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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本科教学工作提

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全力打造石油工程品牌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过程中取得

的经验和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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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背景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专业创建于

1953 年北京石油学院成立伊始，经过 50 多年的改

革、建设和发展，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以及实

验室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相当的

实力和雄厚的基础，为我国石油工业培养了大批高

质量的专门人才，2006 年通过了省改革试点专业验

收，并评定为省品牌专业，2007 年进一步获批为国

家首批立项建设的第二类“特色专业”。 
近年来，我们依托负责并完成的教育部“石油

天然气学科专业发展战略研究”、“石油天然气学科

专业规范”课题以及“山东省教学改革试点专业”

建设等多项相关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的，紧抓教育

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全面

启动的契机，着力开展了石油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创新和实践，并进行了配套建设，形成

了系列教学成果。 

二、主要成果 

1．着眼国家石油发展战略需要，更新教育理念，

构筑了石油工程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与综合人才培

养体系 

以服务“立足国内、开拓国际、厉行节约、

建立储备”的国家石油发展战略十六字方针为宗

旨，努力实现本专业人才培养理念的“五个转变”，

即：由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由重专业知识

向加强基础、拓宽专业转变，由单一培养模式向

全面因材施教转变，由重视理论教学向理论教学

与工程训练并重转变，由封闭式教育模式向开放

式教育方式转变，系统改革和构建了适应石油工

业“国际化、多元化、专业化”以及教育大众化

发展趋势的石油工程专业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模

式。具体形成了“石油工程-双学位-特色方向班”

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辅助培养计划”（课外学

术竞赛、科技活动、文体活动、社会实践等各项

活动）的综合人才培养体系。 
这里所谓的“多元化”，主要是指人才培养模式

的多类型化，即一个“厚基础、宽领域”的石油工

程主体专业加多个类型专业班。石油工程是一个“巨

型”专业，年招生在 15 个班、450 人左右，为了确

保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同时也为了能够培养一

批有专长、有特色的石油工程专业人才，我们特增

设了“石油工程专业特长班”，如“涉外石油工程”、

“油田化学”和“油气井工程”专业特长班等，各

班均制定有辅修培养计划，相关学生除了需正常修

完本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外，另需选修相应专

业特长方向规定的一组课程，成绩合格，发给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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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特长结业证书”。这不仅为一批志有所向、学

有潜质的学生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空间，而且

也为学生就业“双选”提供了有利条件。2003 年起，

我们为适应石油企业对生产一线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的需要，经教育部批准设立了两年制石油工程第二

学位专业，已为吉林、辽河、新疆、江汉等油田开

办了 6 期 11 个班，每班学生都定向签约油田并由油

田企业根据需要参与制订培养计划。另外，2006 年

起又增设了“石油工程留学生班”，扩大了本专业

办学的“国际化”程度，目前已有巴基斯坦等国留

学生三届，前景良好。 

2．根据高等院校理工科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要

求，结合专业背景和行业特色，建立了科学、规范

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教育内容与课程体系，实现了知

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建立的本专业教育内容和知识体系由普通教育

（通识教育）内容、专业教育内容和综合教育内容

三大部分 15 个知识体系构成，其中普通教育内容包

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经济管理，外语，

计算机信息技术，体育，实践训练等知识体系；专

业教育内容包括：相关学科基础，本学科专业，专

业实践训练等知识体系；综合教育内容包括：思想

教育，学术与科技活动，文艺活动，体育活动，自

选活动等知识体系。 
石油工程专业的教育内容和知识结构的突出特

点是：加强基础、重心下移，并可进一步概括为“两

大基础、五个支柱、三大方向”，即自然科学与人文

社科两大基础，地质、力学、化学、热机电与计算机

技术五个支柱以及钻井工程、油藏工程和采油工程三

大专业方向，并着重加强工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能

力、自学能力、信息获取与利用（外语、计算机实际

应用）能力、生产管理能力和事业心、责任感的培养。 

3．注重实践教学，发挥产学研合作办学优势，

创建了科学、有效的实践环节培养模式与基础条件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形成了“主、辅线式”

实践教学模式。主线以基础课、专业课等课内实验

和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地质实习以及课程综合设

计、毕业设计（论文）等集中实践为主，用以促进

学生对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辅线主要

包括有开放型与设计型实验、课外科技活动、创新

基地活动以及优异生培养等，用以培养学生的科技

研究兴趣和创新精神。 
经过强化建设，石油工程实验中心于 2006 年评

为教育部石油工程重点实验室，2008 年评为山东省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另外学校建有石油工业训练中

心，能为石油工程专业提供实践训练，该中心 2008
年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另外，我们利用行业联合办学优势，广走“产、

