdo?cid=354


修
20 物理化学 2 2 36 36 36
21 物理化学实验 1 2 36 36 36
22 沉积岩岩石学 3 3 54 44 20 54
23 构造地质学 3 3 54 40 28 54
24 古生物学 3 3 54 36 36 54
25 地史学 2 2 36 24 24 36

26 矿床学 2 36 36 54

专

业

特

色

选

修

课

指

定

选

修

27 变质岩岩石学 2 2 36 30 12 36
28 地球化学 3 3 54 36 36 54
29 地球物理 2 2 36 36 36
30 沉积环境沉积相 2 2 36 36 36

31 全球构造与区域

地质
3 3 54 54

54

32 矿相学 2 2 36 24 24 36

限

选

（

至

少

选

修
1
7
学

分

）

33 海洋地质学 2 2 36 36 36

34 遥感地质学 2 2 36 36 36

35 第四纪地质 2 2 36 36 36

36 岩石物理学 2 2 36 36 36
37 找矿勘探学 3 3 54 54 54
38 石油地质学 2 2 36 36 36

39 同位素地质学 2 2 36 36 36

40 全球变化 2 2 36 36 36

41 水文地质与工程

地质
2 2 36 36 36

42 环境地质学 2 2 36 36 36

43 岩石地球化学 2 2 36 24 24 36

44 宝玉石学 2 2 36 36 36

通 识

选 修

课

45 1030214 大学语文 3 3 54 54 54
46 兰大导读 2 2 36 36 36

47 其它课程 5 90 90

48 5046001 基础地质实习 2 34 2周



课外活动

和实践教

学环节（必

修）

49 5046002 区域地质测量实

习
4 72 4周

50 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
2 36 36

51 5046003 生产实习（综合

地质实习）
5 72 5周

52 5046004 毕业论文 8 144 14周

53 4075001 军事训练与军事

理论
1 18 3周

实习 22 396
实践环节 39 970

必修课学分、学时、实验合计 92 1818
选修课学分、学时、实验合计 41 739

总学分、学时、实验、上机学时合计 155 2952



八、副修、双学位专业教学计划

本专业副修总学分不得低于 35 学分，所修课程主要为本专业的核心专业基

础课、专业主干必修课及必须的实践环节。双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 60 学分，所

修课程主要为本专业的核心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必修课、与专业方向有关的选

修课及重要的实践环节和毕业论文（设计）。

地质学专业副修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第一学

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副

修

课

程

必

修

地球科学概论 3 3 54 讲授 36实践 36
结晶学与矿物

学
3 3 54 讲授 36实践 36

晶体光学 2 2 36 讲授 24实践 24
岩浆岩岩石学 3 3 54 讲授 36实践 36
沉积岩岩石学 3 3 54 讲授 44实践 20
构造地质学 3 3 54 讲授 40实践 28
古生物学 3 3 54 讲授 36实践 36
地史学 2 2 36 讲授 24实践 24
矿床学 3 3 54 讲授 36实践 36

基础地质实习 2 2
周

选

修

地球化学 3 54 讲授 36实践 36
变质岩岩石学 2 54 讲授 30实践 12

地球物理 2 36
岩石物理学 2 36
找矿勘探学 3 54

沉积环境和沉

积相
2

36

岩石地球化学 2 36
第四纪地质 2 36
海洋地质学 2 36
遥感地质学 2 36

水文地质与工

程地质
2

36

全球构造与区

域地质
3

54

矿相学 2 36 讲授 24实践 24



地质学专业双学位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第一学

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副

修

课

程

必

修

地球科学概论 3 3 54 讲授 36实践 36
兰大导读 2 2 36 创新教育课程

普通化学 4 4 72 讲授 54实验 36
结晶学与矿物

学
3 3 54 讲授 36实践 36

晶体光学 2 2 36 讲授 24实践 24
岩浆岩岩石学 3 3 54 讲授 36实践 36

物理化学 3 3 54 实验 36
沉积岩岩石学 3 3 54 讲授 44实践 20
构造地质学 3 3 54 讲授 40实践 28
古生物学 3 3 54 讲授 36实践 36
地史学 2 2 36 讲授 24实践 24
矿床学 3 3 54 讲授 36实践 36

基础地质实习 2 2
周

区域地质测量

实习
4 4

周

毕业论文 8

选

修

地球化学 3 54 讲授 36实践 36
变质岩岩石学 2 54 讲授 30实践 12

地球物理 2 36
岩石物理学 2 36
找矿勘探学 3 54
第四纪地质 2 36
海洋地质学 2 36
遥感地质学 2 36

水文地质与工

程地质
2

36

沉积环境和沉

积相
2

36

岩石地球化学 2 36
全球构造与区

域地质
3

54

矿相学 2 36 讲授 24实践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