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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教融合是一种“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通过建立“科研–教学–学习”联结体，把人才培

养活动充分融入科研过程，以达到教学带动科研，科研促进教学的效果。21世纪以来，人类赖以生存的

地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这不仅为地理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命题和机遇，也对学科人才的培养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科教融合对解决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众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强化地理科学

专业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紧密联系，以期满足当前及未来社会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需要。科教融合没有

固定的教育模式，总结、优化地理科学专业已经开展的多样化的科教融合培养模式，可为地理科学专业

后续大规模培养地方应用型人才提供良好的可借鉴的教育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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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al concept of “taking student development 
as the center”. By establishing the conne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teaching-learning”, talent 
training activities ar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cess, so as to achieve the ef-
fect of teaching driv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moting teaching. The earth 
has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ecological crisi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is not only provides 
new proposi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geographical science research, but also puts forward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discipline talents.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lve many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professionals. Strengthe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cia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and 
the nee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current and future 
social and economic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here is no fixed education model for the integra-
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Summarizing and optimizing the diversified training modes of inte-
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by the major of geographic science can 
provide a good educational paradigm for the subsequent large-scale training of local applica-
tion-oriented talents in the major of geographic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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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高校学习苏联模式，实行科教分离的文教政策，大学只有教学的职能，而科

研在中科院、社科院系统[1]。改革开放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教融合教育模式对科技发展与进步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深深触动中国高等教育界[2]。之后在“211 工程”和“985 工程”的推动下，中国

高校科研逐步体制化，正式确立科研的职能，形成科研与教育并存的局面，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始突

显。进入新时代，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提出了“科教融合、联合育人”的新育才理念[3]，科教融合

逐渐被各地方高校所接受并运用到实际的教书育人中，地方高校也在不断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所谓科教融合就是教学和科学研究相互融合，协同培育人才。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教师将其

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授课内容，给学生提供最新、最前沿的学科知识；二是强调科研的育人性，通过学

生自身参与科研培养学生的创新、批判思维、分析、评价等各方面能力[4]。具体即：“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建立‘科研–教学–学习’联结体，把人才培养活动充分融入科研过程，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同时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成果在部分程度上反哺科研活动”。科教融合这种“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将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学生就是当中的主角，在此过程中，掌握理论知识，

并将所学知识实际应用到科学研究中，以达到教学带动科研，科研促进教学的效果。 
本科阶段是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能力的重要阶段，是提升自我科研素养的关键时期，在校大学

生的课程培养过程中，科教融合的培养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在其基础上探索和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517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章武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5170 1055 创新教育研究 
 

创新的能力，并为大学生继续从事科学研究或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能够给地方企业、高校输送

应用型、创新型人才。本文将总结、优化地理科学专业已经开展的多样化的科教融合培养模式，为地理

科学专业后续大规模培养地方应用型人才提供良好的可借鉴的教育范式。 

2. 科教融合的意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推进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科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创新就是解决这一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同时，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已逐渐不能满足应用型本科人才的目标定位以及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栽培。 
地理学是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性质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具有区域性、认知性和实践性强等学科

特性[5]。这些特点使得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不仅要适应新时期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需要

培养具备人口与环境、自然与资源、地理信息系统、地图绘制等全面的基本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21 世纪以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事

件频发。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为地理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命题和机遇，也对学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基地。当代高等教育教学的发展由

于受到全球知识经济、科技进步和网络时代的影响，对高校地理科学类专业课程改革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进入“人类世”，地理科学在解决人口增加、环境恶化、贫困等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主导

地位和学科价值日益凸显[6]。未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地理科学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增

加。科教融合对解决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理论轻能力、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脱节、学习动

力缺乏、学生综合能力弱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将强化地理科学专业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紧密

联系，进一步探索适应社会经济多元发展需求的地理科学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创新

能力、实践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地理科学专业人才，以期满足当前及未来社会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3. 应用型地方高校科教融合现状及问题 

