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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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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广西师范学院土地资源学精品课程建设为例，从教学团队建设、课程定位与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与手

段、课程特色建设等方面阐述了精品课程建设的过程，建议通过建设精品课程群和完善精品课程评估体系来

进一步完善精品课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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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 resource science curriculum for examp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team, the orientation and 

design of curriculum, teach ing method and means, the cons盯uction of curriculum characteristic 

and so on has been illust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can be promoted by constructing 

the curriculum group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urriculum. 

Key words: quality curriculum, land resource science, construction, rethinking 

2003 年 4 月，教育部高教司正式颁布《教育部

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

程建设工作的通知 》，启动中国精品课程建设项

目 ［ l ］ ，精品课程被定位为“五个一流”，即具有“一流

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

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精品课程建

设项目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以教学资源的网络共享来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和水

平的创新之举，是信息时代加快知识创新、传播和应

用的示范工程，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精品课

程学科本身特点在子，精品课程是师生公认的教学

质量高、已形成特色风格井有茹续和广泛影响及示

范、辐射效应的课程，强调通过高水平教学艺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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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教与学过程，有优秀多样的教材和丰富的

教例，先进的教学大纲和教案设计，良好教学设施、

教学相长的群体互动活动性等多种因素的整合［3］ 。

精品课程项目实施 6 年来已经形成“国家一省市一

学校”三级连动的局面，作为精品课程建设主体的各

高校和省市均建立专门的精品课程网站，向社会各

界免费开放精品课程资源，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但

是因广西普通高等师范院校基础建设、师资队伍建

设、科研队伍建设等方面比较薄弱，精品课程的建设

成果还不是很理想，因此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本文以广西师范学院土地资掘学精品课程建设为

例，通过该学科精品课程的建设实践，引发思考，以

期促进广西精品课程的建设和发展。

1 土地资源学精品课程的建设历程

《土地资源学 》课程随着广西师范学院土地资源

管理专业的发展，经历了 3 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即课

程的起步和开拓阶段－课程教学模式形成和实践探

索阶段 。 第一阶段：课程的起步和开拓阶段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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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建设了都安石漠化治理基地和天等土地整理试

验基地，解决学生教学实践问题。 还有订阅参考书，

购买教学光盘、培训课程教师，提升教学团队整体素

质等方面的工作 。近 5 年来，教学团队共主持十多个

教研教改项目，发表了十多篇关于本课程的教研论

文；同时，承接了二十多项科研项目，发表相关科研

论文 50 多篇；出版专著、教材 7 部 。很多项目获得自

治区级、院级的奖励，为土地资源学的课程提供了很

好的教学环境，增加了很多示范的案例和供学生实

践的机会。

2. 2 课程定位与课程设计

广西师范学院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型大学，

学生来自全国 10 多个省市（自治区〉，土地资源管理

专业主要培养土地管理高级人才，土地资源学的定

位是重要的专业主干课，也是土地科学最重要的基

础理论学科，是研究土地资源的类型与特征、数量与

质量、调查与评价，以及开发与利用、治理与改造、保

护与管理等诸问题的一门综合的应用基础学科。 其

定位为：一是为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整体课程学习打

基础；二是扎实学习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知识，胜任

该方面的具体工作，为就业服务。

土地资源学课程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 理

论课程设计为 ：土地资源学的研究对象是土地资源

这一 自然－经济综合体，研究其类型与特征、数量与

质量、调查与评价、开发与利用、治理与改造、保护与

管理等问题的综合学科（见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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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1994 年 9 月，广西师范学院土地资源管理

专业开始招收专科班，开设了《土地资源学》课程 。第
二阶段：课程教学实践与模式探索阶段(1999～2005

年），初步探索“教学、研究、应用一体化”的全方位互

动式教学模式 。 第三阶段：课程“立体化”建设，打造

具有示范作用的教学模式（2006 年至今） 。

2005 年，土地资摞学课程被确立为广西师范学

院级精品课程。之后，该课程以自治区级精品课程标

准进行建设，经几年建设，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建设以及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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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的建设

一门课程之所以能够成为精品，是主讲这门课

程的教师们长期致力于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结果 。 精

品课程要求课程负责人与主讲教师具有较高的学术

能力、教学水平和教师风范，具有率先垂范、言传身

教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良好师德与人格魅力，

土地资源学课程组是一支责任感强、团结协作精神

好、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优的教学团队，团队教学思

想活跃，教学改革创意好，教研活动促进教学改革。

土地资源学教学团队共有 8 位任课教师，现有

教授（含研究员） 3 人，副教授（含副研究员） 3 人，讲

师 2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师 4 人 。 同

时师资队伍中有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

层次人选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

选 1 人，广西高校百名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 人，广西

师范学院学科带头人 1 人，重点骨干教师 2 人 。教学

团队具有较好的学缘结构和知识结构 。

学院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在对青年教师的

培养方面，实行“三定”，即定导师、定课程、定研究方

向 。定导师就是实行以老带新的“导师制”，每名年轻

教师都有一名高级职称的教师负责对其教学实践和

科研工作进行指导；定课程就是给每位青年教师指

定所教的课程，要求每位青年教师能够上好两门以

上的课程；定研究方向就是给青年教师定好各个研

究方向，一般与导师结合一起共同研究。经过采用这

样的培养措施，加快了青年教师的成长。

课程教学团队主要开展了以下王作：一是教改

研究 ：包括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

研究。 二是教材研究 ：编著了《土地资源综合实验实

习教程》一书，同时土地资源学教学团队致力于新

《土地资源学》教材的编著，使教材更具地方特色。三

是建设土地资源学精品课程网站。四是实践基地建

土地资源学精品课程的建设内容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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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地资源学理论部分知识模块

