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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野外实践教学是高校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环节，是塑造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关键举措。目

前的实践教学存在不少问题，对地理科学专业学生的培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文章基于地理科学专业学

生培养目标，分析了当前实践教学的现实状况，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等方面入手，提出了

地理科学专业野外实践的教学改革新思路。该思路有效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旨

在构建意识、知识、能力、素质“四个维度”的地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地方师范院校的地

理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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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eld practice teaching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in the cultivation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pro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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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als in colleges, and it is a key measure to shape students’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practical teaching, which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geography science. Based on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students in the major 
of geography science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idea of teaching reform in the field practice of the major of geography science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philosophy,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train of 
thought effectively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practice, and constructs 
the “four-dimensions” of geography outstanding talents training pattern, which focuses on con-
sciousness, knowledg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geographic students; and aims at pro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of geographical specialty in local norm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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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校地理科学专业教学中，地理专业实践教学存在意识观念淡薄[1]、实习内容狭窄[2]、实习方式

单一[3]、实习评价浮浅[1] [4]等问题，导致地理科学专业学生对待野外地理实习在思想上不重视、在行

动上不积极、在实习中不主动，对地理科学专业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深入性与应用性造成了极其不利的

影响[5] [6] [7] [8]。 
鉴于此，为夯实地理科学专业学生的学科基础，培养学生的地理专业综合实践能力，实现地理学科

卓越人才培养的目标，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地理科学系开启了地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的野外

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实际的工作。建立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四大野外实习路线：内蒙古地质地貌实习、广

西人文与经济地理实习、庐山自然地理实习、湛江区域地理联合实习。四大实习路线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专业知识覆盖广，实习内容涉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二、实习路线跨度大，四大实习

路线涉及华南(湛江)、西南(桂林、柳州)、华东(庐山)、西北(西安)、华北(内蒙古)等多个差异显著的地理

区，有效解决了粤西地区学生专业见识少、专业视野狭窄、专业知识偏于理论等问题；三、实习成效明

显，通过系统的野外实习，拓宽了学生的学科知识视界、增强了学生投身地理学术研究的意愿、提升了

学生的地理综合素养。在实际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围绕培养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教

师队伍为目标，通过进行野外实践教学，构建“四个维度”的地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主要

涵盖以下内容：“四维”即第一课堂意识维度，以灌输先进地理观为主；第二课堂理论维度，以深化地

理理论知识为主；第三课堂实践维度，以增强野外实践能力为本；第四课堂素质维度，以提升学生综合

素质为要。因此本成果强调意识要先进、理论要深度、实践要广度、素质要高度，以实现意识、知识、

能力、素质四者协调发展。 

2. 地理实践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综合素质不高 

基于现阶段的地理科学人才的培养模式，综合考虑地方师范院校的办学条件及当地教育配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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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知识面狭窄、实践意识不足、综合素质不高等问题[9] [10]。 

2.2. 课堂教学单一 

目前不少地方师范院校的地理课堂仍旧以单一的传统课堂教学为主[11]，知识传授仍为目前教学的主

要目标，学生的意识、知识、能力、素质未得到综合发展，使得学生在野外实习中未能充分将理论知识

与野外实践相结合，地理学科各专业知识体系的融会贯通亟待提高。 

2.3. 教育改革内生动力不足 

地方师范院校普遍存在教育改革内生动力不足、人才培养相关利益方参与不全、教育质量自我改进

机制不健全等问题[1] [3]。以岭南师范学院为例，学校的发展一直是以强调教师教学为主线，对科学研究

未能足够重视，导致产学研脱节严重。受益于“双一流”建设的大浪潮，学校方才重抓科学研究，注重

推进产学研之间协同合作。 

3. 实践课程教学改革举措 

思想有多远，路就有多远。地理野外实践教学改革之路的关键是要构建新的教育理念，配合高时效

的人才培养方案，才能真正从源头上重视、从实践中实现学生在意识、知识、能力和素质等四个维度的

全面协调发展。尤其针对旧版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缺乏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情景学习能力

等方面，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和教育教学方法。以培养教师职业道德、理论创新精神、野外

实践能力为重点，着力提升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重点强调意识、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协调发展，

提升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 

3.1. 树立野外实践教学理念，增强师生野外教学效果 

首先应树立野外实践的意识。一方面，要多手段增强学生用地理实践来丰富和巩固传统课堂理论知

识的意识，用充裕的优秀的地理实践教学案例来引导学生的日常学习，比如在线上分享精彩地理实习活

动[12]，在线下开展实践教学成果展览，以达到激发学习兴趣、树立野外实习意识的目的。另一方面，在

实践指导环节，需要组建野外实践指导师资团队，提升指导教师提升指导教师业务能力[1]，而优秀的野

外实践教师团队不仅要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较为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较高的管理组织能力和灵活

