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中等职业学校国土资源调查专业教学标准（试行）

一、 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国土资源调查（020100）

二、 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三、 基本学制

3 年

四、 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面向土地资源调查、地质勘察、矿产管理等企事业

单位，培养从事土地资源、地质矿产资源调查等工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五、 职业范围

序号 对应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专业（技能）方向

1 地籍测绘员 地籍测绘员 土地管理

2 地籍测绘员 地籍测绘员 地籍测绘

3

地质测量工

矿山地质工

采样工

地质测量工

矿山地质工

采样工

矿产资源调查与管理

说明：可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和专业（技能）方向取得 1 或 2 个职业资格证书。

六、 人才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有以下职业素养、专业知识和技能：

（一） 职业素养

1.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自觉遵守行业法规、规范和企业规章制度。

2.  具有爱岗敬业，吃苦耐劳，传承“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找矿立功为荣”的地质“三光荣”精神。

3.  具有市场竞争意识、质量意识、团队合作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

4.  具有获取、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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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安全文明生产、节能环保和遵守操作规程的意识。

6.  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继续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

（二） 专业知识和技能

1.  掌握必备的书写、计算、美术基础知识，能够全面搜集、摘录、整理、

分析有用的专业信息。

2.  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具有计算机绘图能力，会编制、绘制专业

相关图件。

3.  了解和掌握常用测绘仪器的使用操作方法及日常维修、保养知识。

4.  掌握测量基本的理论知识，能对测绘，土地调查资料整理、归档。

5.  掌握各种地形图的基础知识和地形图的应用知识。

6.  掌握遥感影像处理的基本知识，掌握目视解译的基本技能。

7.  能进行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初步调查和评价。

8.  能进行国土资源基层管理工作。

专业（技能）方向——土地管理

1.  掌握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基本知识。

2.  掌握地籍管理和有关不动产登记的基础知识，熟悉土地调查、土地权属、

土地登记发证、遥感监测和统计等各项管理工作。

3.  掌握土地资源调查的一般工作程序和方法，能进行土地调查的初步

评价。

4.  掌握地图编制的基础知识，掌握地图编制的基本技术方法。

5.  能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完成地图编制的基础工作。

专业（技能）方向——地籍测绘

1.  掌握地籍管理的基础知识，熟悉土地调查、土地权属、土地登记发证、

遥感监测和统计等各项地籍管理工作。

2.  具有对测绘仪器进行维护和保养能力。

3.  掌握 GPS 的基础知识，掌握手持 GPS 和 RTK 的操作方法。

4.  掌握土地资源调查的一般工作程序和方法，能进行土地调查的初步

评价。

5.  掌握地籍测绘和房地产测绘的一般工作程序和方法。

专业（技能）方向——矿产资源调查与管理

1.  具有鉴定常见的矿物、岩石类型及识别和分析地质构造现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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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地质实测剖面、测绘工作能力。

3.  掌握地球化学勘查的基本知识，正确地进行岩矿石标本及化学样品采集。

4.  掌握矿产勘查的基本知识，能较熟练地进行矿区原始地质编录。

5.  能进行矿产资源基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七、 主要接续专业

高职：国土资源调查专业、地籍测绘与土地管理信息技术专业

本科：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八、 课程结构

综合实训

专
业
技
能
课

顶岗实习

专
业
（
技
能
）
方
向
课

矿产资源调查管
理方向

1. 矿物与岩石鉴
定
2. 地层古生物
3. 构造地质
4. 矿床地质
5. 固体矿产勘查
技术
6. 矿产资源调查
与管理综合实训

地籍测绘方向

1. 地籍管理
2. GPS 定位技术
3. 土地资源调查
与评价
4. 地籍与房地产
测绘
5. 地籍测绘综合
实训

土地管理方向

1. 土地资源管理
2. 地图编制基础
3. 地籍管理
4. 土地资源调查
与评价
5. 土地管理综合
实训

专业选修课

1. 土地信息系
统
2. 地籍测量
3. 土地整治基
础
4. 土地估价基
础
5. 土地登记实
务
6. 矿产资源开
发与管理
7. 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

