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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地理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研究——以重庆

师范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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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 401331；三峡库区地表过程与环境遥感

重点实验室，重庆 4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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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理学研究生教育是地理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笔者以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的研究生培养

模式为对象及依据，利用文献法及 GIS 空间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通过生源情况、培养方式及学位论文三方面对重庆

师范大学地理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评价研究，拟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学科发展提供相应思路。研究表明，该校地理学

学科体系逐步完善，研究生课程体系较为完整，部分专业方向课程分类模糊；研究生发文量总体增加，核心及其以

上论文发文量需要进一步增强；学位与学科建设逐渐形成一定的研究方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水土保持

与灾害防治、土地利用与生态响应、旅游规划与开发、资源环境遥感与 GIS 应用、城乡规划与区域发展、地域文化

与遗产保护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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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当前各国教育中的最高层次，决定着一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党的十八大报告认为，当前研究人才培养

质量仍需提升，为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地理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研究型人才
［2］

，但教育

质量却参差不齐，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将是未来地理学研究生教育的重中之重。

当前，国内有关地理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课程学习状况及培养现状分析等

方面。如林孝松
［3］

等从重庆交通大学地理学的课程体系、学科方向、师资队伍及教学改革等方面探讨地理学研究生创新实践能

力培养体系建设；刘潇
［4］

等通过调查问卷的设计对地理学相关专业研究生课程学习程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跨校跨专业学习、在

线学习等方面需要加强；张彤
［5］

、邓忠伟
［6］

等分析探究了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研究生的学习现状、研究生专题研讨课的设置及研

究生人才培养的提升。不难发现，现有的研究多基于问卷调查法等数理统计方法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某一方面内容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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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全面分析探究地理学专业整体的研究生教育质量。

鉴于此，笔者以工作学习的单位为研究范畴，通过数理统计及地理空间分析等方法，从学科背景、培养模式及机制、课程

体系、导师指导状况、毕业论文选题等方面探析该校地理学一级学科下各专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地理专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进

行展望，以期为该校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思考，发挥借鉴意义。

一、研究生培养概况及本课题研究方法

(一)地理研究生培养概况

重庆师范大学依托地理与旅游学院开展地理学专业的建设及人才培养工作。研究生培养已有 20年的历史。1996 年获得人文

地理学硕士点，2007 年开始招生该专业的全日制研究生。2010 年，地理学获得一级学科硕士授权，2012 年，新增地图学与地理

信息系统硕士点。2013 年，新增自主设置的资源环境科学硕士点开始招生。截至目前，全日制研究生 200 余人。经过二十余年

的发展，研究成果主要为三峡库区和重庆地区资源环境与生态建设、旅游发展与经营管理、城乡人居环境与土地利用等方面。

(二)研究方法

1．文献法

根据研究目的，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整理及归纳，筛选出对本研究有用的资料，最终确定本研究的主要方向。

2．GIS 空间分析法

所谓空间分析，是指应用定量(主要是统计)分析手段用于分析点、线、面的空间分布模式。现在更多地强调地理空间本身

的特征、空间决策过程和复杂空间系统的时空演化过程分析。本研究主要通过借助 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来反映生源地在全国的

分布情况。

3．研究生培养质量体系构建

研究生培养质量主要包括三个阶段:(1)前期:主要评价研究生入学前的教育状况。这就包括对研究生本科时期就读学校、学

科背景条件等方面。(2)中期:即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过程。所谓研究生的培养，需要学校、导师和研究生三者相互配合来完成。

学校作为管理层和决策层，主要是在国家法规及校规校纪的基础上，通过一些约定俗成的准则来约束研究生的行为，提高研究

生培养的质量。导师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监督者和主要责任人。而研究生本人则是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主体。(3)后期。

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结束往往伴随着学位论文的终结，学位论文的好坏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成果展示阶段。



3

二、生源与培养质量关系

（一)生源及学科背景研究

生源状况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前提和保障。生源质量的好坏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具有直接性的影响
［7］

。本文将从生源地、本

科就读学校及就读专业三方面来分析工作单位的学科背景情况。

图 2 反映了 2009－2016 年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专业学生招生比。由图可知，研究生招生人数总体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在

2014 年招生人数达到了顶峰。这在一方面反映了国家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变化，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地理学学科发展历程。在国

家层面，1999 年后研究生规模的逐年扩大，各高校研究生生源质量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基于此，国家于 2014 年取消公费读研的

政策，开始实行自费政策，并对研究生招生规模进行收缩，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在学校层面，随着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及

完善，招生人数也逐渐稳定在一定的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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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知，重师地理研究生涵盖了中国的 27 个省级行政区划单元，目前港、澳、台、海南省、青海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和天津市暂无生源。从生源密集程度来看，主要集中于西南的成渝地区，以及华北和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及西北以及西藏地区

生源量较少。这说明，地域选择对研究生报考学校影响较大。一般而言，都喜欢选择邻近自己家乡的招生单位，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研究生的地域选择在逐渐打破。

从某种意义而言，学生本科阶段所学专业及就读学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础状况。图 3 和图 4

分别反映了研究生报考前单位及报考前专业情况。其中，图 3反映了 2014－2016 级 192 名研究生考研前单位情况。其中，有 46

人为重庆师范大学，其次，有 8 人考前单位为绵阳师范学院，池州学院、南阳师范学院、西华师范大学和重师涉外商贸学院，

各有 4 人。从学校属地来看，有 62 人为重庆市，20 人为四川省，16人为河南省，山西省和安徽省各占 12 人；从学校类型来看，

大多为地方性二本普通院校，国家重点学校报考人数较少。这说明，生源地主要为中部地区以及西南成渝地区的地方普通本科

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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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分析发现，2015－2016 级有 79 人所学为地理相关专业，占总人数的 74．5%，非地理专业 27人，占 25．5%。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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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反映了大多学生仍然继续学习本专业；另一方面说明，地理专业受众面在扩大。究其原因，大多数认为本科阶段并未选择

