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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貌学是高校地学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地貌野外实习作为自然地理学的教学特色，也是地理学人才

培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地理专业的地貌实习的地点均选择就近实习，或选择

在学校处于同一地貌单元的区域，面临着地貌类型单一，学生兴致不高、实习效果差等问题。本文以岭

南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内蒙古地区地貌野外实习为例，从专业现有矛盾、实习内容、路线设计、实践

探索、实习评价等方面展开论述，提出一种“跨区域–长距离”模式的地貌野外实习的新探索，以期为

国内高校地理专业地貌野外实习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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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morphology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geological majors in universities. Geomorphology 
field practice, as a teaching feature of natural geography, is also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ompo-
n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geography. At present, most geography majors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choose to intern in nearby locations or in areas where the school is located in the same geomorphic 
unit,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geomorphic types, low student interest, and poor internship re-
sult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Inner Mongolia geomorphology field practice of Lingnan Normal Univer-
sit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xisting contradictions in the major, internship con-
tent, route design,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internship evaluation, and proposes a new explora-
tion of a “cross regional and long-distance” mode of geomorphology field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geomorphology field practice in geography majors in domestic universi-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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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貌学是研究地球表面形态特征、成因、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是高校地理科学专业的基

础课程和必修课程，在大学本科自然地理学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素有“地理之基，专业之本”

之称 [1]。野外实习不但是课堂教学的延续，更是培养学生掌握地理调查与研究方法的独特教学环节，在

地理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地貌学内容复杂，理论深邃，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其教学

目标的完成，不仅需要系统的课堂理论教学，而且必须加强野外实践教学过程，促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能

够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因此，实践教学是“地貌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关键。

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设立时间虽然短暂(仅 13 年)，但发展较快，成为广东省重点建设的特色专业。

相对于国内其他高校地貌实习选择就近实习不同，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选择“跨区域–长距离”

模式的地貌学野外实习方式，即主要的实习考察地点在内蒙古和陕北地区。由于学校坐落在雷州半岛的

海滨城市——湛江市，因此该模式具有路线跨度大，距离长等特色。 

2. 地貌野外实习改革的背景与问题 

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地理类专业的地貌野外实习选择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区域开展。如华南地区的

高校多选择本省 [3]  [4]及周边地区为实习区域；华北地区的高校则较多选择秦皇岛、山东半岛、嵩山 [5]
的等地作为实习区域；湖南地区的高校前往桂林开展地貌实习 [6]。实习区域距离与学校相隔不远，虽然

方便野外实习的操作 [4]，但是距离不远导致实习地与学校的区域差异不大，学生体验感相对降低，参与

积极性不高。此外，大多数高校地质地貌专业野外实习，学时为 1 周，时间较短，任务繁重，多数学生

在高度紧张的行程安排之下只能是走马观花，野外学习流于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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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问题，“跨区域–长距离”的地貌野外实习考察模式可以保证学生在研学旅途中要保证充

分的实践时长与充足的实践项目，增强学生用地理实践来丰富传统的基于理论知识学习的意识，用充裕

的地理实践教学内容来增强地理科学对学生的吸引力，激发学习兴趣。但是“跨区域–长距离”的野外

考察，在实施过程中，也会面临诸多问题的考验，如培养方案的调整、高额的经费、实习路线的选取、

安全的保障等。本文将以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科学系内蒙古地区地质地貌野外实习为例，从实习前准备、

实习中实施、实习后反馈等多维度对“跨区域–长距离”地貌实习模式展开阐述，以期为其他高校实施

该地貌野外实习模式提供参考。 

3. “跨区域–长距离”模式地貌野外实习的实践 

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是一个年轻的地理院系，前身是创设于 2010 年的湛江师范学院地理系。

该地理系在成立之初，地貌学课程并无安排专门的野外考察课程。2017 年，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科学系增

设了地质地貌野外实习课程，实习地点为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实习对象为大学一年级学生。从 2017
年至今，已有 2016 级至 2022 级共 8 届学生近 800 人前往该地区展开地质地貌学习，实习效果显著，反