的应变能力，还要有不同年龄、学缘结构和研究方向的互补性[13]。“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实践

教师团队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了实践队伍是普通列车还是高速列车。岭南师范学院地理实践教师团队

的建设坚持固态化与灵活化相结合的方针，即有固定的某一个或几个教师长期指导某一条实习线路，扮

演好“实习知识的主讲、实习后勤的总管”的角色；同时又灵活化，即用活非固定的指导老师，使其从

自身擅长研究领域出发，结合日常学生工作角色(如班主任)，“客串”于不同的实习路线中，扮演好“活

跃实习氛围、保障实习安全”的黄金配角。固态化与灵活化双管齐下，确保了野外实践教学中教师教得

好、学生学得实、师生处得欢。 

3.2. 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反哺科研 

以科研促进教学是构建地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所在，是体现知识与能力的核心内容。科

研成果能带动野外实践教学，充实地理教学内容，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环境的改善。而在野外实践

教学过程中，通过邀请业内专家学者举办学术讲座，增长师生的学术见识，了解当今社会发展动态，激

发师生的创新灵感，为教师增添教学热点，实现科研与教学互为增长。比如，在内蒙古地质地貌实习过

程中，邀请了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资深教授李保生先生，作为研究青藏高原和干旱区第四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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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环境演变等方面的权威学者，其全程跟进，倾囊相授；扎实的学术功底，前沿的学术观点，亲切的

待人交谈，让学生与年轻教师们敬佩不已，学术感触颇深。 
以学生为主导的科研活动，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的钻研潜力，培养学生可以受益终

生的科学思维，掌握基本的科技论文写作功底。学生科研应该是一种“学生主要干、教师帮着看”的学

习方式，研究主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研究结果等都应是以学生为主导，而不是简单地

“老师带着学生干”或者“学生跟着老师干”。身边的学习生活环境都可以成为很好的科研对象[14] [15]。
在学生科研活动过程中，必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教师应该适当、适时、适量地点拨，并汇总分析，

写进教案，在小组讨论或者专业科技论文讲座中逐一解惑，既解决了自己指导的科研小组的问题，又向

整个专业的学生传授了该类知识，增强了学生的科研技能。 

3.3. 在野外拓展视野，用实习巩固学识 

通过开展地理野外实践活动，能够拓宽学生的眼界，切实体会我国独特的地质地貌和独具特色的风

土人情，以解决粤西地区学生见识少、视野狭窄、理论难以联系实际等问题；路线系统化、知识专业化

的路线设计为学生的野外实践与理论知识的有机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指引[16]。以内蒙古地质地貌实习

为例，学生的实习内容主要包括：一、地质地貌，包括：风沙地貌(毛乌素沙地)、黄土地貌(靖边黄土高

原)、河流地貌(萨拉乌苏河、黄河及其支流无定河)、构造地貌(贺兰山)。二、环境演变，考察萨拉乌苏流

域地层剖面及其反映的气候环境过程；考察地层中是否存在化石，识别化石种类及其生活时期的环境，

如王氏水牛化石的发现及其背后的气候变化知识。三、土壤、植被，观察西北地区代表性的黑垆土、灰

钙土、灰漠土等主要土壤类型剖面及其垂直分布规律，观察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常见的植被类型，了

解沙生植物的根、茎、叶的形态特征并了解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等。实习内容的理论知识，学生在

课堂上已经接触，通过去往与常住地的地理环境差异明显的区域进行实习考察，大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

野，使得学生的知识因“落地”而得到了巩固，同时又能够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通过进行这

样的地理实践课程，学生受益匪浅。 

3.4. 教学方法协同并用，组织形式灵活多样 

由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向课堂理论教学与野外实践教学相结合转换，教学场所由传统的理论课堂，

向兼有理论教学、小组讨论、实践操作的野外教学地点转换。在野外实践教学过程进行小组讨论与调查

研究，提高了教与学的有效性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庐山综合地理实习为例，在庐山植物园进行植物

类型调查的过程中，指导教师首先植物命名的科学规范进行现场讲解，然后让学生以组为单位，完成园

区内 30 种不同种属植物的识别。走到一处大面积的人工草皮处，草业学领域的指导教师给学生讲解了如

何进行草本样方的制作与调查，并以人工草皮作为简化的调查样本，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园区此处的