学、研”合作之路，先后与 16 个油田企业和研究

机构签约建设了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聘请了

多名具有丰富海外油田生产经营经历和矿场实践

经验的专家为本专业的兼职教师；2003 年起还着

手建设了校内实习基地，初步建立了模拟矿场实践

教学场所。 

4．大力加强了重点课程建设，建成了一批精品

课程，以点带面促进了专业系列课程建设 

近年来，我们狠抓了优质课、精品课等重点

课程建设，以点带面，大大提高了课程建设的总

体水平。目前，为石油工程专业开设的钻井工程、

油藏工程、采油工程、油层物理和流体力学等 5
门主干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均已建成为山东省

“精品课程”，其中“钻井工程”2008 年建成为

国家精品课。 
精品课建设也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了相关专业

系列课程建设以及配套教材、教辅资料、网络教

学环境、教学方法手段等各方面的改革与建设。

“十五”期间出版教材 12 部，其中 2 部获得了国

家优秀教材二等奖；“十一五”期间规划出版教材

26 部，其中 5 部列入国家规划教材。同时，为适

应石油工业国际化发展的需要，还逐步完善了本

专业双语教学体系，开出了“油层物理学”等 7
门双语课程并编撰了配套教材，组织完成了“钻

井工艺技术”等 CAI 课件 5 部，获 CNPC 计算机

辅助教学软件一等奖 1 项。 

5．注重学科支撑平台和队伍建设，形成了教学、

科研良性互促机制 

教学、科研是高等院校的两大基本任务，学科

建设更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平台支撑。近年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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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建设和发展的学科平台建设以及配套队伍建

设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本专业依托油气井工程和油气田开发工程两个

国家级重点学科、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博士后流动站、

油气井工程和油气田开发工程两个博士点，另外还

有教育部石油工程重点实验室、山东省油气井工程

重点实验室等 9 个省部级研究机构和天然气水合物

研究中心等 2 个校级研究中心，有强大的专业建设

支撑平台。 
为确保本专业建设和教育教学水平，我们实施

“稳定、引进、培养、提高”的人才战略，采取多种

措施，全面加强了队伍建设。目前石油工程专任教师

达到了 110 人，其中：教授 34 人（工程院院士 1 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泰山学者 2
人）、副教授及高级工程师 48 人、讲师 28 人，师资

队伍中已获博士学位和在读博士占到了 82.73%。 
本专业专任教师近五年承担了大量国家“自然

基金”、“973”、“863”等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3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2 项，省部级科

技进步二等奖 15 项，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并被 SCI、EI、ISTP 收录 300 余篇，获国家专利 33
项，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三、成果的创新点 

1．构筑了石油工程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与综合

人才培养体系，符合国家石油发展战略的要求，也

满足了油田企业对石油工程专业人才的需要，毕业

生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2．建立了更加科学、规范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教

育内容与课程体系，真正实现了知识、能力、素质协

调发展，毕业生专业基础厚、发展领域宽、特色鲜明。 
3．广走“产、学、研”合作之路，建立了稳定

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了“主、辅线式”实践教

学模式，切实为强化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

培养、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成果解决的教学问题 

1．教育理念的更新为专业的深化改革确立了方

向；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与综合人才培养体系的建

立为培养符合国家石油发展战略要求和油田企业发

展需要的石油工程专业人才奠定了基础；复合型人

才培养教育内容与课程体系的建立为专业教学计划

的制订提供了规范和纲领。 
2．“主、辅线式”实践教学模式的确立和实践

教学条件的建设，为强化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工程实

践能力培养、满足学生实践课程教学需要、促进学

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创造了良好条件。 
3．优质课、精品课等重点课程建设与配套精品

教材建设，为进一步提高专业的教育教学质量提供

了有力保证。 
4．高水平学科平台的建设为专业建设提供了有

力支撑；丰富的科研课题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搭

建了良好的产学研平台，促进了教师的成长、选修

课的设置、教材内容的更新、教学科研仪器的研制、

毕业设计质量的提高和优异生的培养等。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依托“山东省教学改革试点专业”项目完成

的石油工程专业的改革与建设成果得到了教育部、

省教育厅等上级主管部门和用人单位的普遍认可。

以此为基础，2004 年我们代表教育部牵头完成了

“石油天然气学科专业发展战略研究”、“石油天然

气学科专业规范”两项课题，研究成果应用到了全

国石油高校及石油工程专业建设点，从而有效地起

到了改革示范作用。 
2．石油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专业声誉不

断攀升。毕业生以其鲜明的特色、优良的教育质

量、过硬的思想素质，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

多年来，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8%以上，

供需比一度达到了 1:10。石油工程专业连续多年被

《中国大学评价》评为 A++级，列同专业全国第一；

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

2007～2009 年一级学科评估结果，石油与天然气

工程学科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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