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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形成背景

1.잠재 고객

5. 2008年

현 안 전 략

4. 2007年

3. 2000年

2. 1994年

1. 1953年
•成立北京石油学院钻采系

•钻井、采油、油藏工程三个专业整合为石油工程专业

•石油工程专业成为“山东省改革试点专业”

•石油工程专业成为“山东省品牌专业”

•石油工程专业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



一、成果形成背景

60年来，石油工程专业始终以服务国家石油工业为己
任，引领我国石油工程教育的发展方向。共培养专业技术
人才1.5万多名，造就了一大批业务骨干和行业领军人才，
其中院士3人。



一、成果形成背景

현 안 전 략

如何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地满足行业发
展的多样化、特殊化需求，满足学生的个性化、最大化发展。

如何有效提升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
能力，使学生实现可持续发展。

随着国际油气资源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油气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石油
勘探开发的技术、范围和管理体制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石油工程专
业的人才需求呈现出新的特点。同时，国内高等教育更加趋于大众化，更
加注重内涵发展，对石油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如何发挥国家重点学科优势，构建优质资源平台，保障本专业
的强大生命力和引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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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21世纪以来复杂多变的能源形势和石油工程人才需求的

新特点；

 以国家特色专业建设和多个省部级重点教改项目为支撑，借

力“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质量工程”

建设；

 以“拓展方向、强化特色、引领发展”为专业建设思路。

二、研究成果简介

 紧紧围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育人环节、健全优质

教学资源配置、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问

题开展研究与实践。



二、研究成果简介

以满足行业人才需求多样化和特殊化为导向，创建了“标准

+拓展”的分类人才培养模式，规划了分类培养模式与灵活

设置专业方向相结合的培养方案。

科研强势与教师队伍培养相结合，通过强化开放型和国际型

师资培养与引进，打造了石油工程国家级教学团队。

以强化实践育人环节、突出专业特色为目的，形成了“3+4”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石油工程实践教学体系，并建成了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和14个校企合
作实践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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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质量工程”为抓手，建成了由3门国家级精品课、2门国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8门省级精品课、6部国家级规划教材

组成的优质教学资源核心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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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特色及创新

成果特色

（1）以主动服务国家能源战略为主导，创建“标准+拓展”的分类人
才培养模式

加强对油气能源发展战略的持续追踪研究，成立由院士和三大石油公司技术
带头人参加的石油工程专业建设委员会， 探索人才培养模式。

规划石油工程专业的标准型模块、拓展型模块和海洋油气工程模块。



（1）以主动服务国家能源战略为主导，创建“标准+拓展”的分类人
才培养模式

创建与油气能源发展相适应的“标准+拓展”的分类人才培养模式。

标准型模式：普通班、卓越工程师班、拔尖班，主要体现在保持专业特
色、培育高端人才；

拓展型模式：小语种班、订单式培养班、国际合作班，主要体现在满足
石油工程领域的不同需求，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实施
培养过程。

制定分类培养与灵活设置专业方向相结合的培养方案。

与国外知名大学签订联合培养协议，采取“2+2”送出去培养、招收全英文授
课石油工程留学生班等形式，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搭建平台。

三、成果特色及创新

成果特色



（2）科研强势与师资队伍培养相结合，打造国家级教学团队

 将国家级重点学科人才队伍建设与教学团队建设相结合，依托油气井工程

和油气田开发工程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以及7个省部级重点科研机构，积极

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研究课题，充实教学内容，培养优秀人才。

三、成果特色及创新

成果特色



（2）科研强势与师资队伍培养相结合，打造国家级教学团队

 依托国家“111” 引智计划，采用“借助人才吸引更多人才、依靠学术扩大

交流平台”的策略，实现与国外大学、研究机构、石油公司的交流合作的

常态化、纵深化。通过引进和派出，推动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教师队伍水

平。
 坚持教授全部为本科生上课制度、青年教师现场锻炼制度、教授开设学科

前沿知识讲座制度，确保本科教学的高质量。

三、成果特色及创新

成果特色



（3）发挥产学研结合特色优势，构建“3+4”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验
实践教学模式

 重点通过实践育人环节强化专业特色，构建“基础型实验、综合设计型
实验、研究创新型实验”+“认识实习、专业实习、工程设计、毕业论文”
的“3+4”实践教学模式。

三、成果特色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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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挥产学研结合特色优势，构建“3+4”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验
实践教学模式

 将国家重点学科创新平台建设与大学生自主创新实验平台建设相结合，
在校内创建石油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石油工业训练中
心；发挥产学研特色优势，在油田建立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和校企合
作实践训练基地。

三、成果特色及创新

成果特色



（3）发挥产学研结合特色优势，构建“3+4”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验
实践教学模式