3.1. 课堂教学与科研实践相脱离 

为了实现知识传授、能力提升、技能培养相结合，课堂教学之外的科研实践十分关键，但是目前人

才培养的实践环节还十分不足，需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2000 年后高校普遍扩招，导致教学资源的紧

张，生师比的不断增高，大班上课现象异常突出[7]。大班上课意味着展开科教融合需要大量的科研资源

来支撑实验教学，然而在现实中，绝大多数高校都缺乏这种条件。近年来，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

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对于许多高校来说，财政实力依然有限，无法满足科研需求，教学为主的实

验室场地和仪器设备资源仍然紧张。并且本科生要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或者自主基础科学研究也极少具备

充足的科研资源条件。由此，教师往往对开展科教融合人才培育有心无力，进而导致课堂教学与科研实

践相脱离。 

3.2. 教学方式落后 

目前，我国多数地方应用型高校本科生培养模式还是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无论是科研型教师还

是教学型教师都没有很好地将教学与科研相融合，进行应用型和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活动。科研型教师作

为开展科研工作的主力军，科研活动挤压着人才培养工作的时间，教师无暇实现科教融合，使得教学无

法摆脱传统的灌输模式。另外，教学型教师知识更新速度慢，日常的教学工作就已经占据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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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无多余的精力放到科研工作上，更别说在专业课教学中指导学生进行科研实验。据统计，以教

学为主的教师，其教学时间占据整个工作时间的 80% [8]。正是上述原因，教师无法将其最新科研成果转

化为授课内容，无法给学生提供最新、最前沿的学科知识，而只能照本宣科，将书本上的前人总结的成

果传授给学生。学生“填鸭式”般的接收知识，不利于培养其创造性，促进其向创新性人才发展。 

3.3. 人才培养目标难以实现 

科教融合是一种教育理念，它没有固定的教育模式。只要能够满足培养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的培养目标，就是好的科教融合教育模式。科研项目式的教学模式是非常多的高校教师选择并进行

探索的模式，周光礼认为，用科研项目代替课堂教学，它实际上也是课程，是课程就要有培养目标、内

容建设以及评估手段，并且目标要明确，活动要有实操性，考核评估必不可少，这些考虑到了科研才可

以转化为教学资源[1]。而其中的最重要的人才培养目标理应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但随着时间推移，

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往往难以实现，因为科研设备资源欠缺，实验室建设滞后，科研经费紧张等这些难题

都会显现出来，一直以来都是科研实验开展的绊脚石，束缚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师的

科研成果很难应用到实际的人才培养中，导致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脱节，无法发挥科研服务教学和育

人的作用[9]。 

4. 地理科学科教融合改进措施 

4.1. 改革课程设置，优化教学内容 

地理科学学科知识更新速度日异月新，学校应高度重视对学生学科前沿的引导教育，教师也要与时

偕行，对地理科学学科的发展前沿有敏锐的触觉，融学科前沿引导于日常教学中，融专业思想教育于教

学案例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其专业意识、启迪其专业思维[7]。 
在教学过程中，实验课的设置是必需的，实验课程的设置可以及时将所学的理论知识通过实验课加

以强化，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能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10]。地理科学的科研活动多是以实验的形

式展开的，解决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学会分析实验数据，总结实验结果都离不开相关的实验理论知识。 
催生教师动力，激发教师活力。教师作为教学模式改革的亲历者和实施者，在推动科教融合教学模

式的优化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其中，做好教研工作，提升自身教学与科研水平非常关键，因为再

好的科研成果，如果不通过教研这个路径，也难以转化成优秀的教学资源[11]。 

4.2. 完善科教融合管理制度 

如果说自由的教学和学术氛围是科教融合理念实施的土壤，那么完善的制度体系则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作用[12]。 
地方高校目前应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一是多维导师制。多维导师制即教师导师、学长导师、

校友导师，学院选聘专业教师，优秀校友和在校学长担任学生导师。导师主要是日常指导学生学习生活，

为其考研与就业提供建议和帮助。多维导师制为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建立桥梁，实现最大化利用资源，让

