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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说明

本报告是根据国教督办〔2018〕83号文件中关于普通高校编

制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基本要求生成，报告中数据源于高等教育质

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数据统计的时间

与平台中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数据采集时间要求一致。

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及相关要求，补充并完善本校本科教

学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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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位和本科教育基础地位，形成“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相

融合的教育体系。学校有 35个专业入选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其中，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5个，北京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0个。学校建有 2个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学生参加各类学科

竞赛、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创新创业和文艺体育比赛成绩优异。

学校是国家地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学校加强科学布局和组织策划，在科研项

目、高水平学术成果、科研获奖、科研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及知识产权和成

果转化等方面成绩显著。在青藏高原地质演化、非传统同位素地球化学、地质过

程与成矿作用、超深钻探和极地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 Nature、Science、

Nature Geoscience 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近五年，学校以第一完成

单位获得国家级科技奖 1项，省部级科技奖 26项。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获批 125项，获批数量年年创新高。学校拥有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

室、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平台以及

教育部、自然资源部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和省部级科技平台 28个（包括共建

平台 9个）。王成善院士团队成果入选教育部 2021年度高校十大科技进展。2022

年学校获批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 1个（深时数字地球前沿科学中心）。学校将推

进大学科融合、大科学计划、大科学装置、大科技项目、大资源平台、大自然文

化、大校区建设、大先生培育等“八大”建设，推动传统地学向地球系统科学转

型升级。

学校已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科罗拉多矿业

学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德国汉诺威

大学、意大利帕多瓦大学、俄罗斯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等一批世界一流大

学和高水平研究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执行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11 计

划”）5 项，批复国家级引智项目 17项。学校依托“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

在纳米比亚大学建有孔子学院。

迈进新时代，阔步新征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践行面向建校

百年之际的“三阶段”战略构想，坚持立德树人，实施“落地行动”，坚定不移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聚精会神抓建设，一心一意求发展，不断开创地球科学领域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局面，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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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学科专业占比情况（%）

学校现有 1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4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5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学校有国家级一流学科 2个。

ЃҎЄ

2022-2023学年全日制本科在校生 8438人，其中普通本科 8369人（含一年

级 2102人，二年级 2096人，三年级 2115人，四年级 2056人），第二学士学位

本科 69人（含一年级 40人，二年级 29人）。目前学校全日制在校生总规模为

16770人，本科生数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 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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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类学生人数一览表

普通本科生数 8438

其中：与国（境）外大学联合培养的学生数 7

其中：第二学士学位学生数 69

硕士研究生数
全日制 5768

非全日制 761

博士研究生数
全日制 2341

非全日制 50

留学生数

总数 192

其中：本科生数 31

硕士研究生数 76

博士研究生人数 85

授予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数（人） 5

普通预科生数 31

夜大（业余）学生数 1465

函授学生数 835

网络学生数 40925

+O+‚@+‚@ѿѿ̀ 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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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Є ᴣ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080、外聘教师 649人，折合教师总数为 1404.5人。按

折合学生数 27975.0计算，生师比为 19.92。

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 87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 8.06%；具有高级

职称的专任教师 724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 67.04%；具有研究生学位（硕士

和博士）的专任教师 1055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 97.69%。

近两学年教师总数详见表 3。
表 3 近两学年教师总数

专任教师数 外聘教师数 折合教师总数 生师比

本学年 1080 649 1404.5 19.92
上学年 883 142 954.0 33.55
Е = / Ѓ = Ҙᴑ + *0.5+
ҹ *0.5Є

教师队伍职称、学位、年龄的结构详见表 4。

表 4 教师队伍职称、学位、年龄结构

项目
专任教师 外聘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总计 1080 / 649 /

职称

正高级 301 27.87 197 30.35

其中教授 297 27.50 60 9.24

副高级 423 39.17 129 19.88

其中副教授 408 37.78 48 7.40

中级 269 24.91 249 38.37

其中讲师 250 23.15 143 22.03

初级 1 0.09 20 3.08

其中助教 1 0.09 10 1.54

未评级 86 7.96 54 8.32

最高 博士 910 84.26 173 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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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专任教师 外聘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学位 硕士 145 13.43 230 35.44

