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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研究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战略总布局”重要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国内首创成立集教学、科研、管理于一体的科研机构——自然文化研究院。现有专兼职教职工 23人，其中教授 4人，副高级职称

9 人，具有博士学位 8 人。下设自然文学研究所（文学创作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地质学史研究所（中国

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地学哲学研究所、地质遗迹研究中心和校科学技术协会。 

自然文化研究院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以“山、水、林、田、湖、草、

沙、矿＋”等生命共同体范畴为重点，依托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在国内率先提出“立足地学、着眼生态、厚植文化、自然育人”自然文化教育

理念，将自然文化作为地球科学课程思政建设和通识素养建设的实践载体，从文化视野的角度，关注和研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历史和时

代的重大命题。通过创建交叉学科、专业组群、课程体系、实践平台，系统构建自然文化育人体系；通过搭建平台、示范引领、产教融合、科学

普及等方式，有效促进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在国内相关高校落地。 

先后与泰山世界地质公园、张掖世界地质公园、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家海洋博物馆、湘西世界地质公园、延庆世界地质公园、河

南省地调院、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等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 8 家自然文化研究院分院，全面覆盖山、水、林、田、湖、草、沙、矿，

开拓成果转化便利通道，构建“共商、共建、共享”自然文化育人产学研用新机制和新平台，构建文化育人新模式、新体系。 

成立以来，自然文化研究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自然文化专业、课程、教材及资源平台建设等方面取

得丰硕成果：先后荣获 2021 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1项；2018-2020 年北京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创新成果奖 1项；校

级教育教学特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出版国内首部生态文明教材《自然文化概论》1部、《自然文化大型书系》6部。先后主持教育部 2021 年思

政工作精品项目工作 1项，北京市社科重大项目 1项，北京市高教学会课题 1项，中国地质调查局课题 1项，中国地质科学院课题 1项，中国地

质学会文化课题 1项，校外合作项目 2项。承担国家自然基金在研项目 2项，教育部“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自然文化类项目 6项。 

自然文化研究院以双一流学科为基础，对校内原有地球科学相关学科专业进行优化整合，融合文、史、哲，交叉“自然、文化”学科，构建

自然文化交叉学科，在全国率先培育并新设自然文化教育、自然文化与艺术、地质科学史研究、旅游地学、土地整治工程、自然资源登记与管理

新兴交叉学科及专业方向，创建“科学、人文、绿色、生态”的自然文化学科体系，形成了“科学 + 文化”的自然系统学科群，初步建成 3 个



博士、8 个硕士专业方向、3 个本科专业的教学科研布局，是自然文化育人体系的学科基础。 

我院具有教育学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教育学依托学校行业特色优势，聚焦生态文明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生态文明视野下高等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前沿问题，注重高等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与自身体制、机制创新，教学质量与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模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形

成了生态文明视野下的自然文化教育、高等地质教育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领域的研究与教育实力。 

未来，自然文化研究院将立足时代需求，秉承“艰苦朴素、求真务实”优良校训，坚持立德树人，实施“落地行动”，努力传播自然文化知识，

打造自然文化育人品牌，积极开展自然文化融合研究，有层次、分步骤开展专项研究、人才培养、科学普及和智库建设，加速培育自然文化研究

的高质量新成果，构建自然文化育人新模式，不断推进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切实为促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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