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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地区野外实习基地建设研究 

江 富 建  
（ 南阳师范学院 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南阳 473061）  

摘要：嵩山地质野外实行基地，是建立在“嵩山世界地质公园”这
一雄厚教学实践的场所之上，历届野外实习经验的总结也为研究打
下了坚实基础。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教学内容的选定和教学方法的
应用、后勤保障中食、宿、行等协调与安排，实习经费和学生安全
的关注等。基地的建立必将对野外教学水平的提高、管理能力的增
强等都将产生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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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地区野外实习是基于环境科学与旅游学院地理科学和地理信息
系统两个专业，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野外地质-地貌实习计划进行
的［１］。多年来，一届又一届学生在嵩山地区（以登封市为主）
将理论知识与自然地质现象紧密地结合起来，知识与能力同步提高
着。但由于以前野外实习流于教学内容的安排，学术思想的变化和
安全问题的对策等方面都处于临时抱佛脚的形式，更没有一个固定
的实习基地，因而年年出现新问题，教学效果很不理想，。  
嵩山地区野外实习基地建设研究就是为了解决上述实践中出现的问
题而提出的切实可靠的教研课题。课题组的全体老师在总结多年来
野外实习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集中智慧着力创造出一个能培养现代
社会所需要的有素质、有知识、有能力的创新型人才的野外教学模
式。  

１ 嵩山地区已具有建立野外实习基地的区位优势  
1．1 嵩山地质概况  
嵩山耸立于中原地区的中部，位于秦岭造山带中部东段。她层峦叠
嶂，气  
势磅礴，整个山脉东西绵延近百千米，南北宽20千米。她西起古都
洛阳龙门，东至密县白寨，北依黄河，南横颍水，面积达三千多平
方公里，为我国著名五岳之一——中岳。  
嵩山位于华北地台南缘，古老的前寒武系和相伴而生的岩浆岩出露
良好，各期构造运动形迹清晰可辨，展示了近三十亿年的漫长地质
发展史，堪称前寒武系构造典型发育地区之一。完整的地层序列，
错综复杂、纷繁多姿的构造形迹以及蕴藏着的丰富矿产资源，使她



