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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程专业油藏工程方向课程体系建设 

杜殿发  姚  军  李明忠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  东营  257061 
 
 

[摘  要] 油藏工程是石油工程专业主要培养方向之一。在课程体系建设中，提出了油藏工

程课程体系教学链建设和实践的思想，并在师资队伍、教材、教学方式、考试方法等方面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以公共基础课为基础，深化油藏工程的技术基础课，多方位衔接钻井工程课程体系

和采油工程课程体系，使石油工程专业的油藏、钻井、采油三个教学方向有机结合，互相促进、

互相支撑，促进和完善了石油工程专业改革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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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程专业前身为钻井工程、采油工程和

油藏工程三个传统的石油主干专业。为了适应我

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要求，解决

计划性、岗位性过强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暴露出

来的问题，1994 年将钻井工程、油藏工程和采油

工程三个传统专业重新有机整合，创建了一个厚

基础、宽领域的新专业—— 石油工程专业。经过

多年的研究探索和实践，根据课程体系开放性、

系统性的特点，在油藏工程课程体系建设中提出

了油藏工程课程体系教学链建设和实践的思想，

促进和完善石油工程专业的建设和改革，在人才

培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油藏工程课程体系内容 

1．油藏工程课程体系教学链的定义 

以基础课与技术基础课为支撑，以油藏工程专

业课为主链，与钻井工程专业课、采油工程专业课

交叉和渗透，系统应用教学资源的教学模式。 

2．油藏工程课程体系教学链的结构 

油藏方向教学链主要由基础课、技术基础课、

技术课模块构成。以计算机语言、专业外语、油层

物理和渗流力学为基础模块和技术基础模块，以油

藏工程理论和相关专业课为技术课模块。充分考虑

与钻井工程及采油工程课程体系的衔接与交叉，形

成支撑石油工程专业的主要课程链。课程链的主要

环节包括： 
（1）以石油工程应用为主的数理化、外语、计

算机语言等基础理论环节；  
（2）油层物理、渗流力学、专业外语等技术基

础理论环节； 
（3）油藏工程理论和相关技术理论主干环节； 
（4）生产实习、课程设计等实践环节； 
（5）毕业设计和论文的综合环节等。 

二、油藏工程课程体系建设实践 

1．师资队伍建设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关

键在于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

务素质如何，是关系到未来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大问题。在课程体系建设实践中，对青年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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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一是着眼于青年教师思

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全面提高；二是充分发挥

老教授的传帮带作用，营造积极的学术氛围，为青

年教师的尽快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三是建立竞争激

励机制，促进青年教师中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四

是任何时候都不放松思想教育。通过以上措施既提

高了教师的业务素质，又稳定了教师队伍。 
实践中配合“学院管教学，首席教授负责制”

的教学管理办法，按教学链的各个环节，成立以教

授为首的课程组，首席教授全面负责该门（类）课

程的教材建设、师资梯队建设和教学研究等项工作。

只有进入课程组的教师才有资格讲课，进入课程组

的教师由首席教授提名，经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查认

定其资格。这样做使课程建设落到了实处。首席教

授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做好课程建设工作和师资梯队

建设工作，有利于打破原有三个专业方向的限制，

改善教师的知识结构；通过任职资格的认定及师资

梯队培养计划的制定和执行，造成了一定的竞争气

氛，能够促进教师自我学习，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2．教材建设 

高等学校的教材既是教学经验的总结，又是科

学研究的成果，教材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一个学校编写教材的水平是衡量这个学校师资、教

