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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学、产中教”双向互通教学法在《构造地质学》教学中实践与体会

摘要：结合杜威的“从做中学”教育学理论，运用“做中学、产中教”双向互通教学法，从基础层次、应用层次
和创新层次等三个方面，开展构造地质学教学的改革与实践，达到提高学生在实际工作中解决构造问题能力
的目的，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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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地质学是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也是专业必修课，为了能高质量达到我校资勘专业卓
工毕业生“从毕业到工作无缝对接”的培养目标，近年
来，笔者在在构造地质学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
中，结合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总结和运用“做中
学、产中教”双向互通教学法，开展构造地质学教学改
革与实践，达到了提高学生在实际工作中解决构造问
题实际能力的目的。

一、构造地质学课程的特点及教学难点
《构造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是培养

学生从事地质工作技能的基本课程，相关的理论研究
和生产活动都需建立在野外客观和全面的观察和分
析基础上[1]，因此该课程的特点需要很强的实践动手
能力，同学们野外实践的不足也为课程的理解与学习
增加了难度。尽管地质专业的本科生安排了相当多的
野外实践教学，如大一的地质认识实习教学、大二的
地质填图实习教学、大三的生产实习教学及大四的毕
业实践教学。然而，由于野外的构造分析相当复杂，既
要有敏锐的野外观察能力，又需要具备缜密的逻辑推
理和良好的综合分析能力，因此，大多地质专业的本
科毕业生仍不能进行独立的野外构造解析。

二、“做中学、产中教”双向互通教学法的提出
传统的教学方法会使导致构造地质学的教学在

两个方面存在严重不足：（1）书本知识和实际应用脱
节；（2）学生难以掌握不同地质构造之间的内在联系。
杜威的“做中学”的教育原则主张从经验中积累知识，
从实际操作中学习。他认为传统的教学片面强调以教
科书、课堂、教师为中心，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压制了
学生的个性、主动精神和能力的发展[2]。教学上要做的
和应该做的，就是让学生有活动的机会，使学生在自

身活动中去学习[3]。“做中学”原则要求学生运用自己
的手脑耳口等感觉器官，亲自接触具体的事物，通过
思考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最后亲自解决问
题。但根据构造地质学本身课程的特点，该课程不仅
需要很强的宏观思维能力，而且需要很强的实践动手
能力，而且学生野外实践能力的不足也为课程的理解
与学习增加了难度，所以单纯的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
学存在教学课时不够、教学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笔
者提出采用学生理论学习过程中“做中学”和在生产
实际过程“产中教”的双向互通的教学方法。

三、“做中学、产中教”双向互通教学法的实践
1.基础层次方面的实践。该层次的主要特点是将

课堂理论教学和实验室教学一体化。教师讲授一部分
知识，学生实验一部分，边做边学，淡化具体实验个数
概念，通过课堂实验实践教学来强化构造地质学的基
础知识，实验内容就是教学内容中的一个个知识点。

比如岩层面和线之间的几何关系是构造地质学
中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和难点，因为该知识点对空间的
思维和想象能力要求较高，且在实际运用中容易犯错
和混淆，因此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熟练的掌握和
运用该知识点。原先的课堂教学是2个课时来讲授岩
层产状的基本概念、“V”字形法则、岩层在地质图上的
表现等理论，实验课则安排了地质图基本知识、读水
平岩层和倾斜岩层地质图、间接法求岩层产状、根据
已知岩层产状编绘岩层露头界线、赤平投影的方法和
基本操作等近12个课时实验课来巩固该知识点。“做
中学、产中教”双向互通教学法是让学生在实验课上
边动手，边学习该知识点。伴随着实验的进行和该知
识点的反复实践和运用，学生能够迅速掌握该知识
点，而且记忆深刻，并很快可以运用该知识点解决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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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the Dewey's education theory,using two-way communication teaching method,which is "
learn by doing and teach by working",from three aspects,such as basic level,application level and innovation level,we
have carried out reform and practice in structural geology teaching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structural problems
in practical work,and have achieved good teach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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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质问题。
2.应用层次方面的实践。该层次的主要特点是将

构造地质学的知识点在地质填图实习和生产实习中
进行实践教学。以前的野外实习往往是教师带学生到
实习地质现象点上，对地质现象进行野外现场教学，
而“做中学、产中教”双向互通教学法是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在对工作区进行简单的介绍和示范下，让
学生自己跑点，发现地质现象，然后教师去现场验证，
并和学生讨论。如在二年级的地质填图实习中，教师
通过在实习教学过程中，结合野外地质现象，结合理
论讲授如何在野外认识和分析构造。如褶皱构造教
学，在理论课堂教学中，教师是通过PPT中的图片，结
合相关概念对褶皱几何学进行介绍，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成因分析教学，但学生对于产于岩层中的褶皱还是
比较抽象，虽然在实验课教学中通过读褶皱地区地质
图并做图切剖面，初步掌握了描述褶皱几何特征的基
本方法，但仍缺少具体的实践。我们在地质填图实习
过程中，在野外时重新将该知识点单独提出来给学生
进行复习，并结合野外现场的褶皱地质现象进行描
述，讲解，具体分析褶皱成因，并与学生讨论互动，进
一步加深了学生该知识点的具体认识。在填图实习中
的学生独立填图环节中，教师引导学生尝试独立开展
构造分析，教师全程参与答疑解惑，如对于断层识别
标志的知识点，课堂上在PPT图片上均展示过，但在野
外实际过程中，教师并不自己带学生到相关知识点，
引导学生先自己独立去观察寻找，然后再和学生一起
到野外验证讨论，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和野外观察的
能力。

在三年级的生产实习中，学生通过矿山的生产实
践，掌握如何运用构造地质学解决实际地质问题，教
师加以引导。如我校学生生产实习是在湖南桂阳黄沙
坪铅锌多金属矿床进行的，在该矿床褶皱构造、断裂
构造和岩体侵位构造均发育，教师引导学生认真阅读
矿山地质资料，开展地表野外地质踏勘，结合矿山井
下的现场矿床地质调研，通过野外素描、照相、信手地
质剖面绘制观察和实测地质剖面，总结矿区构造地质
特征，了解构造与成矿的关系，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指

导学生运用构造地质学知识开展矿田构造分析，提高
了学生实践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3.创新层次方面的实践。该层次的主要特点是在
毕业实习和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开展教学。根据学
生毕业选题和导师给出学生具体的科学问题，引导学
生拓展构造地质学解决地学领域内的一些科学问题，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如在我校大
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设置了一些与构造地质学的相
关项目，将构造地质学的理论与科技创新活动结合起
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毕业实习中，结合导师的科
研项目中涉及到的构造地质问题，给学生设置一些与
构造地质学相关的小专题作为毕业论文题目，指导学
生完成毕业论文，相关的研究结果可以指导生产实践
和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四、效果与体会
双向互通教学法的“做中学”让学生在动手的过

程中学习理论知识，激发了学生空间想象能力，而且
让学生从之前枯燥的理论学习中解脱出来，调动了学
生主动思考问题的主观愿望，使学习由任务变成了乐
趣，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双向互通教学法的“产中
教”让学生在生产实践中巩固和加深理解课堂上学习
的知识，让学生将活生生的生产实践和课本上抽象的
理论结合起来，培养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使得
孤立的知识在现实中丰满起来，而且激发了学生的创
新能力、创造思维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大大提高了学
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当然，该教学模式对教师也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一，要求教师本身具备有较丰富
的实践能力，才能驾驭课堂教学过程。第二，要求教师
课前一定要仔细备课，真正将课本知识理解、吃透，并
结合生产实践能设置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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