专
业
核
心
课

普通地质
基础

遥感技术
应用

测量技术
CAD 
制图

GIS 软件
操作

公共
基础课

公共选修课

1. 心理健康
2. 就业指导

职
业
生
涯
规
划

职
业
道
德
与
法
律

经
济
政
治
与
社
会

哲
学
与
人
生

语
文

数
学

英
语

计
算
机
应
用
基
础

体
育
与
健
康

公
共
艺
术

历
史

九、 课程设置及要求

本专业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

12-67◎资源环境类.indd   5 2015-3-3   8:42:55



6

公共基础课包括德育课、文化课、体育与健康、公共艺术、历史，以及其

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类基础课。

专业技能课包括专业核心课、专业（技能）方向课和专业选修课，实习实

训是专业技能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含校内外实训、顶岗实习等多种形式。

（一） 公共基础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职业生涯规划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2

2 职业道德与法律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大纲》开

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2

3 经济政治与社会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经济政治与社会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2

4 哲学与人生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哲学与人生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2

5 语文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开设，并注重

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60

6 数学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数学教学大纲》开设，并注重

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44

7 英语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开设，并注重

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28

8 计算机应用基础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大纲》开

设，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28

9 体育与健康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指导纲要》开

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44

10 公共艺术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教学大纲》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11 历史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历史教学大纲》开设，并与专

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12 公共选修课

根据地方区域发展状况和学校自身情况，自定公共

选修课，如物理、化学、心理健康、普通话、专业英语、

职业健康与安全、现代科学技术及各类专题讲座（活

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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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业技能课

1.  专业核心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普通地质基础

了解地球的物质组成，地球结构，地球物理性质，

地壳结构构造及物质组成；掌握地质现象的观察分析方

法；能正确理解地质作用辨别第四纪地内、外动力地质

作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成矿作用；会辨别第四纪地貌

的成因类型

64

2 遥感技术应用

了解遥感成像的机理、遥感成像特征；掌握遥感图像

几何校正的方法和步骤；能进行简单的遥感图像几何纠

正；会用遥感图像目视解译原理、方法和解译步骤，进

行常见地物的目视解译

64

3 测量技术

了解测量工作的程序和基本原则；掌握常用的测绘仪

器操作方法；能进行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丈量及

直线定向等各项基本测量工作；会对测量成果进行误差

分析并完成简单的地形测量工作

80

4 CAD 制图

了解 CAD 软件的成图知识；掌握二维图形绘制及编

辑技巧、图案填充、图块及外部参考、文字标注、表

格绘制、测绘符号的制作和定制；能熟练使用 CAD 绘

制地形图、地籍图、地质剖面图等

64

5 GIS 软件操作

了解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知识；掌握常用 GIS 软件

的基本操作，能完成地图的矢量化；能用常用的 GIS

软件编制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用规划图、基本农

田保护图和地质剖面图等专题图件；会使用 GIS 软件

进行土地专题数据库的建设

96

2.  专业（技能）方向课

（1）  土地管理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土地资源管理

了解土地管理发展的历程，掌握土地管理各项工作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的理论；能根据国家有关土地利用与

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有关方针、政策，能把土地

管理的基本理论运用到土地管理的一般工作流程中

96

2 地图编制基础

熟悉地图的数学基础；掌握地形图的分幅和编号；掌

握地图的符号和地图内容表示；掌握专题地图编制的基

本技术方法；能进行地图分析和应用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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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3 地籍管理

了解国内外地籍管理的历史发展历程；掌握地籍管理

的基本概念、技能和方法；掌握地籍的现代化管理手段；

能协助进行地籍调查、土地确权，土地登记及档案管理

120

4
土地资源调查与

评价

掌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地籍调查和土地利用遥感

监测的一般工作程序和方法；掌握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及

其含义，能实地判断土地的分类；掌握土地资源评价的

基本方法，能进行土地资源的初步评价

120

（2）  地籍测绘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地籍管理

了解国内外地籍管理的历史发展历程；掌握地籍管理

的基本概念、技能和方法；能运用地籍的现代化管理手

段；会协助进行地籍调查、土地确权，土地登记及档案

管理

128

2 GPS 定位技术

了解 GPS 定位技术的基础知识；掌握 GPS 仪器设备

的使用方法，GPS 的组成及其信号结构，GPS 定位中

误差源，距离测量和定位方法；能使用 GPS 仪器进行

测量，会正确处理 GPS 的数据

64

3
土地资源调查与

评价

了解土地、土地资源、土地资源类型、土地资源的

各个组成要素等基本概念，掌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地籍调查和土地利用遥感监测的一般工作程序和方法；