成为了“世界地质公园”，也成了中外地质学家崇敬和注目的地质
场所。嵩山地质具有得天独厚之处，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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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从太古界到新生界都有出露，可谓“五世同堂”，三大岩类发
育齐全，褶皱、  
断裂构造形迹纵横展布，反映历次构造运动的不整合面发育典型、
出露集中，古  
生物化石、溶洞奇观、古冰川遗迹等基础地质内容极其丰富，煤
炭、铝土矿等矿  
产资源亦颇可观；嵩山自然风光秀丽，奇峰异谷嶙峋，流泉飞瀑潺
潺，植被繁茂，  
古木参天，已被林业部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嵩山地处亚热带与暖
温带过渡地带，  
夏季凉爽，冬季温和，四季如春；嵩山介于古代都城洛阳、开封、
新郑、许昌之间。嵩山上有72峰、下有72寺庙，有世界上重要的天
文遗迹，有新石器遗址。嵩山还是中国佛教禅宗的策源地和少林武
术之乡[2]。所以说嵩山既是探索地球发展历史的窗口，也是中华民
族灿烂文化的缩影，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地质资源，是开展地质实习
不可多得的宝地。  
1．2 嵩山地质的特点  
1.2．1 从地层时代看，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地层都有出露；从岩性看，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种类多样，在
中国北方具有代表性；古生物化石方面，具有鉴定时代意义的标准
化石。褶皱方面，区域性构造如登峰大背斜、颍阳—石道向斜、嵩
山复背斜、五指岭复向斜等，种类齐全；断裂方面，如断裂破碎
带、正断层、逆断层、平推断层、多成因断层、推覆构造以及断层
摩擦镜面、擦痕、构造岩等都能看到，这些地质地貌现象的发育、
记录、保存、出露都很完好而且典型，是观赏和研究基础地质的理
想课堂。诸多经典地质现象的相对集中性，使嵩山地质作为教学实
习、旅游观赏资源成为可能[3]。  
1．2．2 自然风光与人文风光的重叠为嵩山地质资源的开发提供了
无限广泛的前景。我们在观赏地质景观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各种优
美壮观的自然景色，研究佛、道、儒三教历史及活动遗迹，考察古
代建筑艺术，学习欣赏古书法、绘画、雕塑艺术，对中华民族及其
文化发展历史进行考证，了解灿烂的中华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等活动。这样，嵩山的地质景观增添了嵩山旅游活动的科学内容，
而嵩山的人文风光又为开发嵩山地质教学资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
景，二者之间互补互济，相得益彰。  
1．2．3 嵩山保存着地球自有据可靠、有案可查的太古代至今的发
展演化历史记录，同时也保存着中华民族自石器时代以后的历朝历
代，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遗迹。嵩山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自
然史和人类史的两个历史画卷。为此说嵩山是探索地球发展史的窗
口并不过分。嵩山教学景观可谓大而全。  
1．3 嵩山地区的交通及生活条件  
嵩山地区运输以公路为主，郑—少—洛高速公路从境内中心穿过，
与周边各县、市区内各乡及实习地点均有公路相通，交通十分便
利。另外在本区北面及西南分别有陇海和焦柳铁路和登封铁路，加
强了区内同全国各地的联系。  
实习区，特别是登封市区内，各档次各规模的宾馆、饭店、旅社众
多，生活设施配套齐全，也为实习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  
几十年来，许多中外地质学家慕名接踵而来，对嵩山地区的地质情
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奠定了嵩山地质研究基础。全国各著
名地质院校和师院中的地理系也纷纷来到嵩山学习，诸如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成都理工大学、兰州地质学校、郑州地校、河南理
工大学、陕西师大、河南大学、安阳师院以及许昌、平顶山、襄阳
等学院在嵩山进行教学实习，其中郑州地校还建立了实习基地。  
也正是嵩山的地质魅力和野外教学的需要，使我们南阳师院环境科
学与旅游学院地理科学和地理信息系统专业从78级学生开始，年年
以嵩山为师，一次又一次来到她的身旁，学习、实践和认识。  
2 野外实习基地建设的研究内容和意义  
2．1 野外实习的组织准备工作  
地理科学和地理信息系统两个专业的野外地质地貌实习，按本科教
学大纲的要求和教学实际，近年来基本上是安排十三天左右的教学
时间。其中前期准备工作两天，野外教学实习八天，撰写野外实习
报告三天。  
野外实习报告的申请与批复。野外实习的准备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
是以系的名义向学院教务处申请野外实习的时间、地点、学生、班
级、人数、教学实习的内容安排、组织机构的建立情况及实习预算
资金，经教务处同意后由学院主管院长批准，方可由财务处审核后
领取实习经费。  
教师与学生的野外实习准备。包括野外实习教学组织领导机构的建
立与运行，即领队、指导老师等，组织学生有领队和指导老师作动
员报告；学生编队分组并提交实习保证书；实习教材的发放；实习
期间其他课程调换安排；实习用品（包括地质锤、地质罗盘、放大
镜、测绳、气压测高仪、标本盒、地质包、水壶等）的配发；旅途
包车（汽车）或火车票的预定等等。以上各方面都必须认真细致的
逐项落实到位，以保证野外实习前期准备做到扎实、充足，打下中
后期教学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  
2．2 野外实习的交通与生活安排  
嵩山地区野外实习基地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实习区内的后勤保
障工作，其中交通和食宿是教学实习得以顺利进行的先决和必备条
件。虽然登封市交通十分便利，但各运输公司均以营利为目的，交
通费用逐年升高，加之教学实习线路又必须包车才能达到教学之目
的，因而交通费用居高不下，给野外教学带来了切实的不利影响。
近年来，我们一般采用短途徒步行、长途包小中巴车（车小、档次
低、费用少），定地定点的办法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但却辛苦了
老师和学生。  
食宿的好坏是保证师生身体健康和完成实习任务的关键。九十年代
以前，学生实习的住宿由学院全包并补助一定的生活费，  
学生实习费用负担逐年加重，诸如上山费、门票费、照相费等，使
学生的自费内容增多，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学生面临着有山不能上
的境地。  
对于上述问题，近年来我们采取学生团体购票与旅游景区协商和因
人而异的办法，尽一切努力使每位学生都能看到大自然中真实的地
质地貌现象，个别旅游景点的门票过高，学生承担不了，也只好望
景点兴叹了。而住宿地的选择往往是在市区内档次低的旅社中定
位，无固定场所，一年换一个地方。一日三餐如今成了大问题，旅
社无食堂，几十人的餐饮不能解决，学生只好在街上自寻小吃店，
饮食安全没有了保障。  
2．3 野外实习教学内容与计划的实施  
虽然野外实习条件艰苦及经费不足，但每年的教学内容却都按教学
计划进行。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嵩山野外实习内容和线路的选择，
要发挥嵩山区位优势，寓地质地貌、土壤植被、名胜古迹于学习之
中，增加实习的科学性，提高实习的内涵和培养人才能力的要求。  
主要实习路线和内容的安排如下：  
路线一：登封市区—玉皇庙  
由登封市区经上、下菜园至玉皇庙，观察洪积扇中下部特征、岩浆
侵入与围岩接触特征，断层标志及性质，学习罗盘的使用方法，采
集下第三系砂砾岩标本，地质素描图等。  