响良好。 

3.1. 实习方案的筹备及准备工作 

地理科学专业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地貌野外实习又是《现代地貌学》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2017
年以前，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系没有专设的地质地貌实习课程，地质地貌考察是包含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

理野外实习中，实习地点为广西桂林和江西庐山，时间为 1 周。在课程教学团队的推动下，2017 年修订

人才培养方案，增加地质地貌野外实习课程，同时经学校教务处和学院批准，实习地点确定为内蒙古自

治区，时间为期 2 周。课程教学团队通过积极联络在科研过程中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当地国家地质公园、

政府部门等单位，为学生安全、高效地进行实践学习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支持。2018 年 12 月岭

南师范学院与当地政府(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政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每次野外实习出发前三个月，指导老

师规划和设计路线和课程，编制实习指导手册；实习出发前一个月，实习计划上报学校教务系统，同时

召开实习前的动员会，组织学生干部联系旅行社等。 

3.2. 实习地点选择及路线安排 

Table 1. Investigation route and cont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t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表 1. 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科学系地貌考察路线与考察内容 

时间 途径地点或考察地点 地形区 地貌实习内容 实习形式 

第 1 天 湛江市–成都市 
雷州半岛、两广 
丘陵、云贵高原、四

川盆地 

雷州半岛火山熔岩地貌；两广丘陵花岗岩

地貌；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四川盆地平

行岭谷地貌、紫色砂岩地貌 
途中观察 

第 2 天 成都市 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河流堆积地貌 实地考察 

第 3 天 成都市至银川市 秦岭、兰州盆地、六

盘山、银川平原 

秦岭构造-流水地貌；兰州黄河流水地貌、

黄土地貌；六盘山构造地貌、黄土地貌；

银川平原河流堆积地貌 
途中观察 

第 4 天 阿拉善左旗 贺兰山、腾格里沙漠 贺兰山构造地貌、洪积扇、戈壁；腾格里

沙漠风沙地貌 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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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第 5 天 阿拉善左旗– 

吉兰泰镇–乌海市 
吉兰泰盐湖、贺兰山

北麓 
吉兰泰湖泊地貌；贺兰山构造地貌、流水

地貌、煤田成因及化石 实地考察 

第 6 天 乌海市–乌审旗 黄河乌海段、鄂尔 
多斯高原 黄河河流地貌、鄂尔多斯高原构造地貌 实地考察 

第 7 天 乌审旗 毛乌素沙漠 风沙地貌 实地考察 

第 8 天 乌审旗萨拉乌苏 
大峡谷 

毛乌素沙漠、萨拉 
乌苏河 

毛乌素风沙地貌；萨拉乌苏河流水地貌(河
流阶地、深切曲流等)；冻融地貌；萨拉乌

苏组晚更新世标准地层剖面与晚更新世

气候变化地层记录 

实地考察 

第 9 天 陕西省靖边县 陕北黄土高原 黄土地貌、丹霞地貌 实地考察 

第 10 天 陕西省靖边县– 

北京市 
山西黄土高原、华北

平原 黄土地貌、流水地貌(冲积平原) 途中观察 

第 11 天 北京市–广东省 
湛江市 

华北平原、长江中下

游平原、南岭、两广

丘陵、雷州半岛 

流水地貌(冲积平原)、构造地貌、喀斯特

地貌、火山熔岩地貌 途中观察 

第 12 天 湛江市   返回学校 

 
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科学系的地质地貌野外实习的实习地点为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以鄂尔多斯市

的乌审旗、阿拉善盟的阿拉善左旗以及榆林市的靖边县为主要实习区域，行程约 12 天(表 1)。由于岭南

师范学院坐落于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的湛江市，从湛江市到最远的实习地——阿拉善左旗距离超过