学士 23 2.13 226 34.82

无学位 2 0.19 20 3.08

年龄

35岁及以下 340 31.48 98 15.10

36-45岁 303 28.06 269 41.45

46-55岁 263 24.35 156 24.04

56岁及以上 174 16.11 126 19.41

近两学年教师职称、、近

-��

F� �T �– �¤�Ã �‰ �8 �Ã �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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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 5个，省级思政课程教学团队 1个。

ЃԑЄ Ӏ ‟

本学年高级职称教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 1013，占总课程门数的 79.58%；课

程门次数为 1810，占开课总门次的 67.61%。

正高级职称教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 465，占总课程门数的 36.53%；课程门次

数为 640，占开课总门次的 23.91%。其中教授职称教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 463，

占总课程门数的 36.37%；课程门次数为 637，占开课总门次的 23.80%。

副高级职称教师承担的课程门数为 751，占总课程门数的 58.99%；课程门次

数为

	• �0 B. � ,´�� ����

。其中教授职称教师

�õ ,´ B.�  �j463
�È

占总课 数的

3 37
�� ；课程

��

，占开课 的

�k B. 0; ��0%Q��

的课程门

9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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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近两学年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情况（%）

迄今，学校有国家级教学名师 2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30名，北京

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 6名。主讲本科课程的在职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 28

人，占比为 100.00%。

本学年主讲本科专业核心课程的教授 259 人，占授课教授总人数比例的

88.4%。高级职称教师承担的本科专业核心课程 781门，占所开设本科专业核心

课程的比例为 82.47%。

【注】此表不统计网络授课。

ЃҎЄ ῇ ‟

2022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为 9711.0万元，本科实验经费支出为 1075.64万元，

本科实习经费支出为 506.2万元。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为 3471.31元，生均本

科实验经费为 1274.76元，生均实习经费为 599.91元。近两年生均教学日常运行

支出、生均实验经费、生均实习经费详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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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近两年生均教学日常运行支出、生均实验经费、生均实习经费（元）

Ѓ Є ‟

1.

学校现有教学行政用房面积（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共

234811.02m2，其中教室面积 23486.6m2（含智慧教室面积 419.64m2），实验室及

实习场所面积 71400.74m2。拥有体育馆面积 16870.46m2。拥有运动场面积

40234.736m2。

按全日制在校生 16768人算，生均学校占地面积为 33.40（m2/生），生均建

筑面积为 34.78（m2/生），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为 14.00（m2/生），生均实验、

实习场所面积 4.26（m2/生），生均体育馆面积 1.01（m2/生），生均运动场面积

2.40（m2/生）。详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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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生均面积详细情况

类别 总面积（平方米） 生均面积（平方米）

占地面积 560076.46 33.40
建筑面积 583256.33 34.78

教学行政用房面积 234811.02 14.00
实验、实习场所面积 71400.74 4.26

体育馆面积 16870.46 1.01
运动场面积 40234.736 2.40

2. ᴀ ғ

学校现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 8.76亿元，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3.13万元。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3406.13万元，新增值达到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总值的 4.05%。

本科教学实验仪器设备 11509.0台（套），合计总值 3.451亿元，其中单价

10万元以上的实验仪器设备 552台（套），总值 22779.32万元，按本科在校生

8438人计算，本科生均实验仪器设备值 40903.76元。

学校有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 2个，省部级实验教学中心 4个，国家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中心 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2个，省部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 2个。

3. ӫ ӫ

截至

4.-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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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Ѓ҅ЄҘҟ

学校现有 25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专业、10个入选省级一流专业。1个入

选基础学科拔尖学生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专业。地质学专业入选基础学科拔尖

学生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当年学校招生的校内专业 56个（含方向）。

学校专业带头人总人数为 55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 53人，所占比例为

96.36%，获得博士学位的 51人，所占比例为 92.73%。

2023级本科培养方案中，各学科培养方案学分统计如下表 6所示。

表 6 全校各学科 2023级培养方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学分统计表

学科 必修课学分比例（%） 选修课学分比例（%） 实践教学学分比例（%）

经济学 68.35 14.56 23.02
法学 62.75 16.99 30.96
文学 76.78 11.15 24.11
理学 69.96 9.84 36.57
工学 68.6 10.29 34.37
管理学 65.96 16.24 32.29
艺术学 70.76 14.62 52.53