掌握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及其含义，能实地判断土地的

分类；掌握土地资源评价的基本方法，能进行土地资源

的初步评价

120

4
地籍与房地产 

测绘

了解房地产管理的基本知识；掌握权属调查和计算机

地籍数据处理的方法；掌握地籍控制测量、地籍细部测

量和面积量算的方法；能进行房地产控制测量、房地产

细部测量方法和面积量算的方法

120

（3）  矿产资源调查与管理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矿物与岩石鉴定

了解结晶学基础知识、岩石矿物的化学成分、形态、

物理性质、成因。掌握岩石矿物的基本知识，能用肉

眼辨别和鉴定常见矿物类型。掌握沉积岩、岩浆岩、

变质岩三大岩类的鉴定特征，掌握岩石肉眼鉴定的基

本技能

12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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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2 地层古生物

了解古生物的化石演化及地史分布，总结其发展规

律，对它们进行合理分类。了解地层划分对比、地质年

代与地壳运动和历史大地构造分区。能根据地层划分对

比，建立地层层序的能力，会绘制各种地层图件的能力

64

3 构造地质

了解形成各种地质构造形迹的运动学过程和动力学

条件等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地壳及

岩石圈内不同尺度的地质构造形迹的几何特征，地质

构造的观察与研究方法。会识别和分析各种地质构造

及成生联系，绘制地质图及构造剖面图

90

4 矿床地质

了解矿床学基础理论知识，一般成矿地质作用，内生

矿床、外生矿床、变质矿床的特征，掌握各种矿产的成

因及分布规律，矿床的分类等。能运用矿床基本理论知

识指导矿产的寻找、勘探，合理地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90

5
固体矿产勘查 

技术

了解找矿地质条件及找矿标志的分析研究，找矿手

段及综合找矿方法；矿床（体）地质特征研究、矿床勘

探方法的选择及勘探工程总体布置原则，掌握矿产工

业指标，取样方法，勘探工程编录及矿床勘探资料的

综合整理，储量计算等。能搜集和综合整理地勘资料，

会编制各种原始及综合图件，编写矿产勘查储量报告

60

3.  专业选修课

（1）  土地信息系统。

（2）  地籍测量。

（3）  土地整治基础。

（4）  土地估价基础。

（5）  土地登记实务。

（6）  矿产资源开发与管理。

（7）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4.  综合实训

（1）  认识实训

参观地质博物馆，观看各类岩（矿）石、矿物标本；观看土地调查的各项成果，

实地认识遥感影像中的地物，建立对国土资源调查专业总体的感性认识，为专

业学习打下基础。时间 1 周。

（2）  测量技术实训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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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水准仪、全站仪、GPS 等测量仪器的操作方法，能进行控制测量和地

