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地理学专业是培养认知和解决复杂的、变化的人地关系协调发

展的新型人才，专业建设内涵要求学生同时具备文、理和工的多维度

素养和多层次的思维能力，能够在复杂环境条件下，开启文理工深度

融合的思维模式、实施跨学科集成的创新实践，以应对纷繁复杂自然

变化与社会需求。本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办法如图 1所示。

图 1. 成果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

1.转变教学观念，重构教学体系，解决了教学观念更新的问题

为了“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地理学类专业人

才培养需要探索和研究从学科导向转向需求导向，运用“以学生为中

心”的文理工交叉融合的新理念，使学生培养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

合，培养具有持续学习能力和跨学科、跨界融合特征的新型人才。

具体内容：开展学术论坛，让学生了解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地理类

专业人才的新需求（图 2）。举办和组织教师参加各类培训和会议，

学习最新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图 3-图 4），重构教学体系，

更新教学内容。进行专业调研活动，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



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学习，及时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开展教学改革与综

合实践，对教育理念、方法和手段进行持续改进。

图 2.学术论坛与讲座

图 3.2017 年学术考察与承办教育部地理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



图 4.2017 年承办国内外学术会议与学术讲座

2.构建“1+3+9”人才培养模式，改变单一的理科思维培养模式

本成果设计并实现了“1+3+9”人才培养模式（图 5），即以“1”

个培养新地理类专业跨学科的新型人才为目标，文理工“3”科融合

培养的教育理念，将最新技术与方法融入到人才培养全过程，达成学

生“9”种能力的培养。



图 5.“1+3+9”新地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具体内容：进行 5 次更新与 3 次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确定新地理

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专业课程体系，增加 12 类特色模块，突

显地理学类新技术的时代特征。改革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法、项

目驱动法、虚拟现实（图 6）、实践课堂（图 7）等教学手段，提高教

学效率与质量。

图 6.虚拟课堂演示图



图 7.学生实践课堂

3.建立“课战赛”创新实践体系，持续递进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基本技能训练课程的基础上，参与科学研究提升综合应用能力；

通过专业和行业竞赛，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图 8）。

图 8.“课战赛”创新实践体系

具体内容：与 170 所学校建立 GUS（政府-大学-中小学）联盟，

建设野外实习基地（表 1）和教育实习基地（表 2），与 30 余家企业

合作建立专业实习基地（表 3），参与实践课堂基本技能的训练（图 9）。

在教师引导下让学生参加教师研项目（表 4），自主申请大学生创新

项目（表 5），进行实战训练培养专业综合应用能力。最后通过成立

教师指导团队并对学生竞赛团队进行筛选，参加全国性各类专业竞赛



和行业比赛（图 10），参与教师达到 500 余人次，学生 2000 余人次，

提高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全面提升学社的创新能力。

图 9.野外实习实训

图 10.指导学生参加行业比赛与专业竞赛

表 1. 各专业野外实习及毕业实习列表



表 2 教育实习基地列表



表 3.合作实习基地列表



表 4.教师研究项目列表









表 5.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表





4.整合优势教学资源，建立跨学科复合课程群，有效改善课程体系

通过整合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机融合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

教育科学、生态学等多学科课程，创建跨学科复合课程群，实现教育

资源共享与跨学科协同共育。



图 11.校内外优质教学平台

具体内容：

（1）充分整合利用全国地理类野外实习联盟、大学生 KAB 创业

俱乐部、黑龙江省特色专业平台、资源环境信息管理科技创新平台（图

11）等，以及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等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图 12）等教

学资源，让学生能够接受校外各类优质教学平台与资源，从多角度促

成学生九种能力的培养，以达成新地理类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图 12.中国大学生慕课平台

（2）建设具有特色的教材资源与课程资源，在充分利用国家级

规划教材之外，建设具有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的教材资源和课程资源，

完善专业知识体系。目前具有特色教材 24 部（图 13），思政示范课

《地球概论》和《遥感概论》2门，精品在线课程 5门，包括《地球

概论》、《遥感概论》、《地图学》、《地理绘画技法》和《综合自然地理

学》（图 14）。

万鲁河教授主讲的《地理绘画技法》累计选课学校 7 所，累计选

课人数达 2626 人次。《地球概论》累计选课学校 3所，累计选课人数

达 1903 人次。



图 13.特色教材资源

图 14.精品在线课程

（3）整合特色课程，创建跨学科复合课程群（图 15）。整个跨

学科复合课程群共分为三个层次：底层共享课程，主要涉及到地理科

学本身的基础理论课程，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基本地学意识和空间思维，

建立朴素的人地观、生态文明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中层分立课程则

是按照不同的专业特点，整合学院内部课程，构建专业模块，同时注

重各专业特点与特色，建立学生的专业知识体系，训练基本的专业技



能；高层互选课程，按照地理学类专业的跨学科特点，结合社会科学、

环境科学、生态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创建跨学科复合课程群，实现人才

培养的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理科思维和工

科技能，达成新地理类专业跨学科人才的培养目标。

图 15.跨学科复合课程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