ЃԑЄ

学校长期重视课程内涵建设工作，贯彻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

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理念，通过加快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推进混合式教学

改革、鼓励团队型课程建设、加大教师培训力度、开展名师培育工程等措施，促

进课程迭代更新和教学模式创新，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改革，夯实

课程育人主阵地。

2023年 5月，学校有 14门课程入选获批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其中，

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 1门，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 6门，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

流课程 6门，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 1门。

2022年训力

门。

国
有

#q �9

��以 程专课程

0

所

0;

所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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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ҎЄ

1.

本学年本科生开设实验的专业课程共计 416门，其中独立设置的专业实验课

程 88门。

学校有实验技术人员 61人，具有高级职称 33人，所占比例为 54.1%，具有

硕士及以上学位 54人，所占比例为 88.52%。

2. ҟ Ѓ Є

本学年共提供了 2067个选题供学生选做毕业设计（论文）。学校共有 680

名教师参与了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工作，指导教师具有副高级以上职

称的人数比例约占 80.59%，学校还聘请了 86位校外教师担任指导老师。平均每

位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为 2.7人。

3. ӥғ

学校现有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 198个，本学年共接纳学生 7149人次。

Ѓ Є∕ ∕ҟ

学校拥有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 2人，就业指导专职教师 3人，创新创业教

育兼职导师 367人。

设立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平台）20 个，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1

个，其他 19个。

本学年学校共立项建设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96个（其中创新 85

个，创业 11个），省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190个（其中创新 167个，

创业 23个）。

Ѓ֒Є

学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8项。（最近一届）

本学年学校教师主持建设的省部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4项，建设经费达 8

万元，其中省部级 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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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2年学校教师主持省级及以上本科教学工程（质量工程）项目情况

项目类型 省部级项目数 总数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44 44

其他项目 12 12

四、专业培养能力

Ѓ҅Єғ Ḻ Ҙҟ

学校以地质、资源、环境、地学工程技术为主要特色，是我国地学人才培养

的摇篮和地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学校不断深化专业综合改革，以“双万计划”建

设为契机，结合学校“双一流”建设方案，强化地学传统专业优势，打造国际一

流地质学专业，围绕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改造升级传统工科专业，主动布局民生

相关新兴专业，人工智能、城市地下空间、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环境生态工程、

碳储科学与工程、智能地球探测等一批新专业相继获批招生。

学校现有 50个本科招生专业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5个，北京市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0个，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覆盖率达到 70%。

ЃԑЄ ῠ

学校实施人才分类培养，调整优化专业结构，鼓励支持各专业依据办学定位

和人才培养目标，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分类制定

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制度，构建培养目标、毕

业要求、课程体系相互支撑的人才培养体系；注重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注重学

生能力提升、人格养成，注重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ЃҎЄ ᵩ

学校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才培养目标，以《国家标准》为参照，以专

业认证/评估为标准，优化课程内知识结构，理顺课程间的逻辑关系，提高专业

课程的综合化和系统化，避免专业课的重复性和碎片化，杜绝因人设课。

根据新工科、新文科建设要求，立足学校办学优势和特色，结合行业发展趋

势，按照整体优化的原则，认真研究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特色鲜明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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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计要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如战略性矿产资源勘

查、评估、开发利用，能源安全、双碳背景下的新能源、储能、CO2的捕捉和存

储，人工智能和生态文明等。工科类专业参照《认证标准》，融入新工科建设内

涵；文科类专业结合新文科建设要求，合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其他专业参照相

应专业评估标准，体现学科专业发展前沿。

Ѓ Є ָ ┼

1. ʃӥ Ҳש ᴰӀӎ ʄʃ ғשׂ ʄ

学校自 2021年春季学期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

程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为通识教育必修课程（48学时，3学分）。2021

级本科生已于大二整学年（2022秋季学期、2023春季学期）进行课程学习， 自

2022级本科生起将于大三上学期学习该课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自开设以来，一直朝着高水平、有特色、有内涵的高精尖的思政课

