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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通高等学校地理科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

家标准》）为准绳，结合生源质量及中学地理教学的现况，2017 修订的《西北师

范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培养计

划》明确指出：“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具有深

厚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具有地理科学专业领域坚实的业务基础、在德智体美

等方面全面发展，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优秀地理教师和地理专业人

才”，要达到此目标，分析目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根本，采用哪些方法、

通过什么途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培养优秀中学地理师资的关键所在。 

1 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目前存在的问题 

1.1 重理论轻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 

1.1.1 实践课程所占比重偏小 

历次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虽都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比例，但由于

学校平台课程占总学分的 1/2 偏上，再加上《国家标准》附录中建议开设的核心

课程，总学分已达到甚至是略高于学校规定的学分标准，因此不得不砍掉实验

课和部分实践课（如《土壤地理学实验》、《植物地理学实验》、《气象气候学实

验》、《地球概论实验》、《水文与水资源学实验》以及《地质地貌野外实习》、《土

壤植物地理野外实习》……）。而《培养计划》中统考的实践课程专业方面实为

学年论文（1 学分）、教育实习（6 学分）、毕业论文（5 学分），综合野外实习只

占 2 学分，无法从真正意义上体现地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1.1.2 实践教育环节薄弱 

实践教育是师资培养的灵魂，应贯穿于地理科学师资培养的整个过程。完

整的实践教学应是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模式，但《培养计划》中教育见习处于空

白状态，教育实习安排在大四第一学期进行，时间 42 天，中间还包括各校 3 天

的秋季运动会及国庆节 7 天假，除去入校第一周的听课学习及周末，学生真正

能上课的时间仅有 22 天，连中学教学的环节都涉及不全，教学技能就谈不上有

多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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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野外实习经费不足 

大一大二野外实习剪裁后，大三暑期的综合野外实习就显得尤为重要。教

学计划规定综合野外实习 2 周，而生均所拨实习经费 1000 元，实习经费与实习

天数及目前的高消费严重失调。为使学生多看、多学、提高专业素养，偏僻住

宿大量时间耗在路上、4 人住 1 间影响学生休息导致精力不足、车况较差安全保

障低、学生数量大管理困难等多种问题严重影响了综合实习质量的提升。 

1.2 形式化的教学技能训练与培养 

1.2.1 教学技能培养方法单一 

目前采用的教学技能培养有导训课、微格教学法和教育实习三种，现进行

的导训课和微格教学因疏于管理而流于形式、教育实习时间短，均不能使学生

教学技能全面提高。应探索系统化、多样化、专业化且符合学生自身发展特征

的组合式的教学技能培养方法。 

1.2.2 教学技能训练力度不够 

学生虽在每周末都安排有相应内容的“三笔一话”培训，但一方面因培训

员为前期略加培训的学生，自身技能不佳、经验不足、方法不当；被培训学员

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教学技能的重要性，敷衍应付，另一方面组织机构没有严

格的管理制度及明确的奖惩措施，使得这一工作流于形式，未达到技能培养与

提高的目的。各种教学比赛（讲课比赛、三笔字比赛、演讲比赛、普通话比赛

等）也因评委不专业、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没有真正达到以赛代练的目的。 

从事中学地理教学的看家本领导——板图板画技能方面的培训基本缺失；

教学设计（课程资源开发与使用）、教学操作（多媒体制作与演示）、教学评价、

思想教育与班级管理等方面的教学技能训练强度与指导力度也有待进上步提

高。 

1.3 人才培养与基础教育严重脱节 

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大学课堂与中学课堂、大学生与中学生均存在着很

大差异，我们的中学优秀地理师资由大学老师培养，教育理念上的偏差、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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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理状况认识上的滞后以及教育技能培养要求等多方面的诸多问题导致师