好专业，只好通过考研选择自己感兴趣和喜爱的专业。

（二）研究生培养分析

所谓研究生培养，是在现有的教育目标的基础上，通过课程学习及导师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水平，最终具备解决专业

问题的能力。可见，课程设置、导师指导以及培养政策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影响较大。基于此，本文将从课程体系设置、学生发

文状况以及学校培养方针政策等进行探究分析。

1．地理学课程体系设置

课程体系反映了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基本环节，其完善程度将直接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好坏。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

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选修课、补修课和必修环节等几方面内容。为了更好地反映课程体系设置，本研究选

用 2015 级全日制硕士生人才培养计划，其课程体系具体内容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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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地理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内容针对性较强。在课程的设置上，既反映了专业及方向的差异性，也考虑了理论与实

践的相结合。如专门设置了地理学思想史、地理学学科发展报告等理论课程，还考虑实验与方法论，设置了诸如《遥感与 GIS

应用》《现代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水土保持实验分析》等课程。当然，课程的设置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资源环境科学专

业各方向的课程设置模糊以及自然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环境科学专业是否应该选择《区域规划原理》的课程，

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与此同时，应根据各专业方向的差异性，增设“科技写作训练与文献阅读”等相关课程以增强学生的写作

能力。

2．地理学研究生培养机制

课程教学是研究生培养的环节之一，研究生读研期间的培养与学校的培养机制密不可分。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专

门设立管理部门———研究生院，并从培养工作、学生工作和学位与学科建设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而培养研究生的业务单位

也针对实际情况，先后出台了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国家奖学金评定细则。在科研上，鼓励学生积极申报重庆市及重庆师范大

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学生读研期间的论文发表情况直接反应了学生培养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反映学生读研期间的科研成果，本研究以 CNKI 为数

据源，通过高级检索，以“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为工作单位，统计了 2011－2016 年学生发文期刊排名(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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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2011－2016 年，发文总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16 年较 2011 年增加了 5 倍；历年发表期刊以重庆师范大学(自

然科学版)最多，且核心及其以上论文数量有所增加；从专业情况来看，自然地理学和资源环境科学专业发文期刊影响因子好于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人文地理学专业。提高中文核心期刊发文量，努力实现研究生 SCI 论文零的突破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

努力方向。

（三）地理学学位论文评价研究

学位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生知识结构、专业知识、研究方法乃至综合素质的差异性，因此，地理学学位论文可作

为衡量地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一方面。为更好地反映学位论文的基本情况，现对本单位 2013－2016 届的 230 位研究生的学位论

文题目进行以下统计和分析(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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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表明，自然地理学主要包括环境灾害与生态保护、水土保持与荒漠化治理两个发展方向；人文地理学主要包括区域旅

游开发、城乡规划理论与方法、区域规划与开发三方面内容；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主要进行资源环境遥感与 GIS 应用方面研

究。近年来，新确立的资源环境科学专业主要围绕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展开研究。从论文选题可知，在自然方面，主要围绕三峡

库区农村面源污染、土地利用及其生态环境变化、土壤及其环境效应及生态系统评价研究几方面开展；人文地理学多包括旅游

资源开发、旅游形象设定、旅游空间分布及经济发展、山地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等方面；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主要侧重于资

源环境及其地理空间分布演变格局；学科教学方向主要围绕教学内容展开研究，并主办了《地理教育》期刊。总之，学院基本

凝练出水土保持与灾害防治、土地利用与生态响应、旅游规划与开发、资源环境遥感与 GIS 应用、城乡规划与区域发展、地域

文化与遗产保护等研究领域。其中，土地利用与生态响应、旅游规划与开发、资源环境遥感与 GIS 应用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具

有一定地位。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通过对地理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分析与评价，发现存在如下的问题:

第一，在生源方面，优秀生源数量明显下降，流失量严重。生源地域性突出，应增强西北部、东北部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宣

传工作，打破生源的地域限制。报考学生大多本科就读于地方普通二本院校，甚至于三本院校，需要增强省部级高校的宣传招

生工作。

第二，课程培养体系方面，地理课程知识重理论、轻能力，前沿实践课程较少，课程体系需要增强时效性、前沿性及实践

性，同时应增强乡土地理课程的设置，体现地理课程的区域性特点。课程考核制度多以论文等形式呈现，受教师主观性影响较

大，应改善课程考核体系，提高研究生的课堂效率。

第三，导师队伍建设方面，导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存在部分导师不管学生，对科研工作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难以充分

做到知识育人的效果。所以，应完善导师评聘标准和导向，建立以科研水平和学术能力为核心、量化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

评价机制，完善导师队伍的考核监督机制，形成分类管理、动态调控的导师队伍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应加强导师之间的经验

分享与交流，逐步完善以导师为核心的培养团队及学科机制。

第四，研究生科研指导方面，针对不同的方向开展论文写作训练课程，增强专业方向间的交流与合作，多组织、动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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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地理学术年会，提高学生对地理知识的了解。要优化研究生培养氛围，增强学术质量建设。校内地理专业各方向间应多举

行专业学科竞赛，组织地理技术交流活动，实现技术与学术的交流汇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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