程迈进，深受学生肯定，学生对任课教师的评教结果均为优秀。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促进大学生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局势的重要课程。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形式

与政策》课程建设，校党委书记、相关校领导召开集体备课会暨专兼职教师培训

会，从四方面对课程开展提出要求，一要在课程中融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

十年的伟大变革；二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

重要论述，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三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从学生实际出发设计教学内容，开展课堂教学；四要在教学中重视目的性、逻辑

性、趣味性，保证教学质量。通过备课会，相关授课教师明晰了教学思路，优化

了教学内容，确保本学期教学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共同推动学校思政教育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高质量落实。

2.

学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

设置中，深入挖掘和提炼各类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和德育功能，在各门课程

中加强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构建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

堂和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评选，充分发挥各种课程在育人中的作用。迄今，学校共

有 2门本科生课程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5门本科生课程入选北京市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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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Є

学校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全国教材工

作会议精神，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质为目标，以全面提高教材质量

为重点，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全面提升学校教材建设质量，加快构建具有地大

特色的教材体系，服务学校人才培养综合改革，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02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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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保障体系

Ѓ҅Є ָ ῠҲ ᵣ

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贯彻以本为本、四中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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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足，少数专业与社会需求不一致。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协调发展北京、雄安两校区建设，逐步构建联动

融合、协同互补的“一校两区”大发展格局。我们将着力将雄安校区打造成为地

球系统科学及新兴交叉学科融合创新研发人才培养基地、国际地学前沿科技中心，

为加快实现建设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筑牢根基，以更大作为更

好地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为此，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坚持目标导向，做强

特色优势专业，升级改造传统专业，新建一批适应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与社会

紧密衔接的专业，设立“四新”创新专业，淘汰与社会需求不一致的专业。二是

既要符合教育规律又要结合学校规模、资源条件的实际，考虑学校的长远发展，

进行专业改造、增设和撤销等工作。三是要坚持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以学科为

引导，进行专业类别设置，构建学科专业协调发展的新体系。

ЃԑЄ ӥ ӥ

实习教学经费投入不足，教师从事实习教学的积极性不够，教师实践教学技

能有待提升，这些不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习教学质量。实习基地总体数

量虽然不少，但基地整体建设质量、层次不高，“重挂牌、轻利用”现象较为突

出，不少实习基地多年未接收学生实习，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需要进一步加强。

下一步，将探索更为有效的教师从事实习教学的制度，更好激励和引导高水

平教师参与实习教学，加大对实习指导教师的培训力度。将实习基地建设与一流

专业建设、工程教育认证等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建设一批高质量示范实习基地，

通过培育典型、以点带面，把实习建设工作做深做实，更好地助力高素质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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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50.32%
2. 教师数量及结构

（1）全校整体情况

附表 1 全校教师数量及结构统计表

项目
专

比事（%） 比事 （% ）

108 /я4 /я

正30 27.87я97я0.3 я97я7.5

6 9.2

副423я9.17я2 19.8

其专 37.7 4 7.4

26 24.9 24 38.37яя5

23.1 43я2.0

0.0 2 3.0

其专 0.0 1 1.5

未8- .9- 8.32я

91 84.2 6.6א17ֹ

14 3.43я3 3 4

学专 23я.1 22 34.82я

2я.1 3.0

年

35岁专 34 31.4 9 1 1

36-45 岁 א2ֹ 41.4 6-55

岁 0.א2ֹ

岁专 1 16.1 12 19.4

（2）分专业情况

附表 2 分专业专 师数量情况

专业码业称 生

近五

新运
最业业 背景

经济 8.5 1
030101K 法学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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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任教师

数量
生师比

近五年

新进教

师

双师型

教师

具有行业企业

背景教师

050201 英语 13 16.92 1 0 0
050261 翻译 0 -- 0 0 0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