除课程理论学习之外，结合实践性强的特点，强

化实践性、可操作性，实现所学与一线具体研究工作

的“零距离”，教会学生如何利用所学的知识和研究

方法去分析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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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黎黎等：土地资源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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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程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示意

主讲教师亲自主持和设计课外实践教学，结合

广西的情况安排实习，并与广西国土厅、南宁市国土

局及各市县国土局、有关国土规划部门 、建立了广泛

的联系，每学期组织学生进行一周实习 。主讲教师组

织学生广泛地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多个县市的土地

利用调查研究，本科生中有 1 /3 学生参加教师的科

研工作，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与主讲教

师的科研课题研究紧密结合。 这些教学方式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意

识，使学生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提高了学生

学习的兴趣，

2.3 教学方法与手段

精品课程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倡导教学方法的改

革和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教学方法的改革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本科生的大量扩招，其

知识结构和基础的变化使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

法、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在教学的需求，改

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土地资源学采用全方

位互动式教学模式系统，系统设计如图 3 所示 。

该教学模式系统重视现代教学手段的研究和运

用，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基于多媒体网络的课堂教学

系统 。提供以课堂知识为主，涵盖相关学科与学科最

新进展的各种文字、视频 、 图像、声音等学习媒介，为

学生主动获取知识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学习空间 。

建立相关的自测、考试评价体系，让学生随时了解自

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学习

方法的培养。 学生在实验课时不仅要验证和巩固基

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加深和扩大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

更重要的是学会运用观察、比较、分析各种客观现象

211 

的方法，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传授知

识与能力培养有机统一 。

图 3 《土地资源学》全方位互动式教学模式系统

2. 4 课程的特色建设

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品

牌，就地方院校建设精品课程而言，主要体现在学科

专业的特色、人才培养的特色、学校管理的特色等方

面［飞 土地资源学课程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

方面 。

Cl）基础性与前沿性相结合 ：对土地资源理论深

入讲解；补充讲解与现实联系紧密的热点问题，拓宽

思路；其他课程有所涉及的，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提

问，进行补充讲解 。

(2）科研与教学结合，注重研究能力培养 ：将土

地资源学研究与广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土地资源

规划与开发、生态环境治理、减灾防灾、区域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研究相结合，为广西资源、环境与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C3)3S 技术与土地资源相结合，注重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培养 ： 在实践教学和科研中，探索 GIS

技术在土地资惊中的各类应用，顺应和引领数字国

土的发展，教学应用于科研，科研反哺于教学。

3 完善精品课程建设的建议

土地资源学精品课程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是仍需要坚持不懈的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建立

一支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的教师梯队；承担更多的

应用项目，为培养优秀的土地管理人才提供更多实

践机会和平台；建立土地资源学课内课外实验实习

教学及考核体系；致力于教材建设，完善现有教材，

开发具有区域特色的教学参考书；加大投入，继续建

设和完善本课程教学网站，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

手段的强大功能，使其成为特色鲜明、教学效果显著

的网络课程。

在土地资源学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根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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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体会，认为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精品课程的建设 。

3. 1 建设精品课程群 ，推进地方高校办学特色

课程群是为完善同一施教对象的认知结构，而

将本专业或跨专业培养方案中若干门在知识、方法、

问题等方面有逻辑联系的课程加以整合而成的课程

体系由。建设精品课程群，优化教育资源的有效途

径，通过整合精品课程资源 ，实现教学结构优化，促

进各门课程协调发展，互相策应，齐头并进，协同作

战，发挥教学资源整体效益，使各门课程通过共同建

设都得以提升到一个新档次，从而使整体的教学质

量得到提高。其次，通过跨学科的课程组合，使相关

专业知识以整体性面貌呈现出来，丰富学生的知识

结构，为培养复合型人才创造了充分条件［飞广西师

范学院资环学院现拥有 3 门区级精品课程，分别是

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土地规划学 。 土地资源学

正在申报区级精品课程，这些为精品课程群的建设

奠定了基础。

3.2 完善教学效果评估体系

教学效果是衡量精品课程建设质量的重要标

志，而教学评价已体现在课程建设的方方面面。在日

常教学管理过程中，学校通过教学质量检查、教学信

息反馈、学生评教、师生及行业企业专家座谈、课程

考核等形式完成对课程教学效果的综合评价。实践

教学评价现阶段已经上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上接第 205 页）

场等。径流观测小区、人工降雨演示小区、气象站布

设在科研观测试验区内，温室大棚、苗木繁育场布设

于水肥条件优越的观光区内。科研教学设备包括各

种分析测试仪器、观测仪器、量测仪器、实验室用具、

用品等科研试验设备，以及投影仪、电脑等教学设
备［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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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是需要改进和完善。设想一下，建设好一个精品

课程，一个精品课程群，进而形成学院的地方特色、

专业特色，打造出一个强势品牌。学生在这样的教学

环境中成长，不仅能培养出优良的学习品格和研究

创新精神，而且具备良好的理论积淀和专业技能。如

此必然在社会上树立起很好的口碑和社会形象。单

位、企业、研究机构等一旦需要土地管理及相关专业

的人才，必首选该学院的毕业生 。培养出这样被社会

各界所欢迎的人才，才是精品课程的教学效果的最

佳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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