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学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课程信息

一、课程简介

地质学基础的研究对象是地球,着重于岩石圈,是研究地球的物质

组成、结构构造、地球形成与演化历史及地球表层各种作用、各种现

象及其成因的学问。地质学的理论性很强,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该课

程在学习地球物质组成和结构构造的基础上,从微观单个矿物岩石水

平到宏观全球板块构造尺度认识地球活动的机制和规律;以地球各圈

层内外力作用为核心,重点学习地球动力地质作用对地球环境改造和

调节的途径及原理。

二、教学目标

通过对地质学理论知识及相关实验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理解地

球的物质组成、结构构造、地球形成与演化历史及地球表层各种作用、

各种现象及其成因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了解地

质学发展现状,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及地质学思维方法,培养学生使其

能够提出和解决地质学问题,使学生具备从事地球科学教学和科研的

初步能力;并在理论学习和野外考察中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建立人与

地球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观。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既能使学生对

地球上动力地质作用的过程、性质和特征有深入的理解,又能掌握地

质学相关实验方法与技术,并具备利用地质学研究思想和方法解决人

类发展中所实际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的

地球系统科学思想。



案例一：

生态文明: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的生态环境意义

1.案例（材料）简介

2020 年 4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秦岭牛背梁考察时指出:秦岭

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

化的重要象征。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2.案例(材料)分析

人地关系和宜居地球是地球科学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准确把握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人地关系和谐发展角度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对秦岭的有关指示,从专业角度提出具体保护对策。秦

岭是中国的南北方过渡带(分界带),作为中国的脊梁,其南北两侧分

别孕育了中国的两大文明发祥地一一黄河与长江流域,也使自己变成

了一个具有南北过渡特点、“和合南北”价值的特殊地域,体现了秦

岭与其周边的地缘关系和地理格局。一般人认为秦岭是我国重要的地

理分界线,有两个标志:1月均温 0℃等温线;800mm等雨量线;扩展为:

南北方界限、暖温带与北亚热带界限、长江黄河分界线、水田与旱地

界限、河流结冰与不结冰界限等。

（1）秦岭“和合南北”的表现

①地质学上:南北地块缝合

陕西境内的秦岭构造带,按地质构造可划分为华北地块南缘、北



秦岭和南秦岭三个次级构造单元,秦岭正好位于华北地块和扬子(华

南)地块分界线的位置。

②地理学上:两大水系分界

以秦岭总分水岭为界,大部分的河流呈南北向奔流,有两大水系。

秦岭北坡河流汇入渭河、南洛河水系属于黄河流域,南坡河流汇入汉

江、嘉陵江属于长江流域。

③生物学上:古北界与东洋界动物交汇

我国动物地理区划属于世界动物地理分区的古北界与东洋界。两

界在我国境内的分解线西起横断山脉，经过北川的岷山与陕南的秦

岭，向东至淮河南岸，直抵长江口以北。

（2）秦岭泽被天下的具体表现

1）中央公园（植被动物丰富、奇特）

垂直带齐全,生物多样性丰富,森林覆盖率大。秦岭是我国南北生

物相互交流的重要通道和过渡地区,植被类型包含了亚热带的常绿阔

叶林、暖温带的落叶阔叶林、温带的针阔叶混交林、亚高山针叶林及

灌丛、草甸等,垂直分带明显,生态系统多样,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并且保留有很多古老的第三纪子遗物种,如银杏、水

杉、水松等,在植物区系和演化上有重要意义。其中, 秦岭森林覆盖

率已达 69.65%(2020 年)。

珍惜动植物奇特。在秦岭还分布有很多国家保护珍稀濒危植物,

其中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 28 种,陕西地方重点保护植物 56 种,

如珙桐、杜仲、大果青杄、太白红杉、秦岭冷杉、水青树、连香树、



山白树、独叶草、星叶草等。在茂密的森林中还活动着大量珍贵的鸟

类和野生动物,如国宝大熊猫、朱、羚牛和金丝猴等。秦岭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2)中央水塔

水量巨大,南水北调的水源地,中国的中央水塔。据估算,秦岭水

资源储量 220 多亿立方米,约占黄河水量的 1/3、陕西水资源总量的

一半,是陕西省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秦岭南坡汉江也是“南水北

调”和“引汉济渭”工程的重要水源地。

秦岭是中华民族祖脉,不仅关乎国家关乎每一个人的幸福安康,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理解世界上就是人地关系和谐发展

与宜居地球理念的具体阐释。我们一般人提到秦岭会更多讲到秦岭是

南北分界线,强调“分”,而习总书记讲的是“和合南北,泽被天下”,

更强调“合”,站位更高,眼光更远。

案例二：

科学精神：青藏科考精神

1.案例（材料）简介

新华社拉萨 8 月 19 日电

习近平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的贺信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