学、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直接关系到本校所

培养人才的质量，关系到学校在社会上的声誉。因

此石油工程专业编写教材坚持四个原则：开放性原

则—— 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的教材面向全国石

油工程专业；整体优化原则—— 在专业教材规划上，

避免过细过窄；在教材内容选取上，从课程体系

的高度来考虑，避免小而全，自我封闭；适用性

原则—— 给学生提供基础的、成熟的、系统的知识

体系，选材求新但不标新立异，求全但不面面俱到，

而前沿知识在课堂讲授中或者在教师的讲义中加以

补充，既便于因材施教，又能够保证教材的严肃性

和稳定性；先进性原则—— 专业教材的内容要新，

起点要高，对石油行业中极有应用前景的新理论、新

技术要着力阐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知识储备。在教

材建设中发挥老教授和骨干教师的指导作用、组织能

力，通过教材建设实现油藏工程教学方向与不同教学

方向的交叉、衔接并锻炼教师队伍。 

3．实践教学 

石油工程专业是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工科专

业，在专业建设中一直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根据石油

工程专业培养目标及计划，油藏工程方向提出了

“主、辅线式”实践教学新模式。（如图 1），分阶段

对学生进行基础技能、综合实验能力、工程实践能力、

科研及工程开发研究能力的训练。其中生产实习和课

程设计是石油工程专业教育的重要实践环节，其目的

是让学生接触油田开发的生产实际，了解油藏工程的

工作性质和内容，获得生产实际知识和基本技能。在

此环节上突出实践基地建设和规范化，通过与矿场紧

密结合，了解生产需求和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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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辅线式”实践教学模式 

毕业设计是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最后一个学习阶

段，也是培养学生综合应用专业知识及独立科研能力

的重要环节。在毕业设计过程中，要配备高素质教师，

注重对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能力、科学思维和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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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细化综合考评指标，建立科学考评体系。通

过外文文献翻译与综述、试验流程设计与应用、计算

机编程及应用，训练和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

力、科学思维和创新思维的能力。通过建立量化和细

化的综合考评指标，科学考评学生的各项能力。 
组织和配备骨干教师，对学习成绩优异或特长

突出的学生进行指导。指导过程中结合科研课题与

研究生教育，重点强化学生的综合应用知识能力、

科学思维和创新思维的能力，形成以点带面的专业

教学机制。 
通过实验、实习、毕业设计、优异生培养，形

成了具体、细化、完善和体现石油工程特色的实践

教学体系。 

4．教学方法与手段 

当前大学生听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那些自

认为课下看书就能搞懂的教学内容，且教学方法又

呆板的课堂学习积极性不高。因此，教师必须改变

过去黑板写、讲台讲、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传统教

学方法。实践中，采用自主学习、先学后讲、以讲

授为主、校外专家讲座等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拥

有积极、主动、活泼、协作、自信的态度，有利于

学生的全面、持久发展。 
九十年代以来，多媒体技术迅速兴起，蓬勃发

展，其应用已遍及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正在给人类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带

来巨大的变革。特别是由于多媒体具有图、文、声

并茂甚至有活动影像这样的特点，所以能提供最理

想的教学环境，对教育、教学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自 1997 年以来，在各位教师的努力下，先后制

作了多门课的多媒体讲义、CAI 课件及实验、现场

生产等录像片，在教学中充分发挥了多媒体教学的

优势，较好地解决了专业合并后教学内容多，学时

少的矛盾。结合精品课建设，先后建立了油层物理、

渗流力学、油藏工程等课程教学网站，教学大纲、

教学计划、电子教材、CAI 课件、网络教案、授课

教案已上网，在教学中初步发挥了作用。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形成了一套以启发式课

堂教学为主，以模型演示、现场实习、习题课、多

媒体演讲、CAI、网络教学等为辅助手段的多元化

教学模式。 

5．考试方式改革 

根据不同课程的内容和要求，研究和探索学生

成绩考核方法。除了采用常规闭卷考试方法以外，

对综合应用知识为主的专业课程尝试了如开卷、半

开卷、写学习总结、查资料写文献综述和指定专题

写科技小论文等形式，刻意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

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三、结束语 

作为石油工程专业主要的培养方向，油藏工程

课程体系教学链建设经过多年的实践，建有省级精

品课 2 门、校级精品课 1 门，在石油工程专业的改

革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了教材体系完善、

教学手段先进和多样的教学体系。今后将进一步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综合业务水平和科研创

新能力；深化石油工程专业教育的培养模式、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以及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能力素

质和质量规格等改革与探索，使之能够适应石油工

业多元化发展战略对各级各类人才的要求。 

[课题项目]本文是教育部项目“特色专业建设—— 石油工程

专业”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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