2500 km，从华南地区到西北内陆地区，沿途跨越了多个自然带和地貌单元。由于从湛江市出发，至实习

目标区域没有直达列车，因此去程选择在成都市中转，返程选择在北京市中转(如果因为列车车次调整，

可选择西安市作为备选方案)。 

3.3. 实习课程设计内容 

1) 实习内容的全面性和差异性 
岭南师范学院地貌学课程选用了教材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地貌学原理》(第 4 版)  [7]。而本实

习路线从南海之滨至西北内陆地区，沿途及考察点的地貌类型多样，考察内容主要涉及了火山岩熔地貌、

构造地貌、流水地貌、风沙地貌、冰川冻土地貌、黄土地貌、喀斯特地貌等七大地貌类型，几乎涵盖了

《地貌学原理》(第 4 版)中除海岸地貌外的所有地貌类型。因此，学生在进行地貌野外考察过程中，可以

对照、检验课本所学的理论知识，考察到身边没有或者平时难以到达的地貌景观，增加对教材中所学地

貌知识的感性认识。由于该实习区域主要位于西北半干旱区和干旱区，沙漠广布、风沙地貌典型，让地

处湿润区的广东学生体验到中国区域的极大差异性和地貌环境的独特性，对提高学生学习地貌学的兴趣

和热情有较大帮助。 
2) 科研成果带动野外实践教学 
内蒙古萨拉乌苏及其周边地区是野外考察的重点区域，该地区拥有风沙地貌、黄土地貌、河流地貌、

构造地貌等地貌类型，是研究第四纪气候变化和环境演变、古人类及区域地表过程的典型地区。由于地

质学和地貌学课程教学团队在内蒙古萨拉乌苏地区做了大量科研工作，在将近 20 年的科学研究中取得丰

硕的研究成果，出版学术专著 2 本，发表学术论文近 20 篇。教师可以利用在科研工作积累的社会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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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实习开拓提供便利条件；在设计地貌实习内容时，可以以科研成果为依托，增加实习内容的科学性

和专业性。同时，学生在教师科研工作地点开展地貌考察，有助于了解教师科研工作环境，接触最前沿

的科研动态，增进对知识产生过程的认识，有助于培育学生参与学术研究和继续深造的动力。通过科研

成果带动野外实践教学，既充实地理教学内容，又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环境的改善，达到了教学相

长的效果。因此，在设计“跨区域-长距离”地貌野外实习路线时，应该更多地考虑实习指导教师的科研

研究区域，有针对性地选择考察地点，而非“地图开疆”式的选择考察点。 
3) 实践教学与课程思政融合 
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任务 [8]。但如何结合专业课程特点，在实践教学中润物无声地融入思政育人元素，高校教师

们亟须探索和解决的难题。我国幅员辽阔，地貌类型齐全，可为地貌教学提供典型素材，也为“跨区域

–长距离”地貌野外实习提供更多可能性。在这种模式的地貌野外考察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既可以亲身

考察到身边没有的地貌景观，了解我国壮丽景观的地貌成因和分布特征，也可以促进认识国情和增加对

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之情，同时考察学习的热情也远比就近考察要高涨。在地貌实践教学过程中，可以有

意识地设置红色革命遗址、党建场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考察地点或途径点，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合到

实践教学环节。2021 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2021 年 5 月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地貌学野

外实习创新性地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地貌实习考察结合起来，进行课程思政的创新探索：“野外专业

实习、党史学习教育与思政教育”三驱动的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这是地理科学专业实习第一次结合

红色教育的课程思政改革的创新探索。结合地理科学专业赴内蒙古地质地貌实习课程，创新性结合沿途

体现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红色资源，策划一系列包括党史学习心得分享、敖包红歌会、走访革命遗迹