学
19 7.89 8 0 0

070104T
数据计算及应

用
0 -- 0 0 0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16 16.13 2 0 0
070701 海洋科学 28 8.07 10 3 5

070703T
海洋资源与环

境
12 9.33 5 1 4

070801 地球物理学 24 7.96 9 2 6
070901 地质学 115 3.27 35 5 51
070902 地球化学 24 1.58 3 1 6

070903T
地球信息科学

与技术
4 13.50 0 0 0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11 11.82 1 1 0

080301
测控技术与仪

器
13 19.00 5 3 2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

程
17 9.59 3 6 4

080402 材料物理 11 4.82 1 5 4
080403 材料化学 17 6.35 3 4 6

080410T
宝石及材料工

艺学
14 16.36 4 4 3

080414T
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
0 -- 0 0 0

080503T
新能源科学与

工程
0 -- 0 0 0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
5 34.20 0 0 2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6 22.83 0 0 2
080717T 人工智能 2 42.00 2 0 0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13 22.08 2 0 2

080902 软件工程 9 28.56 0 0 1

080910T
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2 40.00 2 0 0

081001 土木工程 28 8.11 13 2 0
081005T 城市地下空间 2 36.50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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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任教

师总数

职称结构 学历结构

教授 副

教

中级

及以

博

士

硕

士

学士

及以050261 翻译 0 0 -- 0 0 0 0 0

070101
数学与应

用数学
19 6 100.00 7 6 18 1 0

070104T
数据计算

及应用
0 0 -- 0 0 0 0 0

070504
地理信息

科学
16 6 83.00 4 6 13 3 0

070701 海洋科学 28 5 100.00 16 7 28 0 0

070703T
海洋资源

与环境
12 3 100.00 5 4 12 0 0

070801
地球物理

学
24 8 100.00 9 7 21 3 0

070901 地质学 115 45 82.00 40 28 113 1 1
070902 地球化学 24 14 86.00 7 3 23 1 0

070903T
地球信息

科学与技

术

4 1 100.00 1 2 3 1 0

080202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11 6 100.00 4 1 10 1 0

080301
测控技术

与仪器
13 0 -- 5 8 10 3 0

080401
材料科学

与工程
17 8 88.00 6 3 16 0 1

080402 材料物理 11 2 100.00 7 2 11 0 0
080403 材料化学 17 10 100.00 4 3 16 1 0

080410T
宝石及材

料工艺学
14 5 100.00 6 3 12 2 0

080414T
新能源材

料与器件
0 0 -- 0 0 0 0 0

080503T
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
0 0 -- 0 0 0 0 0

080601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

化

5 0 -- 5 0 5 0 0

080701
电子信息

工程
6 1 100.00 3 2 5 1 0

080717T 人工智能 2 0 -- 0 2 2 0 0

080901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13 3 100.00 5 5 11 2 0

080902 软件工程 9 1 100.00 3 4 7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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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任教