范生的教育技能训练实际水平难以得到提高，培养的师资与中学教育要求的存

在有很大偏差、甚至出现供需明显不匹配的情况。 

2 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提升计划与方式 

2.1 教师能力提升 

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提升：1）鼓励中青年教师出国访学或到国内知名大学访

学、交流合作；2）参加“全国自然地理学骨干教师培训班”（每年资助 2 人）、

“大学地球科学课程报告论坛”（每年资助 2 人）、“自然地理联合野外实习”等

相关国内外会议与实践（每年资助 2 人）；3）组织教师与中学老师合作积极申

报各类教学研究项目；4）鼓励教师申请精品课程、重点课程等，加强课程建设；

5）鼓励教师积极指导教育实习，加强与中学教学的衔接与沟通交流。 

2.2 学生能力提升 

2.2.1 学生专业实践能力提升 

1）地质地貌野外实习（2 天）； 

2）水文与水资源学实践（黄河水文站）（1 次）； 

3）气象气候学实习实践（甘肃省气象局）（1 次） 

4）鼓励学生积极申报各类科研项目。 

以上 1）、2）、3）、4）可作为《培养方案》中学生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模块

“学术科技实践”学分认定依据。 

2.2.2 学生教学技能强化训练 

1）与团学合作，提升导训课质量，导训员采用轮换形式； 

2）加强日常教学技能培养：（1）班主任负责制，监督学生提高多媒体制作

技术和讲课水平，每月交 1 份 40 min 讲课内容的 PPT 课件，每周交 10 min 讲课

视频资料，上传班级 QQ 群或微信群进行交流互评互学；（2）本科生导师负责

制，督促学生进行板书、板图板画的日常练习，轮周交板书、板图板画署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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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通过全院展览形式互评互学；（3）任课教师负责制，每 5 周交课程设计 1

份，通过全院展览形式互评互学。 

以上技能培养（1）和（2）为地理科学专业除大一外其它各年级培养项目，

（3）为大三、大四年级培养项目；日常教学技能培养成果可作为《培养方案》

中学生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模块“专业技能训练”学分认定依据。 

3）以赛代练，每年举办 1 次全院教学技能大赛（讲课比赛、板书比赛、钢

笔字比赛、板图板画比赛、多媒体课件制作比赛），要求地理科学专业学生全部

参加，其它专业自愿（分班级初赛、年级初赛、学院决赛 3 个阶段）， 学院决

赛邀请中学地理名师 2 名、往届院级决赛一等奖获得者 1 名、地理科学系教师

3-4 名担任评委；院级决赛每赛项奖励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 

以上成果可作为《培养方案》中学生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模块“学科竞赛”

认定依据。 

2.2.3 学生能力提升成果展示 

每年举办 1 次综合野外实习展（实习组负责）和 1 次教育实习汇报（以班

为单位）；参加全校师范类毕业生教学技能大赛和全国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参

加中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 

2.3 与中学地理教育的融合 

1）金城名校长谈地理教育（每学期 2 次）； 

2）金城名师地理教学与工作室建设专题讲座（每学期 2 次）； 

3）国家级讲课比赛获得者或兰州市教学新秀地理示范课观摩（ 每学期 1

次）； 

4）经典教学案例分析/高效课堂/听评课/地理教学图的计算机绘制等（每学

期 1 次）； 

5）通过网络形式给每名学生联系中学地理教师担任导师，开展中学地理教

学一对一辅导与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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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1）、2）、3）和 4）成果可作为《培养方案》中学生素质拓展与实践创

新模块“学术科技实践”认定依据之一。 

3 资金预算 

本提升计划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年运行经费预算 62800 元，详见表

1。 

表 1  西部优秀中学地理师资提升计划经费预算表 

序号 用途 人（天）数 人（日）均金额（元） 总金额（元） 

1 

教师能力提升 

全国自然地理学骨干教师培训 2 4000 8000 

2 大学地球科学课程报告论坛 2 4000 8000 

3 自然地理联合野外实习 2 2000 4000 

4 

学生能力提升 

教学技能大赛（学生+评委） 50 200 10000 

5 全校师范生教技赛学院决赛评委 2 1600 3200 

6 全国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3 2000 6000 

7 中国高校地理科学展示大赛 3 3000 9000 

8 名师讲座讲课费 6 1600 9600 

9 
其它 

综合野外实习展+教育实习展   3000 

10 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及强化成果展评   2000 

合计 62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