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成长和学习。二是，实验室管理制度。根据学校实验室相关管理规定，对实验室执行

安全管理，所有进入实验室的学生，必须进行“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准入考试”，取得及格(90 分)后方可

进入实验室做实验。 

4.3. 打造良好的科研环境 

地理科学学科在科研与教学过程中，实验室的作用至关重要。开发实验室可开发实验教学项目，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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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开展相关实验室开展项目的研究，将研究方式和研究需要的人员配置作为重点进行探索，形成一整套

完善的实验教学体系，做到科研中教学、教学中有研究，教学科研的完美结合[13]。全面开放实验室，发

挥出实验室的最大效能，打造良好的科研硬件环境，为教学与科研提供支撑条件。 
将实验室资源向教学开放，教师可以将其学术研究成果和申报的科研项目与实际教学相结合，在课

堂讲授中融合时下的研究热点，把最前沿的地理科研信息传递给学生，协同学生一起研究和探讨，使学

生掌握自然地理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操作。 
此外，根据老师的科研课题需要，让对科研课题感兴趣的学生充分调动课余时间或利用假期，与老

师一起进行实地调查、采集样品、样品处理和开展各项实验操作。通过让学生协助教师开展科研实验，

挖掘学生学术潜力，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提高学生的科

技创新能力。 

4.4. 加强学生科研训练 

在进行课堂教学时，教师向学生介绍其科研课题和具体的研究内容，讲解科学研究的一般原理。学

生进行分组、确定研究课题，每个小组完成一份切实可行的实验设计方案，并以小组形式撰写论文并进

行小组汇报，讲解各组的研究成果，教师给予评价及建议。 
另外，也可以让学生在参与老师的课题研究基础上，鼓励同学们参与各项学科竞赛与课题申报，如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创新创业训练和实践，攀

登计划，科研立项等，让学生了解科研实验的基本思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研意识，培养学生查

阅文献、撰写项目申报书的基础能力，锻炼学生从事科学研究能力。 
教师在指导学生科研的过程中，组织项目组的成员定期汇报，要求学生至少一月汇报一次，汇报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查阅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实验方案，实验进度，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等内容。教师根

据学生的反馈，针对实验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分析，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并安排下一阶段的实验内容，

以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 
毕业论文研究是学生对所学的课程知识的系统运用过程。可以提前安排毕业论文的开题，将学生毕

业论文与教师的科研链接起来，充分利用教师良好的科研基础和课题经费，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强对

学生毕业论文指导[14]。 

4.5. 完善野外实践教学 

地理科学专业在内蒙古、广西、庐山有相对固定的野外实践基地，为地理科学的学生进行地质地貌、

人文景观等地理学的综合野外实习提供良好的平台。结合自然地理实践教学的课程目标，要求学生对考

察地的地质地貌、人文景观、环境因素和气候特征及其规律进行共同考察，促进了地质学、地理学、植

物学、大气科学、生命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充分体现了野外实践教学的综合性；要求学生在对区

域自然地理的典型现象进行观察、识记和总结，在实习过程中采集标本和样品，在实习结束后对采集的

各类标本和样品进行系统化整理、归类并展示与汇报，可使学生在野外多角度地认识地理学，拓宽学生

的宏观知识面，培养学生地理科学的整体思维。 

5. 结语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科教融合是提高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符

合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15]。地方高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创新人才的重大使命，提高本科生创新

能力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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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进行地理科学科教融合，应改革课程设置，优化教学内容；完善科教融合管理制度；打造

良好的科研环境；加强学生科研训练；完善野外实践教学。将科研成果、科研经验与高质量的课程教学

融合，能够强有力地化解科研与教学的矛盾，呈现教学科研相长的局面。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岭南师范学院 2021 年度校级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基于科学研究实操下的地方应用

型高校《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课程的项目式教学模式探索——以湛江道地南药种质资源保育与现

代化种植科研实践为例)和岭南师范学院课程教研室项目(自然地理教研室)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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