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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特色专业

报告内容

专业特色 建设内容 教学效果 存在问题

师资建设 专业建设 教学条件 教学管理 学生管理



师范性：培养为西部基础教育和民族地区基础教

        育奉献精神的优良师资

地域性：寒区旱区自然地理环境现代过程、水土

        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古环境演化为特色 

民族性：与校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合作，扩大

        对少数民族师资的培训力度 

国家级特色专业

专业特色



特色专业建设之师资队伍建设

地理科学系专任教师一览表

副教授36男赵锐锋

副教授33男鹿晨昱

讲  师35女胡梦珺

副教授37男贾文雄

副教授42男孙庆峰

副教授43男辛存林

副教授51男张  杰

教  授45男赵成章

教  授37男张明军

教  授47男张  勃

职称年龄性别姓名

讲  师39女周俊菊

副教授34女张  华

讲  师33男焦  亮

副教授38男潘竟虎

副教授51男张  杰

副教授44男赵成章

副教授52男严江平

教  授44男杨  东

教  授47女刘普幸

教  授48男赵  军

职称年龄性别姓名



特色专业建设之师资队伍建设

地理科学系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情况

绿洲研究、计量地理学博士副教授鹿晨昱

人文地理学、自然资源学博士副教授赵锐峰

遥感概论、地理信息系统博士副教授潘竟虎

地貌学、土地类型与规划博士副教授贾文雄

地质学、地貌学博士副教授辛存林

地质学（双语）、地球概论博士副教授孙庆峰

中国地理、乡土地理研究学士副教授张  杰

地球概论、气象气候学学士副教授严江平

世界地理、地貌学博士教  授杨  东

气象气候学、绿洲研究博士教  授刘普幸

植物地理学、植物地理学实验博士教  授赵成章

综合自然地理、自然地理学博士教  授张明军

地理信息系统、地图学博士教  授赵  军

自然地理学、地貌学博士教  授张  勃

讲授课程学历职  称姓  名



2009-2011年教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统计

特色专业建设之师资队伍建设

主持人 项 目 名 称 金额（万）

李  森 晚更新世以来共和古湖解体与风沙地貌发育过程研究 80

赵成章
黑河上游近30年牧户畜牧活动分异特征对草地植物功
能性状的影响

80

张明军 天山东部地区水循环过程中稳定氢、氧同位素研究 58

贾文雄 祁连山植被变化及其对气候响应的敏感性研究 51

胡梦珺 黄河玛曲高原古沙丘形成演化及其活化过程研究 58

孙庆峰 青藏高原北缘豆错全新世以来粘土矿物反应的气候环
境变化研究 

27

潘竟虎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腹地测度及其空间演变研究 24

赵成章 高寒退化草地主要毒杂草更新特征与机理研究 39

刘普幸 河西绿洲天然胡杨林生长的水盐过程和衰退机制研究 22

赵  军 中国潜在草原格局演替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GIS模拟 26

张  勃 水资源约束下的黑河流域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模拟研究 26





特色专业建设之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质量工程建设成果

校级双语课程孙庆峰地质学

校级重点课程孙庆峰地球概论

校级精品课程潘竟虎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校级精品课程辛存林地质学

校级精品课程赵成章植物地理学

校级精品课程严江平气象气候学

校级精品课程赵    军 地图学

校级精品课程张    勃 地貌学

省级精品课程赵    军    遥感技术基础

省级精品课程张    勃 自然地理学

课程性质主持人课程名称



2009-2011年教材建设成果

特色专业建设之课程建设（课程建设）

教材名称 主要编写人 完成情况

现代地图学教程 赵  军（第一副主编） 已出版

地理信息系统ArcGIS实习教程 地理信息系统实验中心 已使用

遥感图像数字处理 地理信息系统实验中心 已使用

自然地理野外实习指导手册 张  勃、贾文雄 已使用

土壤地理与植物地理野外实习指导手册 赵成章、胡梦珺 已使用

地质学与地貌学野外实习指导手册 辛存林 已使用

水文与水资源学实习手册 周俊菊 已使用

地球概论实习手册 张  华 正进行



  自然地理学综合野外实习基地建设

      已建成石羊河—黑河流域综合野外实习基地

  土壤地理—植物地理野外实习基地建设

      已建成吐鲁沟国家级森林公园、乌鞘岭旱泉交通流域

  地质地貌野外实习基地建设

      天祝小三峡、安宁天斧沙宫、兰州九州台、兰州黄河阶地

  水文与水资源实习基地建设     

实习基地建设

特色专业建设之专业建设（实践教学）



自然地理实验室：原有仪器131台（件），总资产206万元；现

                在仪器270台（件），总资金406万元；下设

                土壤地理实验室、地质学实验室、植物地理

                实验室、气象气候学实验室、水文与水资源

                学实验室、地球概论实验室、水土流失实验

                室等八个分室。

中教法实验室：新建，仪器122台（件），总价值56万元；

地理系统实验室：仪器45台（件），总价值181万元。

实验室建设

特色专业建设之专业建设（实践教学）



特色专业建设之教学管理

院级领导之下

的管理队伍

系主任

教学督导 实验室主任

教师 专职实验人员 兼职实验人员



特色专业建设之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制度

新生入学教育制度

本科生导师制度

学生学年论文制度

野外实习汇报制度

毕业论文答辩制度

领导干部听课制度

学生量化管理制度



特色专业建设之学生管理

级别
总数

（人）
班级

男生
（人）

女生
（人）

少数民族

人数 百分比

2008 210 4 103 107 16 7.62

2009 203 4 82 121 75 36.95

2010 125 2 53 72 18 14.40

2011 117 2 52 65 22 18.80

特色专业建设期内学生概况



特色专业建设之学生管理

学生管理工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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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专业建设之教学效果

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

野外实习

科研资助金：获得科研资助项目45项

发表科研论文：发表各类学术论文8篇

获得奖励：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31项

社会实践：18支小分队，参与人数282人，获甘肃

                  省优秀实践小分队4个……







特色专业建设之教学效果

建设期内学生英语四级通过率

64.86961482009届

80.17971212010届

61.25981602011届

比例(%)通过英语四级人数班级总人数届  次

9.28 9972008届
24.32 361482009届
33.06 401212010届
16.88 271602011届

比 例(%)考研人数人  数届  次

特色专业建设期内学生考研率



特色专业建设之教学效果

建设期内学生就业率

特色专业建设期内学生支教情况

57.50921602011届
98.33781202010届
91.891361482009届
10097972008届

就业率（%）就业人数毕业人数届  次

注：就业率统计截止2011年7月1日

25215161272011年春季
1521181112010年秋季
912242010年春季
3122009年秋季
211114142009年春季
211114142008年秋季

合计拜城新和阿瓦提柯坪乌什温宿沙雅阿克苏时    间



Ø学科发展与教学理论研究衔接不够紧密

Ø质量工程建设重视程度不够

Ø教材建设起点较低，速度缓慢

Ø教学研究及教学改革环节薄弱

Ø教学方法和手段较陈旧

Ø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不够

Ø与国内外高校的联系较少

特色专业建设之存在问题



Ø继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Ø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实验与实习基地建设

Ø鼓励教师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展教学

Ø加强双语课程的开发研究，推广双语教学经验

Ø强化软环境建设

Ø与名校进行交流学习

Ø巩固现在合作办学成果的基础上，扩大校企合作

特色专业建设之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