进行现场教学与浸润式学习等活动。 

3.4. 野外实习安全保障 

由于考察路线长(全程超过 5000 km)，涉及了多种交通工具，如前往和返回实习地的交通工具为火车，

在实习地考察的交通工具为大巴。从湛江市出发至实习地银川和靖边等地没有直达列车，因此前往实习

地和从实习地返回均需要中转，如从湛江市前往银川市在成都市中转，从榆林市返回湛江市的火车在北

京市或者中转。此外，实习考察的天数多(多达 11 天)，期间涉及了多地的住宿和餐食等问题。实习学生

所有的交通、住宿和餐食等环节，均由学生代表通过招标等途径联系的旅行社解决，由导游负责安排。

同时，旅行社还代为购买所有实习学生在出行期间的旅行险和意外险，为实习出行提供保险保障。由于

参加野外实习的学生人数较多(每批次约 100 人)，因此实习的指导老师配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专业

老师，二是带队领导，三是管理学生的辅导员或专职导游。人员的配比状况是专业老师 3 名，带队领导 1
名，辅导员或导游 1 名，达到 1:20 的师生比结构。 

4. 实习反馈与评价 

4.1. 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升 

2022 年收集 200 名学生对该模式野外实习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 97.07%的学生认为该模式野外实习

对其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高有很大帮助，96.09%的学生认为该模式地貌野外实习对其今后的教师教育工

作起到了积极作用，91.21%学生认为对其职业选择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超过 80%的学生认为该模式地

貌野外实习对其考研起到积极作用，而 82.74%的学生认为对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图 1)。
除了学生的反馈外，该实习模式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效也较显著，学生近几年在国家、省级专业、技能和

学术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其中获得“挑战杯”全国二等奖 1 项；中国地理科学展示大赛南方赛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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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一次，全国决赛二等奖一次和三等奖三次；广东省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多项。学生参与发

表地貌学相关论文 15 篇。学生考研率得到大幅度提升，考研成功率由 2017 年的 11.5%提升至 2022 年近

30%，毕业生考研录取率多年位居学校前列，同时也位居省内同等师范院校地理专业前列。本专业多人

考取中山大学、兰州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其中与地貌相关专业的录取比例也有较大

幅度的提升。 
 

 
Figure 1. Student recognition of the “cross regional long-distance” model of geomorphology 
field practice  
图 1. 学生对“跨区域–长距离”地貌野外实习模式学的认可度 

4.2. 同行反馈及评价良好 

在广东省内，除了岭南师范学院采取了“跨区域–长距离”模式地貌野外实习外，华南师范大学和

惠州学院等师范院校地理专业也采用了类似的野外实习模式。通过开展地貌野外联合实习，岭南师范学

院地理系与省内师范院校开展校际交流，优化、互补教学资源，促进地理实践教学专业成长，实践教学

成果获得省内高校地理专业同行认可和借鉴。此外，岭南师范学院地貌野外实习成果也得到相关的社会

机构的认可，为相关的社会机构实施中小学研学野外实践教学提供有用的帮助和影响。如广东省内多家

研学教育服务公司在进行研学路线设计对该模式实习路线进行参考和借鉴，东莞、深圳等地中学已组织

批次中学生到岭南师范学院地貌实习核心区域内蒙古萨拉乌苏地区进行研学活动，社会反响良好。 

5. 结语 

“跨区域–长距离”模式的地质地貌野外实习的最大优点是学生具有充足的实习时间和更多可供选

择的考察地点，而设计合理的路线和考察地点可以覆盖地貌教材中大部分的地貌知识。学生在进行该模

式地貌野外实习时，可以考察到更多、更全面的地貌景观，而极大的景观差异性也更能激发学生浓郁的

学习兴趣，从而达到更好的实践教学的目标。但在路线和课程设计上，须体现课程内容的科学性、知识

性及与思政教育功能的融合。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系“跨区域–长距离”地貌野外实习的实践探索，并在

学生和社会上收获很好的反响，证明该模式对地方院校地质地貌野外实习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是塑造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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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地理人才的一种良好方式。但由于该模式用时过长、所需投入经费过多、安全管理成本较大，推行

该模式需要进行人才方案改革，关注学生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及指导老师科研与教学水平等多种因素，因

此在推广上可能仍有较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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