值此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之际,我向参加科学

考察的全体科研人员、青年学生和保障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



的问候!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誉、亚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极,是我国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

护地。开展这次科学考察研究,揭示青藏高原环境交化机理,优化生态

安全屏障体系,对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希望你们发扬老一辈

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聚焦水、生态、人类

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

等方面的问题,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

作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习近平

2017 年 8月 19 日

2.案例（材料）分析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被誉

为地球“第三极”。这里是全球气候交化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覆盖

着近 10万平方公里的冰川,是长江、黄河、怒江、澜沧江、恒河和印

度河等 10多条世界级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周边

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人口稠密地区。这里点滴的变化,影响超过 20

亿人口的生产生活。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最大也是最年轻的高原,

是揭示地球动力学和全球变化等地球科学前沿科学问题奥秘的天然

实验室,受到全世界科学家的极大关注。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青

藏高原研究一直是我国国家战略层面的科技任务。



20世纪50年代,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将青藏高原研究作为重要内容。此后,尽管受到文革的影响,青藏高原

研究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

70 年代,第一次青藏科考序幕拉开。1971 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

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提出“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中科院作

为当时国家科技计划的主管部门,组织院内外专家制订了《中国科学

院青藏高原 1973-1980 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并组建了中科院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这拉开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

序幕。

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1973-1992 年,中科院自然资源

综合考察委员会联合全国近 80 个单位的上千名来自地质、地理、生

物等不同领域专家,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

察。穿越可可西里,翻过整个羌塘无人区,科学家们的足迹几乎遍布青

藏高原全境。在当时,他们没有电话,没有电报,缺少物资,风餐露宿。

在岩石裸露的荒漠里,科学家们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科学考察资料,在

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开

创性成果,填补了青藏高原研究空白,确立了我国在青藏高原综合科

学研究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培养了一大批投身于青藏高原研究的中

青年学者,也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二次青藏科考序幕拉开

2017年 3月,中科院和西藏自治区签订新一轮院区战略合作协议,

确定由青藏高原所牵头,协调全国力量,联合国际伙伴,共同开展第二



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将

根据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揭示过去 50 年来环境变化的过

程与机制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预测这一地区地球系统行为的不确

定性,评估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善风险,提出亚洲水塔与生态屏障保

护、第三极国家公园建设和绿色发展途径的科学方案,为生态文明建

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2017 年 8 月 19 日,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全面展

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怀,发来贺信,作出了重要指示。

习总书记以高屋建瓴的战略胸怀和俯瞰全球的国际视野,深刻阐

述了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和研究及其在全球生态环境中的重要性,要求

通过这次科学考察研究揭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

障体系,殷切期望广大科考人员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

进、勇攀高峰的精神,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

藏高原作出新贡献,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生

态文明建设理念和绿色发展思想,为此次科考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基本遵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启动仪式上宣读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并要求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要服

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统筹协调、加强协同创新、注重综合交叉

研究和坚持国际科技合作,努力取得重大科研突破,为青藏高原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新贡献。第二次青藏科考集中了我国地

学领域所有顶级研究单位和大学院系,荟萃了国内一流学者,代表了



中国地学研究最高水平。我院董治宝教授和段克勤教授领街的团队也

参与了第二次青藏科考工作,分别负责青藏高原重大工程的生态保护

与修复及青藏高原冰川演化模拟研究。

参考文献:姚檀栋,陈发虎,崔鹏,马耀明,徐柏青,朱立平,张凡,

王伟财,艾丽坤,杨院新.从青藏高原到第三极和泛第三极.中国科学

院院刊,2017,32(9):924-931.

案例三：

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刘东生与黄土研究

1.案例（材料）简介

黄土之父，地球之子——刘东生

2018-11-14 19：19 来源：新华网

他自称为侦探,因为他在研究黄土时从不放过任何细节;和他一

起工作的人叫他“超级老头”,因为他八十高龄时,依旧奋斗在科研

一线,在南北极、罗布泊都曾留下他的足迹;更多的人尊称他为“黄土

之父”,因为他从事地球科学研究近七十载,创立了黄土学。他就是我

国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他带领中国第四纪研究跻身于世界领先行列,

并在环境医学、环境地球化学、环境考古学、高山科考和极地科考等

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科研上,刘东生创立的黄土学,平息了百年来的黄土成因之争,

并通过系统的研究,重建了全球环境变化的历史。

上世纪 60 年代,刘东生把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视野,从黄土高原



拓展到青藏高原,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把固

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的一

个新领域。纵观全球环境变化科学,从20世纪上半叶的4次冰期学说,

到 60 年代的多旋回理论,再到 80 年代的全球变化研究,90 年代的地

球系统理论,刘东生在这 3 次大的理论突破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对

多旋回理论,他是主要的奠基人;对全球变化理论,他是国际对比标准

的建立者;对于地球系统理论,他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为地球系统科

学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

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刘东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工作热情,从

