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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例，剖析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优化育人模式、更新

教学内容、强化课程思政、创新教学方法和改善教学环境、发挥“科研反哺教学”机制、提升师范生专

业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建立健全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

策略，并分析了其实践效果，力图为同类学校专业建设、教育教学改革提供行之有效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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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alent training of geographic science majors, this paper aims to optim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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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 model, update teaching content, strengthen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no-
v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search feedback teaching”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normal student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talent training, and analyzes its practical results, which 
provides an effective idea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imilar schools and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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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深化“四新”建设，全面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实施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攻坚行动等是教育部最近的教育工作要点[1]。地理科学是研究

地球表层系统的理论、技术与应用并重的基础性专业[2]，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和技术性特征。与时代同频

共振，优化本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对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聚焦区域问题、服务国家战略的专

业人才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我国正在协调、统筹和推动的“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美丽

中国建设、国土空间规划、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等，迫切需要地理科学专业人才。 
在国际上，地理科学专业建设方面，英国高校地理学及相关专业的教育久负盛名，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3]。除外，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也极其重视地理科学专业的发展。这些国家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注重

科研思维与技能的培养，致力于探索培养本科生的研究技能途径。国内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也日益得

到重视，开设地理科学专业的高校已达 167 所[4]，以“地理科学学院”命名的学院不断增加。新时代“双

一流”建设、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社会发展需求对各专业提出更高的定位，对专业人才培养和课程设

置的完善也提出了新要求[5] [6] [7] [8]。对地理科学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业建

设指导思想和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地理科学专业特色及改革实践、实验与

实践教学等方面[9]-[16]，在民族地区师范类高校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相关研究较少[17] 
[18]。 

内蒙古师范大学前身为内蒙古师范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

学校之一，是自治区重点大学、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支持院校和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地

区高等学校计划”学校，现已发展成为自治区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重要基地。该校地理科学专业设立于

1952 年，2012 年获批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2019 年和 2020 年分别获批自治区级和国

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本文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例，探讨民族地区师范类高校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优化策略及其实践效果。 

2. 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新时代对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 OBE 理念，面向本科振兴和教育深化改革，

民族地区师范类高校地理科学专业建设中仍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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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教育理念亟待转变。随着时代的进步，教育教学评价、教师教学投入、课堂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过程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对人才培养质量也有了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与时俱进

改变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中心、满足学生发展需求，真正实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已成为实

现教育现代化亟待解决的全局性问题。 
第二，教学方式方法单一。“停课不停学”的特殊背景督促地方高师院校基本实现了线上线下的混

合式教学方式，但是“教师讲授，学生接受”为主的教学方法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以“满堂灌”式教为

主，其灵活性不足，缺失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存在着照本宣科不设置开放性问题、与学生讨论不够

充分、缺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全过程与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度不够等问题，严重影响着教学质

量与效果。而且信息时代、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等对原有的教学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教育教学方式

方法的改变、多元化成为高校专业建设中急需突破的重要瓶颈。 
第三，学习质量急需提高。从学生的“学”来看，多数课堂以学生被动接收为主，课堂上学生依赖

教师的单向知识传递，主动交流互动严重不足，学生科学研究兴趣缺乏、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不足等问题仍存在。同时传统学业考核不够重视过程性评价，以期末考试定成绩的考核方式为主，死记

硬背较多，片面反应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而缺乏对学生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有效、合理评价机制，

无法驱动教与学的有效衔接，故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及其合理性评价成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过程中的关

键性问题。 
第四，专业建设与基础教育脱节现象仍存在。从师资队伍看，高校地理专业教师队伍中中学骨干教

师兼职的比例较少，高师教师在中学执教的比例更少，师资队伍供给和需求双方缺乏沟通机制。从教学

内容看，多数高师专业教师对新课标的理解和认识不够全面，所讲授的课程内容与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

革的要求及中学地理教师必备的知识结构不相吻合，对新教改的关注度不够。从教育教学研究方面看，

高校教师将研究重点放在地理学理论或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对地理教育、教学研究的精力和时间投

入较少，教育实践参与度较低。因此，搭建高师专业建设与基础教育之间的交流沟通之桥梁渠道，将高

师院校成为中小学的同盟军、资源库和能量源[19]，是新时代高师院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重

要问题。 

3. 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策略及其实践 

3.1. 优化策略 

基于上述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建设经验与实际情况，以

地理科学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指南为专业建设标准，围绕“教 + 
学”问题，针对性的提出了民族地区师范类高校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策略，取得良好的实践