路线二：嵩阳书院—逍遥沟  
由市区经嵩阳书院至逍遥沟，观察洪积扇上部特征、辉绿岩墙特征
及辉绿岩、围岩—条带状混合岩的特征，进一步学习掌握罗盘的使
用方法。  
路线三：嵩阳书院—地质博物馆—老母洞—峻极峰  
参观我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和新建的嵩山地质博物馆，经老
母洞拾级而上，考察嵩阳运动遗迹，登“峻极远眺”黄河。  
路线四：告城—石淙会饮  
此路线可观察断层角砾岩、岩溶峰林景观，同时也参观周公测景
台、郭守敬观星台、告城文物馆等。  
路线五：新新煤矿—陈楼—大金店—夷平面  
沿登汝公路先观察采集石炭系海相无脊椎动物化石、二叠系煤层中
植物化石、无烟煤特征，二叠系海陆交互相地层及各种砂岩，同时
观察单面山、黄土特征。返回到大金店观察颖河河谷地貌及耿庄夷
平面特征等。  
路线六：采石场—烈士陵园  
观察采集各类花岗岩标本及嵩山麦饭石标本，返回后瞻仰登封烈士
陵园，缅怀皮定均将军等先烈英灵。  
路线七：中岳庙—后沟  
观察中岳庙后沟倾斜背斜之特征，采集嵩山石英岩、千枚岩标本，
返回观察褶皱构造，参观游览嵩亭和中岳庙。  
路线八：三皇寨—少林寺  
沿玉寨山南坡拾级而上，沿途观察断层崖、正断层组合及层理面特
征（泥裂等），登嵩山最高峰，下山后参观游览塔林、少林寺景
区。  
路线九：少林水库—柏峪沟  
观察少林水库坝基特征、断层破碎带、中岳运动遗迹，至柏峪沟观
察少林运动并采集砂砾岩、页岩，返回时采集奥陶系石灰岩[4]。  
上述路线原则上每天一线，依教学内容实际和当日天气状况而临时
安排为宜。教学内容中还包括标本的采集与整理、笔记记录与整
理、每天教学总结与验收等方面。  
2．4 野外实习相关问题的协调与处理  
野外实习不仅仅是教学内容的落实、交通食宿的安排，这其中学生
处于新环境中的思想变化与解决、学生安全措施的落实与检查、突
发事件的处理、与当地相关部门和外校的协调与配合等等，都是要
深入细致的一一应对，从而保证野外实习圆满完成。  
比如，野外实习中的安全问题，虽每每忠告和约束，但年年都有极
个别学生出轨：私自爬山、半夜不归等。每次问题的出现与解决都
多少会影响到实习效果，有时还涉及到与当地部门的协调与解决。
问题多、矛盾突出，解决不当，因而安全问题成了野外实习的头等
大事。  
2．5 野外实习的总结  
野外实习路线考察结束回到学院，我们一般给出三天时间，让学生
完成实习报告的撰写。首先，指导老师在全面总结实习内容的基
础，指导学生列出实习报告的大纲，并逐一落实到野外实习的内容
上，同时在绘图、完成字数、认识水平等方面有了清晰目标后，可
进行报告的撰写；草稿不合格者要求重写；最后，要求统一规范、
装订成册，及时上交，老师认真评定成绩[5]。  
野外实习的总结还包括向学院提交实习总结报告、实习经费的报
销、野外实习优秀学生的评选、标本的整理与收交和实习用品的收
交等等。  