来不觉得研究黄土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在他眼里,黄土是像生命一样

的宝物,恰如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黄土地是我们世世代代休

养生息的地方,它是一个巨大的地质文献库，隐含着地球环境变化的

各种信息，它像一把钥匙，能够解开无数的谜。”

刘东生不仅在诸多基础科学领域做出了卓著成就,也在激励和培

养我国年轻一代科学家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

言传身教地培养了大批研究人员,这些人现已成为科研战线的中坚力

量。

回顾刘东生的一生,从环境医学、环境地球化学、环境考古学到

高山科考和极地科考等,这些领域都有他付出的痕迹,并为后人留下

了宝贵的研究成果和情神财富。

国科大地球科学学院院长、地质地球所所长朱日祥院士高度评价

了刘东生一生对世界黄土事业的贡献:“刘先生是一个有国家情怀的



人,只要是国家需要的,他就会酒下热血”。

2.案例(材料)分析

(1)为国家之富强发奋读书

刘东生先生于 1917 年出生于沈阳,其父曾任皇姑屯火车站副站

长,刘先生从小就深刻感受到了日本人在东北的作威作福,1928 年还

亲历了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皇姑屯事件”,这些事都促使为国家

富强而努力读书的热情在刘东生幼小的心灵里开始慢慢生根发芽。

1929年刘东生小学毕业,尽管有志学医,但由于憎恨日本侵略者,

仍毅然放弃应考日本人所办的南满医科大学附属南满中学二赴天津

进入南开中学学习。在南开中学的七年,是唤起刘东生抗日救国思想

的七年。1931 年秋,上初中的刘东生在报纸上读到东北家乡的“九一

八事变”。1934 年刘东生作为拉拉队员,与同学们一起在华北运动会

上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8个大字。1935 年,刘东生正上高中一

年级,和同学们集体赴保定参加军训,却接到通知,日本人不让军训,

压抑在学生们心头的抗日救国思绪涌上心头,几千名学生和教官带着

屈辱和愤慨发奋读书,让刘东生一辈子都铭记于心。1937 年刘东生中

学毕业,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日本兵,亲历了“卢沟桥亭变”。1938

年刘东生辗转到达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学习,其父殷切希望刘东生学习

机械,当刘东生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学机械无用武之地,勘探矿产

资源对国家更有意义,于是,违背了父命,从机械系转入地质系。亲历

了卢沟桥事变,又亲眼看到过抗战期间中国经历的种种磨难,此刻,他

深深地感觉到抗战胜利的不易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



(2)学术研究为国家服务

抗战胜利之后,刘东生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师从杨钟健先生从

事古脊椎动物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古脊椎学领域已经崭露头角。

但在 1949 年以后,刘东生了解到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对矿产资源

的极大需求,经过一段时间内心的斗争之后,他放弃了个人研究兴趣,

选择为国家需求服务,放下了已经轻车熟路的古生物学研究,开始在

全国各地进行地质勘探工作。1954 年,刘东生参加了黄河中游水土保

持考察研究工作,正是在这次考察中,他找到了自己以后持续 50 多年

的研究方向-黄土环境研究。刘东生认识到,在北方地区,黄土和老百

姓的生活联系紧密,研究和认识黄土,发现和解决黄土中的各种科学

间题,为黄土高原地区的老百姓服务,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服务,可以将自己的事业和国家需求完美结合起来。1964 年,刘东生

响应国家号召,与冰川学家施雅风先生共同领导了希夏邦马峰冰川考

察,在这次考察活动中,队员发现了高山栎化石,初步厘定了青藏高原

隆升的幅度和古高度。1968 年起,刘东生又在陕西和黑龙江等地参与

地方病调查,经过几年深入的调查实践和思考,他提出了“环境地质

学”的新概念,将地质学、地球化学和环境污染、人体健康等间题结

合起来。刘东生在黄土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同时还培养了数十名博士

生和硕士生,学生中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已经有 5 位,可谓桃李满天下。

2002年刘东生获得被称为环境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泰勒奖”,

正式将中国黄土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舞台,黄土也被誉为和深海沉

积、南北极冰芯并列的记录过去全球变化历史的三本“无字天书”。



纵观刘东生先生的一生,他不论从事矿产资源勘探、黄土研究还是地

方病调查,无不是以国家需要为首位,将自己个人兴趣爱好和名利得

失放在后面。正如著名科学家巴斯德所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

己的祖国。作为老一辈的中国科学家,刘东生先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

了自己的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