形测量；能对测量数据进行计算与分析；掌握利用不同仪器完成高程测量、角度

测量、距离测量等实习的内容和要求；在实习中锻炼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和培养

合作的理念。时间 1 周。

（3）  地图编制实训

熟练操作 AutoCAD、MapGIS 等专业软件进行数字制图；能进行土地或地质

专题图件的编制；能对专题图件进行分析和应用。结合专业技能方向要求进行相

应的综合图件的训练。时间 2 周。

（4）  土地管理综合实训

依据提供的实例，对遥感影像进行室内目视解译，并使用地理信息软件采

集室内判读成果，编制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底图；根据调查底图，能实地进行土地

利用现状调查；对外业调查结果进行内业处理；依据提供的数据，建立土地利用

数据库。时间 4 周。

（5）  地籍测绘综合实训

依据提供的实例，能实地开展权属调查；在实习区域，进行地籍控制测量和细

部测量，并对测量数据进行处理，完成宗地图和地籍图的编制；在实习区域，进行

房产控制测量和细部测量，并对测量数据进行处理，完成房屋图件的编制。时间4周。

（6）  矿产资源调查与管理综合实训

了解矿产资源的概念、分类及属性；矿产资源管理概况；我国矿产资源法律

法规及管理制度；我国矿产资源法律知识；矿产资源管理制度；采矿权管理；各

级人民政府矿产资源管理的责任；矿产监督管理制度；矿产资源及其他方面的监

督管理；矿产资源违法行为主要类型及查处规定。到对应企业进行对口的岗位能

力和技能的实训。时间 4 周。

（7）  职业资格鉴定辅导

根据专业（技能）方向选择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考证，具体要求依据国家

职业资格相应等级要求进行综合实训。时间 4 周。

5.  顶岗实习

顶岗实习是本专业最后的实践性教学环节，集中安排在校外实训基地进行。

按教育部、财政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建

议学校与企业制定学生顶岗实习计划，建立学生实习管理办法与企业外聘教师

指导制度，以维护顶岗实习活动有序进行并监管，确保顶岗实习教学效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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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进一步掌握本专业及专业方向的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实现课堂教学内

容与生产实践应用的对接，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独立工作的

能力，为就业奠定坚实基础。顶岗实习结束，须提交实习总结或生产性项目实

习报告。时间 19 周。

本专业学生将要从事的职业活动主要在野外。由于野外工作受地域、季节

等客观因素影响较大，顶岗实习时间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在满足实习要求前

提下可做适度调整。

十、 教学时间安排

（一） 基本要求

每学年为 52 周，其中教学时间 40 周（含复习考试），累计假期 12 周，周学

时一般为 28 学时，顶岗实习按每周 30 小时（1 小时折合 1 学时）安排，3 年总学

时为 3 000~3 300 学时。课程开设顺序和周学时安排，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实行学分制的学校，一般 16~18 学时为 1 学分，3 年制总学分不得少于 170

学分。军训、社会实践、入学教育、毕业教育等活动以 1 周为 1 学分，共 5 学分。

公共基础课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1/3，允许根据行业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在规

定的范围内适当调整，但必须保证学生修完公共基础课的必修内容和学时。

专业技能课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2/3，在确保学生实习总量的前提下，可根据

实际需要集中或分阶段安排实习时间。

课程设置中应设选修课，其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应不少于 10%。

（二） 教学安排建议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1 2 3 4 5 6

公共基础课

职业生涯规划 2 32 √

职业道德与法律 2 32 √

经济政治与社会 2 32 √

哲学与人生 2 32 √

语文 10 160 √ √

数学 9 144 √ √

英语 8 128 √ √

计算机应用基础 8 128 √

体育与健康 10 14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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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1 2 3 4 5 6

公共基础课

公共艺术 2 36 √

历史 2 36 √

公共基础课小计 57 904

专
业
技
能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普通地质基础 4 64 √

遥感技术应用 4 64 √

测量技术 5 80 √

CAD 制图 4 64 √

GIS 软件操作 6 96 √

小计 23 368

专
业
技
能
方
向
课

土地管

理方向

土地资源管理 6 96 √

地图编制基础 6 96 √

地籍管理 7 120 √

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 7 120 √

小计 26 432

地籍测

绘方向

地籍管理 8 128 √

GPS 定位技术 4 64 √

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 7 120 √

地籍与房地产测绘 7 120 √

小计 26 432

矿产资

源调查

与管理

方向

矿物与岩石鉴定 8 128 √

地层古生物 4 64 √

构造地质 5 90 √

矿床地质 5 90 √

固体矿产勘查技术 4 60 √

小计 26 432

综合实训 39 420 √ √ √ √ √

顶岗实习 30 540 √

专业技能课小计 118 1 760

合计 175 2 666

说明：（1） “√”表示建议相应课程开设的学期。

（2）  本表不含军训、社会实践、入学教育、毕业教育，以及选修课教学安排，学校可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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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教学实施

（一） 教学要求

1.  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的教学要符合教育部有关教育教学基本要求，按照培养学生基

本科学文化素养、服务学生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的功能来定位，重在基础课教

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信息化教学手段及教师教学空间运用的创新，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职业能力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