3 嵩山野外实习基地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野外实习涉及教学内容与方法、后勤保障、学生思想与安全、与当
地相关部门的协调、资金的正确使用、实习总结等等方面的问题，
这里仅结合我院实际和嵩山实情及多年实习的经验教训，提出以下



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所在及应对之策，以求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嵩山
野外实习基地教学模式。  
3． 1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嵩山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野外实习的教学内容，这一点早已为许多
地质学家和院校老师认同，问题是不同性质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的选择。我们认为，本科院校地理科学等专业的野外地质地貌实习
应保证十五天左右的时间，其中在嵩山地区的野外考察不少于十
天，实习内容应以岩石、矿床、地层、古生物、地质构造和地壳运
动等为主，实习方法应以地质认识实习为原则，突出观察，动手动
笔相结合，着力培养学生认识地质地貌现象和成因规律的分析观察
能力及与教科书上理论知识相结合的能力，从而奠定后续课程教学
所需的基本知识和今后工作的实践能力。  
3． 2 实习经费的配套问题  
学院采取的是每生预支100元的实习经费包干发放措施，同时要求教
学任务必须完成。这一方法忽视了实习地的实际情况、实习时间和
物价逐年上涨等因素，因而严重制约了实习教学计划的圆满完成。
我们认为，经费是保证野外实习重要条件，全力保障经费的合理拨
付和严格管理才是切实可行的。其模式应该是：100元/人（基数）
×学生人数+物价上涨指数+学生自费部分（目前70元/人为宜）。当
然经费的合理使用和严格财务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经费的合理支出应该引起重视，与当地主管部门主动协调，在住
宿、交通、上山费和景区门票上取得较大优惠，应是学院有关部门
今后工作的着力点。  
3． 3 野外实习的后勤保障  
后勤保障的好坏与实习经费的多少有直接关联，但人为的充足准备
与协调、灵活的实际操作更为重要。  
后勤保障主要涉及到交通、住宿、饮食、安全等方面，这些众多方
面的问题归根到底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应以学院的名义与当地政府
和各业务部门取得联系，建立起互利信任机制。良好、畅通的地方
与院校之间紧密配合，是野外实习教学任务圆满完成和地方经济效
益增加的保证。因而，对登封市人民政府、旅游局、国土资源局、
交通局、公安局、教育局、汽车站、医院等单位今后需进一步协调
关系，虽工作复杂，但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好，特别是能建立起较为
固定的食宿场所和有信誉有能力的运输部门极为重要，可以极大的
提高野外实习的后勤保障能力。  
4． 实习期间的学生安全问题  
如前所述，学生私自上山、半夜不归、危险区不重视、生病、实习
工具使用不当等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安全问题。对于这些突发问题
的处置，应有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得当措施的落实，如领队和指导老
师时刻心中装着安全，时时告诫学生，体贴关心学生，摸清其心理
动向，及时加以解决，同时与当地有关部门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一
旦有突发性事件出现，就能在较短时间内予以妥善处理。  

4、小结  
4．1嵩山地区野外地质地貌实习基地建设研究是按照教学大纲要求
进行的教学计划的重要环节而提出的，是建立在嵩山世界地质公
园、有“天然地质博物馆”之称的这一雄厚教学实践的良好场所之
上，同时，历届学生野外实习探索实践经验的总结，为基地建设研
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4．2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教学内容的选定和教学方法应用；后勤保
障中的交通、住宿、饮食等主要方面的协调和安排；实习经费和学
生安全也是关注的重要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落实到位则是基地
建设成功的标志。  
4．3此研究项目对野外教学水平的提高、管理能力的增强和经费的
合理使用等将产生良好效应和预期收益。  
4．4我们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在嵩山地区建立起地质地貌野外实



           

 

习基地，不但可以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搭建良好平台，也可为相关专
业提供较为成熟的教学模式参考，并为我院本科验收合格提供软、
硬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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