人工草皮进行调查。晚饭一小时后，在驻扎旅店的餐桌上进行了小组讨论，指导教师全程参与互动，并

把在实习路中收集的植物叶的标本对学生进行现场辨别提问，比如，如何分辨松、柏、杉的叶子？庐山

的五老峰中的一峰，地势较为开阔，岩层产状特征明显，适合用于地质罗盘的现场教学。地质学领域的

指导老师亲自示范地质罗盘的使用规范，学生分组完成实操并记录测量结果，让学生巩固了地质罗盘的

使用。在进行土壤剖面实习项目中，土壤学领域的指导教师在对剖面知识进行讲解的过程中，由于实习

人数过多(130 人)，用于讲解的标准土壤剖面面积过小，倘若全部学生同时围观，势必效果不佳；为了解

决此问题，采用了让处在剖面与讲解教师的黄金位置点的同学进行直播，这样处在边缘的学生就可以通

过手机近距离地观察到剖面的详细特征，而不是“只闻其声，未见其形”；也有效避免了教师重复讲解，

节约了宝贵的实习时间。等进行分组土壤剖面挖掘后，教师坚守在标准剖面前，继续为有需要的同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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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答疑解惑。 
不同的实习环境，指导教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该聚则聚，该散则散，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确保

了最佳的实习效果。 

3.5. 推进以赛促学，提升师生技能 

为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专业技能竞赛和创新创业大赛，旨在巩固知识

的同时又可促进学生素质提升、教师技能的增长。比如，针对湛江市的台风灾害，我院学生从以湛江市

与珠海市为研究城市，以公众灾害风险感知为主线，通过问卷调查，分别从概率距离、时间距离、空间

距离、情绪距离、人际距离等方面对公众的台风风险感知进行比较研究，得到了定量的研究结果；并以

此为基础，参加了 2018 年的全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获得人文组三等奖。再如，在雷州半岛区域地

理实习过程中，我院学生对雷州半岛中部的龙门河出露的玄武岩河床上广泛发育的壶穴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壶穴的岩性、形态、空间分布等特征展开了细致的研究，探讨了火山岩河流壶穴的形成机制及地貌过

程，并结合地质旅游的相关知识，整合研究结果，参加了 2020 年的全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斩获自

然地理组南方赛区一等奖的佳绩。从实地调研到参加比赛，整个过程中学生对于地理学相关的理论知识、

实地调研的基本手段、成果展示的原则与技巧等都方面的掌握都有了质的飞跃，指导学生参赛的教师也

得到了很好的历练。这种以赛促学的地理实践方式，使得师生的地理综合技能得到了提高。 

3.6. 与政府企业有机交流，在安全环境中拓展视野 

本院地理科学系实践教学过程中多次组织师生与实习目的地的政府和企业单位展开交流，得到了当

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确保了有丰富的地理实践场所(如博物馆、规划馆)、完善的软(如专业讲解员)硬
(如会议室)配套条件等[17]，同时还开展丰富多样的权威专业知识讲座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大大提升了

学生的社会视野。如广西经济地理实习过程中，邀请柳州某政协委员在当地某大型民营企业进行生产创

新知识讲座，在整个过程中，学生认真聆听、不断思考，使得学生受到了实业兴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要素等思政内容的熏陶，并在讲座结束后与主讲人进行了亲切而深入的互动交

流，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3.7. 与高水平院校合作，实现多方师生共赢 

充分发挥地方自然资源、教育资源与工业资源等资源优势，基于野外实习路线，与地方高水平院校

开展校际交流，优化互补教学资源，共享教育科研心得，即可以促进双方地理实践教学专业成长，又在

交流的过程中提升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沟通能力、合作能力、组织能力等[18]。岭南师范学院多次与华

南师范大学展开雷州半岛区域地理联合实习，多次在广西经济地理实习过程中与广西师范大学展开专业

师生交流见面会，达到了学知识、交朋友、促合作的目的，取得了预期的实习效果。 

3.8. 充分运用野外实践成果，培养地理基础教育接班人 

将在野外实践教学中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教育实习、求职应聘、学生未来的教学工作等环境中[19]，实

现知识的价值与升华。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未来的综合教学素质，使其思路更广、创新更强，以期

为地理教育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势力[20]。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和推广应用，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效

显著，教师和学生受益良多，院校反响和专家评价良好。经过多次的野外实习教学，地理科学专业学生能

够将专业知识和野外实践所获知识相结合，学生的专业知识也得到了强有力巩固。对参与野外实习的学生

进行了地理野外实习情况的调查，参加调查人数共 307 人(调查对象包括了历届本专业毕业生)，其中认为

对考研其积极作用、对教师教育工作起到积极作用和提高专业知识能力的学生占比达到了 98%以上(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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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atistics of field practice in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of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图 1. 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科学系地理野外实习情况调查统计图 

4. 结语 

此次教学改革思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野外实践为关键，以核心素养为目标，强化了理论知识与

实践应用的有机结合，拓展了学生的专业知识体系，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与胸怀，推动了地理学科卓越人

才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提升。为夯实地理科学专业学生的学科基础，培养学生的地理专业综合实践能力，

实现地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的目标，构建了“四个维度”的地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模式，使意识、知识、

能力、素质全方面协同发展，有效解决学生实习观念淡薄、专业视野狭窄、专业实践能力差、专业综合

素质偏低等问题，以期为培养出更多卓越地理学科人才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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