师总数

职称结构 学历结构

教授 副

教

中级

及以

博

士

硕

士

学士

及以

080910T
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

技术

2 0 -- 0 2 2 0 0

081001 土木工程 28 4 100.00 10 14 27 1 0

081005T
城市地下

空间工程
2 0 -- 0 2 2 0 0

081102
水文与水

资源工程
22 8 75.00 7 7 22 0 0

081201 测绘工程 20 3 100.00 13 3 16 4 0

081202
遥感科学

与技术
1 0 -- 0 1 1 0 0

081401 地质工程 38 15 73.00 12 10 35 2 1

081402
勘查技术

与工程
30 12 92.00 12 6 30 0 0

081403
资源勘查

工程
97 31 90.00 29 37 97 0 0

081404T
地下水科

学与工程
30 8 100.00 7 15 30 0 0

081406T
智能地球

探测
0 0 -- 0 0 0 0 0

081502 石油工程 31 11 91.00 10 10 30 1 0

081508TK
碳储科学

与工程
0 0 -- 0 0 0 0 0

082306T
土地整治

工程
10 3 100.00 5 2 8 2 0

082502 环境工程 32 10 80.00 11 11 30 2 0

082504
环境生态

工程
0 0 -- 0 0 0 0 0

082901 安全工程 13 3 100.00 6 4 13 0 0

120102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

统

20 7 86.00 7 5 20 0 0

120201K 工商管理 16 5 100.00 8 3 15 1 0
120203K 会计学 11 2 100.00 5 3 6 3 2

120404
土地资源

管理
10 5 100.00 3 2 10 0 0

120417T
自然资源

登记与管

理

5 3 100.00 0 2 5 0 0

130504 产品设计 14 0 -- 8 6 7 6 1
130509T 艺术与科 0 0 --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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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学年度内实际开设的本科培养计划内课程总数，跨学期讲授的同一门课程计

1门

15.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专业）（按学科门类统计参见表

6）
附表 5 各专业实践教学学分及实践场地情况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实践学分

集中性实

践环节
实验教学

课外科

技活动
实践环节占比

020101 经济学 24.0 12.38 6.0 23.02
030101K 法学 24.0 23.38 6.0 30.96
050201 英语 18.0 16.38 6.0 21.62
050261 翻译 13.0 30.5 6.0 26.52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26.0 9.25 6.0 20.98
070104T 数据计算及应用 26.0 23.25 6.0 29.49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23.0 38.25 6.0 35.92
070701 海洋科学 26.0 37.75 6.0 38.52
070703T 海洋资源与环境 26.0 36.0 6.0 36.36
070801 地球物理学 32.0 14.38 6.0 27.04
070901 地质学 29.0 44.38 6.0 41.63
070902 地球化学 29.0 41.38 6.0 41.15

070903T
地球信息科学与

技术
31.0 42.0 6.0 41.71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32.0 29.12 6.0 33.22

080301 测控技术与仪器 27.0 39.0 6.0 37.29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29.0 30.12 6.0 31.7
080402 材料物理 30.0 27.25 6.0 31.37
080403 材料化学 29.0 27.75 6.0 31.35

080410T
宝石及材料工艺

学
28.0 45.25 6.0 41.27

080414T
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
30.0 27.25 6.0 31.37

080503T
新能源科学与工

程
29.0 32.75 6.0 35.9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22.0 21.62 6.0 26.36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24.0 31.0 6.0 32.07
080717T 人工智能 32.0 28.12 6.0 36.0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32.0 23.88 6.0 34.49

080902 软件工程 23.0 43.12 6.0 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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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课占

比

（%）

选修

课占

比

（%）

理论

教学

占比

（%）

实验教

学占比

（%）

必修

课占

比

（%）

选修

课占

比

（%）

130509T
艺术与

科技
2094.00 83.19 16.81 50.00 39.30 150.50 70.76 14.62

130504
产品设

计
2094.00 83.19 16.81 50.00 39.30 150.50 70.76 14.62

120417T
自然资

源登记

与管理

2194.00 86.87 13.13 79.03 17.87 161.50 69.04 11.15

120404
土地资

源管理
2170.00 86.73 13.27 77.51 19.17 160.00 68.75 11.25

120203K 会计学 2266.00 85.17 14.83 69.46 19.95 158.00 67.09 13.29

120201K
工商管

理
2234.00 71.35 28.65 75.34 17.50 160.00 58.75 25.00

120102
信息管

理与信

息系统

2298.00 82.59 17.41 68.06 16.28 161.00 68.94 15.53

082901
安全工

程
2394.00 89.31 10.69 73.43 12.53 179.00 67.04 8.94

082504
环境生

态工程
2530.00 86.09 13.91 74.39 11.70 188.50 64.99 11.67

082502
环境工

程
2530.00 86.09 13.91 74.39 11.70 188.50 64.99 11.67

082306T
土地整

治工程
2426.00 88.13 11.87 74.69 17.89 173.00 71.10 10.40

081508T
K

碳储科

学与工

程

2634.00 89.07 10.93 73.27 16.40 189.00 70.37 9.52

081502
石油工

程
2634.00 89.07 10.93 73.27 16.40 189.00 70.37 9.52

081406T
智能地

球探测
2434.00 90.80 9.20 70.58 15.61 182.50 69.86 7.67

081404T
地下水

科学与

工程

2562.00 87.51 12.49 69.24 15.30 182.50 67.95 10.96

081403
资源勘

查工程
2495.33 88.67 11.33 66.91 20.48 178.00 70.04 9.93

081402
勘查技

术与工

程

2434.00 90.80 9.20 70.58 15.61 182.50 69.86 7.67

081401
地质工

程
2538.00 88.65 11.35 73.21 13.55 185.00 68.65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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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