 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平台，强

化认识和发现能力；

 以国家级石油工业训练中心为平台，强

化操作和动手能力；

 以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及现场实习基

地为平台，强化专业实践能力；以综合

课程设计，训练工程规划与设计能力；

 以创新性实验项目、科技竞赛和“真题

、真境、真做”的毕业设计，强化创新

能力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三、成果特色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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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点学科建设与“质量工程”建设相结合，构建优质教学资源平
台

 强化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的人才培养功能，注重学科队伍建设、科研团队建

设与教学团队建设的有机结合，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推动科研资源的开放

与共享，鼓励科研反哺教学，在学科发展和科技创新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及时更新教学资源，变学科和科研优势为教育教学优势。

 以精品课程建设为龙头，坚持教学内容改革与科技创新成果相结合，科研资
源共享机制与教学激励机制相结合，以点带面，构建完整的子课程体系。

 实施本科生自主创新资助制度、科研平台向学生开放制度等，促进科研反哺
教学。

 依托国家“质量工程”项目，核心课程全部建成国家级、省级精品课，核心
教材全部建成国家级规划教材；通过构建优质教学资源平台，为多元化和国
际化创新性人才培养提供强力支撑。

三、成果特色及创新

成果特色



将原来石油工程专业的钻井工程、采油工程、油藏工程三个
专业方向重新进行了规划，创建了石油工程专业的标准型、拓展
型和海洋油气工程三个模块。其中，海洋油气工程2012年批准为
新专业。三个专业模块更好地适应了油气资源开发的新要求。

主动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创建了石油工程专业建设的标准型模块、

拓展型模块和海洋油气工程模块。编制完成了“石油天然气学科专

业规范”，解决了基于国家能源战略下的石油工程国家特色专业建

设的顶层设计和建设规范问题。

创新点1：

三、成果特色及创新



 分类培养和灵活设置专业方向相结合，创建和实施了“标准+拓展

”的分类人才培养模式。解决了培养模式单一，难以满足新形势下

石油行业人才需求多样化、特殊化和学生发展的个性化、最大化问

题，本科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的高水平。

创新点2：

三、成果特色及创新



创新点3：

 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了“3+4”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国家重点学科

创新平台建设与大学生自主创新实验平台建设相结合，建设石油工

程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校企合作建设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和

生产实践训练基地，搭建系统完整的实践训练平台；解决了产学研

特色优势与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重点学科优势与自主创新能力培养

的有机融合问题。

 建立了学科支撑教学、科研反哺教学的优势转化机制；重点学科建
设与质量工程建设互助机制，建成了由国家教学团队、国家精品课
程、国家规划教材、国家实验教学中心构成的质量保障系统。解决
了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升的优质资源高水平配置和保持专业母体可
持续发展的问题。

三、成果特色及创新

创新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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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推广应用效果

专业建设的示范
引领作用显著，
形成了品牌效应

大学生工程实践
和科技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得到高
度评价

专业发展实力强，
教学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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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推广应用效果

本专业跻身国际石油工程教育先进行列，国内排名第一，
评价等级为A++，是国家特色专业、卓越工程师试点专业
、山东省品牌专业等建设专业。

本专业成为国内外石油企业育才、选才的重要基地。
2008年以来受邀来校的国际著名教授30余人，在校工作
累计达到151个月，讲课85门次，举办学术讲座60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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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项教育部课题，研究
成果成为国内高等院校同类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分类培养模式已为多所石油工程专业相关的高校借鉴，
主编的核心教材长期以来成为主要石油高校的标配教材
，自主研发的实验设备广泛应用到石油高校和科研院所
，有些仪器已销售到国外。



四、成果推广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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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推广应用效果

用人单位反馈的信息表明，石油工程专业毕业生基础扎实，外语
和计算机水平高，动手能力强，工作上手快，发展后劲足。

2002-2012届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有46.9%的毕
业生从事生产技术管理，有30.53%的毕业生从事研究工作。毕业
生进入企业主岗、高岗的人数明显增多。

本项目构建的课程体系得到了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等7所高校
的认可，承认学分，并据此安排本专业本科生到学校学习，学生
修满学分可取得两校的学士学位。

在我国海外油气开发项目上，我校毕业生占有较大比例。著名国
际石油公司均有我校毕业生任职。与英国赫瑞-瓦特大学开展的合
作项目，已培养了100余名优秀的涉外石油工程人才。

2009年至今，先后有50支队伍参加美国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
励10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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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程教学团队2010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团队成员包
括“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高层次人才11名。

已建成国家级精品课3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门、来华留学
英语授课品牌课1门、省级精品课8门，国家规划教材6部，专业
核心课全部实现了精品化。

建成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
个、校企合作实践基地14个。

近年来，共承担教育教学研究项目48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80
余篇。

全面完成了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组
织体系的更新升级，重点学科优势、科研优势、产学研结合优势
、国际化的办学区位优势等在人才培养中得以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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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