奠定基础。

2.  专业技能课

专业技能课教学要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思想和行动导向的教学观，以具有代

表性、规模适当的国土资源调查专业典型案例为载体，以课程知识、能力目标

设计教学项目及其任务，按实际工作流程展开教学，贴近企事业单位生产实际、

教、学、做、相结合，突出技能培养。

（二） 教学管理

建立健全学校教学管理规范文件，建立教学检查、评价和信息反馈制度，

建立教学过程的质量监督体系，建立教学督导制度，确保教学质量的过程监控，

保证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更新管理观念，改变传统的管理教学方式，依据本教

学标准的要求制订学校实施性教学计划，配备师资、教材、教学资料和实训资源。

建立与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组织要求相适应灵活、开放的教学管理方式，制定

校内实训课程管理办法，要贯彻落实教育部、财政部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学

生实习管理办法》。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要把安全管理放在首位。

十二、 教学评价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理念，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严格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应体现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注意吸收家长、行

业企业参与。校内校外评价结合，职业技能鉴定与学业考核结合，教师评价、

学生互评与自我评价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结合，不仅关注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更要关注知识在实践中运用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

平。定期收集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对学生的评价。注重考察学生的实践技能，

组织学生毕业前参加职业技能鉴定，以此作为对教学效果的重要评价方法之一。

做好顶岗实习、生产实习成绩考核。重视规范操作、安全文明生产等职业素质

的形成，以及节约能源、节省原材料与爱护生产设备，保护环境等意识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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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树立。

十三、 实训实习环境

本专业应配备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校内实训实习设立软件综合实训室、测量仪器实训室、普通地质及构造实

训室、矿物实训室、岩石实训室，主要设施设备及数量见下表。具体实施由各

校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相应的实训内容，只要达到教学目标即可。

国土资源调查专业实训室配置及主要设备数量一览表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台套）

1 软件综合实训室

计算机 40~45

大屏幕投影仪、交换机、交换服务器、

各种工程相关软件
1

2 测量仪器实训室

经纬仪 6~8

水准仪 6~8

全站仪 6~8

手持 GPS 10

RTK 1

三维扫描仪 1

3
普通地质及构造

实训室

地球演化的各种挂图、模型、影像资料 1

常见的矿物、岩石标本 5~10

内力、外力地质作用的挂图、照片、多

媒体资料、实物标本、常见的标准化石
1

地质构造立体模型、构造标本 1

地质罗盘、放大镜、地质锤 50

4 矿物实训室

矿物晶体模型、几何单形 2~5

实物晶体标本 1~3

典型矿物形态、物理性质标本 3~6

各大类矿物标本 80~100 种 3~6

紫外灯、荧光灯、放大镜、硬度仪、小刀、

磁铁、条痕板
10~20

鉴定化学药品

投影仪、幻灯机、影像设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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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台套）

5 岩石实训室

三大岩类岩石标本（80 种） 5~10

常见造岩矿物薄片（20 种）

常见岩石薄片（不少于 40 种）
20

偏光显微镜 20

折射仪 10

投影仪、幻灯机、影像设备 1

标准筛 6~8

烘箱 2

电子天平 6~8

说明：专业实训项目有条件的可安排在校内进行，受条件限制时可安排在校外进行。

在土地资源调查、地质勘察、矿产管理等企事业单位建立稳定的适应实训

需要的校外实训基地。

十四、 专业师资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和《中等职业学校设置

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置教师资源。专业教师学历职

称结构应合理，至少应配备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2人；

建立“双师型”专业教师团队，其中“双师型”教师应不低于 30%；应有业务水

平较高的专业带头人。

主干专业课程均由学校的专职教师任教，不足时可聘请企业高级技术人才

兼课。具有本专业高级职称资格，有行业、企业工作经验、专业建设和课程开

发能力强的教师可担任专业带头人。每年应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教师到相关企业

进行本专业的生产实践锻炼。

每门课程实训时应配备一名专业教师和一名实习指导教师。有行业企业实

践经历的教师应占专业教师的20%以上。专兼职教师平均师生比应控制在1∶16

左右，不低于 1∶20。

根据专业教学需要，可聘请一定数量、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兼职教师应

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高级工以上职业技术资格，从事本专业相关

实际工作 3 年以上。

十五、 其他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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