码

专业名

称

学时数 学分数

总数

其中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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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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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占比

（%）

实验教

学占比

（%）

必修

课占

比

（%）

选修

课占

比

（%）

081202
遥感科

学与技

术

2362.00 86.45 13.55 76.80 18.63 174.00 67.24 11.49

081201
测绘工

程
2410.00 88.05 11.95 80.50 14.11 176.00 69.32 10.23

081102
水文与

水资源

工程

2594.00 87.66 12.34 67.62 15.27 183.50 66.49 10.90

081005T
城市地

下空间

工程

2530.00 82.92 17.08 72.49 12.96 179.00 64.25 15.08

081001
土木工

程
2530.00 82.92 17.08 72.49 12.02 179.00 64.25 15.08

080910T

数据科

学与大

数据技

术

2346.00 88.41 11.59 67.95 17.99 163.00 71.78 10.43

080902
软件工

程
2338.00 88.37 11.63 62.53 28.14 163.50 69.42 10.40

080901
计算机

科学与

技术

2154.00 86.63 13.37 74.37 17.18 162.00 66.05 11.11

080717T
人工智

能
2234.00 87.82 12.18 72.25 19.87 167.00 67.66 10.18

080701
电子信

息工程
2434.00 89.48 10.52 72.64 12.41 171.50 69.68 9.33

080601
电气工

程及其

自动化

2370.00 87.85 12.15 78.23 16.37 165.50 69.18 10.88

080503T
新能源

科学与

工程

2410.00 88.05 11.95 69.21 16.85 172.00 69.19 10.47

080414T
新能源

材料与

器件

2594.00 90.13 9.87 73.55 9.02 182.50 69.32 8.77

080410T
宝石及

材料工
2514.00 86.63 13.37 62.53 24.74 177.50 69.01 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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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

码

专业名

称

学时数 学分数

总数

其中 其中

总数

其中

必修

课占

比

（%）

选修

课占

比

（%）

理论

教学

占比

（%）

实验教

学占比

（%）

必修

课占

比

（%）

选修

课占

比

（%）

050201 英语 2256.00 87.23 12.77 84.13 9.22 159.00 76.10 11.32
030101K 法学 2170.00 80.83 19.17 73.46 11.80 153.00 62.75 16.99
020101 经济学 2250.00 83.64 16.36 82.22 11.38 158.00 68.35 14.56
全校校

均
/ 2422.07 87.47 12.53 70.73 17.18 172.95 68.97 10.88

17.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86.14%，各专业主讲本

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参见附表 3。

18. 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 23.76%。

19. 各专业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及其使用情况参见附表 5。

20. 应届本科生毕业率 99.90%，分专业本科生毕业率见附表 7。
附表 7 分专业本科生毕业率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毕业班人数 毕业人数 毕业率（%）

020101 经济学 75 75 100.00
030101K 法学 40 40 100.00
050201 英语 68 68 100.00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38 38 100.00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69 69 100.00
070701 海洋科学 51 51 100.00
070703T 海洋资源与环境 29 29 100.00
070801 地球物理学 40 40 100.00
070901 地质学 157 157 100.00
070902 地球化学 29 29 100.00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34 34 100.00

080301 测控技术与仪器 75 75 100.00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84 84 100.00
080402 材料物理 29 29 100.00
080403 材料化学 56 56 100.00
080410T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61 61 100.00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
59 59 100.00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30 30 100.00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2 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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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毕业班人数 毕业人数 毕业率（%）

080902 软件工程 62 61 98.39
081001 土木工程 65 64 9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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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毕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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