效果。 
第一，基于 OBE 育人理念，坚持立德树人，创建“学习–实践–创新–服务”一体化育人模式。基

于“国标”、师范专业认证要求，坚持“立德树人”，以学生为中心，持续改进人才培养方案；以教材、

课程、团队建设、“时空草原论坛”等推动教学改革，提高培养学生质量；发挥协同育人长效机制，提

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以创新为驱动，引导、带领学生参与各类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促教；

通过实习等提高学生社会服务意识，提高就业率。 
第二，强化课程思政，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专业建设站在“立德树人”“以本为本”的

教育高度，优化教学内容，将思政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专业全体教师参与全国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

能力培训，提高课程思政教学能力。通过引进人才、聘任中学兼职导师、内部培养等，提高教师队伍业

务水平。经过资深教师的“传帮带”及系列教学技能训练和科研训练，提高教师队伍专业技能及创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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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 
第三，校企地合作，发挥协同育人机制，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学校与信息技术类企

业合作，开发各类本科教学服务系统，有效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依托“内师在线”综合

教学管理平台、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系统、实验教学与安全管理平台、超星云平台、“融智云考”、“畅

想谷”教材管理系统等平台，实现教育教学信息化、智能化；建成专业网课资源，努力打造省级线上线

下混合式一流课程；校企地合作，加强产学研用合作，聘任中学优秀教师，实行双导师制，有效发挥协

同育人机制；构建共建共赢的深度合作机制，实现与地方政府及相关单位合作发展，打造成稳定的教育

教学实践基地和师资队伍继续教育高地。 
第四，完善教学环境，发挥“科研反哺教学”机制，提升师范生专业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加大教

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自治区名师工作坊、院士工作站、“高原四方阵”等平台对本科人才培养的

支持力度，有效发挥国家教学名师、创新团队、“草原英才”等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作用，科研项目和省

部级平台向本科人才培养倾斜，助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通过“时空草原论坛”等讲座和科研项

目实施，发挥科研反哺教学作用，提升课程的“两性一度”；签订师范生教育实践基地，保障师范生的

技能训练与实践能力的提高；投入专项资金，改善实践教学条件；与国内知名高校联合建立国家级虚拟

教研室；与区内科研院所联合创建专业实践基地；发挥国内外野外实习基地的平台支撑作用；创新“学

习–实践–培训”教学环境，鼓励学生参加全国、自治区各类大赛，助推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 
第五，建立健全教学管理，构建全过程、全方位质量保障正反馈闭环管理体系。通过不断完善教学

管理制度，做好教学质保前提工作、深化日常教务管理，从学校、学院领导、督导、教师、学生角度，

建立多方监督管理机制，强化质量监控环节、强调教学评估，促进教学质量提高、跟踪毕业生信息，反

思教学质量、汇总多方信息，针对性教学改革等工作，加强教学全过程、全方位质量保障正反馈闭环管

理建设。 

3.2. 实践效果 

上述优化策略经过校内的实践，在教师队伍建设、教学内容优化更新、课程思政、教学信息化、科

研反哺、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等多角度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形成了包括国家级、自

治区级教学名师、中学特级教师、“雄鹰”人才、草原英才等的年龄、职称、学历结构合理的专业队伍，

同时青年教师业务水平、教学技能和科学研究水平、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实践指导能力等均明显提高，

获批多项国家级或自治区级教学改革项目和课程思政类项目，有的成果得到高度认可，获得相关奖项。

教育信息化效果明显，建立并运行了省级线上或混合式一流课程，初步实现了全课混合式教学及本科毕

业论文云开题、答辩、盲审、云实习等，有效推进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高度融合，改变了

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单一的局面，提高了教育信息化水平。本科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学生积极申

请并主持实施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系列作品取得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师范生微课大赛等各类竞赛的优异成绩。教学评价和质量监控机制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障了教学各

环节高效、顺利运行。 

4. 结束语 

新时代“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民族地区师范类高校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教育理念、教与

学、学业评价、与基础教育之间的沟通等方面面临着诸多问题。本文从优化育人模式、更新教学内容、

强化课程思政、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环境、发挥“科研反哺教学”机制、提升师范生专业技能和实践创

新能力、建立健全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优化策略，其实践成效显著，故在同类学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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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教育教学改革中具有较高的示范辐射作用和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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