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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理高等教育办学的一些启示

曾　令　锋

(广西师范学院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的重视社会实践的办学理念、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自主的教学管

理、相对稳定的办学软环境等值得内地地理专业教改时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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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1 年起 ,因与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 (简称港校 ,下同)的学术交流 ,有机会先后指

导港校学生在广西的两次野外实习 ,并到该校访问一次 ,对香港地理高等教育有一些了解. 觉得尽管港

校与广西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简称资环院 ,下同)办学起点及社会背景差别很大 ,但毕竟同是

地理专业 ,仍能从中得到一些办学方面的启发.

港校基本情况 :现有一个地理专业 ,13 位教授和导师 ,本科生约 160 名 ,硕士及博士研究生 20 多

名 ,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Ξ

1 　地理系的办学定位与理念

1. 1 　港校办学定位是服务社会

不少教师担任政府组织成员 ,如环境咨询委员会、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水质事务谘询委员

会、可持续发展议会、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 研究资助局 ;研究机构主任或成员 :香港亚太研究所、环境

政策与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中文大学Π中国科学院地理信息科学联合实验室、专业及学术期刊编委等. 教

师们有较多机会参与政府及社会的相关活动 ,了解政府与社会的需求 ,取得办学的主动权.

1. 2 　培养目标及就业

港校办学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主 ,其宗旨是“旨在训练学生全面地掌握地理学知识 ,并以资源的

开发、利用和管理作为教研的重点. 学生不但能认识地理科学和资源管理的最新发展与研究 ,更能体会

地理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提高对社会现象的敏锐触觉. ”学生选择地理专业主要是对地理兴趣爱好. 毕

业生面向全社会就业 ,不大受专业对口影响 ,见表 1. 因为用人单位认为大学毕业生接受了高等教育 ,具

备了就业的基本素质 (这在内地是不可思议的) . 就业受经济形势影响 ,但总的来说压力不算大 ,能够专

心把专业知识学好.

相比之下 ,资环院培养目标主要为中学培养地理教师 ,但是中学地理教师需求量因高考是否考地理

而定 ,由于高考科目由谁由什么来定为不可知的随机因素 ,因此 ,专业发展十分被动和艰辛. 从部分毕业

生就业跟踪调查得知 ,1983 年以来有不少担任县处级和乡镇级领导干部 ,可见地理综合知识能在各级

行政管理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就业是一个牵涉到专业、毕业生、社会需求、干部体制等方方面面的综合

工程. 如果把就业矛盾全部压在专业身上是一种十分省事的做法 ,但是其不良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由

于高考决定地理专业的兴衰 , 因此 ,确定高考科目的随意性势必造成地理专业发展的重重困难 ,大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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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历年地理专业毕业生投身的行业

类 　别 　 行业Π职位 　　　　　　　　

行政及管理 公务员、物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共关系、零售、行政人员、交通Π运输

金融、企业 广告业、银行业、保险、市场推广、市场调查、采购、物业评估、贸易

环境管理 郊野公园管理、环境顾问、园林设计

信息服务 博物馆馆长、信息主任、新闻传播、图书馆馆理员、电台节目主任、编辑Π发行、系统分析、电讯

专业服务 太空科学、计算机绘图、惩教人员、法院翻译员、消防部队、警察部队、大学教授、程序设计、研究员、土

壤工程、中Π小学教师、城市规划

社会服务 社会工作、教育主任、就业辅导、青年及社区工作

旅游 飞行服务、航空公司、酒店管理、旅游服务

落的毕业生市场行情变化造就了高校地理专业办学规模尾追市场变化的态势 ,如资环院地理专业 02 级

学生仅 28 名 ,05 级剧增到 88 名. 由于就业压力十分沉重 ,学生一般到大四就忙于找工作 ,上课、毕业论

文和教育实习都变成次要了. 专业完全市场化 ,也不利于学科发展. 内地高校很多专业全部趋向于实用

化 ,基础理论没人研究 ,因为市场不支持 ,社会不支持 ,就业不支持. 没有基础理论研究 ,科技发展就没有

后劲 ,何来创新 ?

2 　教学

2. 1 　课程设置

港校本科共开设四十多门课程 ,研究方向与课程多元化. 共分三个专业方向 :地理学方法与技术 :计

算器制图、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方法、环境遥感、地理学统计分析、资源评估与规划方法、卫星图像分析、

地理信息系统研讨班 ;自然与环境系统 :地貌学、土壤与环境、天气与气候、环境管理、城市环境问题、应

用地貌学、景观生态学、应用气候学、环境监察、水文与水资源、环境影响评估、闲暇与生态旅游、康乐规

划与管理 ;城市与区域系统 :中国地理、城市地理、人口与资源、全球化与发展、交通运输与物流、香港地

理课题、持续发展的规划与管治、第三世界发展、城市及区域规划、发达经济地区地理学.

港校课程设置稳中有改 ,循序渐进 ,既加强专业必需的基础知识 ,又能紧跟学科的发展 ,逐步增加体

现前沿知识的课程 ,有利于学科发展.

相比之下 ,20 多年资环院的课程设置变化较大 ,既有学科发展的原因 ,也有教学管理部门的原因.

不知有何理由 ,教学管理部门规定专业基础课只能有八门 ,于是教研室只好把原来两三门课程名称合为

一个 ,满足了教学主管部门的需要 ,内容却没有丝毫改变 ,考试仍然分开. 专业基础课程课时减少到原来

的一半以下 ,学生基础知识大为削弱 ;大量增加相近学科如土管、环境和 GIS 等选修课程板块 ,由于课

程涉及面太广 ,学生对时尚的选修课程难以掌握. 增加相近学科课程似乎是为学生拓宽就业机会 ,实际

上每个板块课程只有 4 门 ,相关知识太少 ,还不足以到跨专业的部门工作 ,根本无法与相应专业毕业生

抢工作. 相反 ,去年和今年外专业大量毕业生到中学当地理老师. 这样的课程改革是否有点本末倒置 ?

教改表现出仍处于一种不够成熟的阶段和决定于行政管理及社会转型等非专业因素的无奈.

2. 2 　考试

港校考试的形式多样化 ,其中最有启发的方式是常用口试 ,让学生利用多媒体讲述自己的观点并进

行答辩 ,这对学生是一种较好的锻炼.

资环院笔试为主 ,口试少见. 部分学生往往要求老师划定复习重点 ,然后“背多分”,颇有中学应试教

育的遗风 ;另一方面 ,有关方面为防止学生考试作弊绞尽脑汁. 可见资环院的考试方式仍有待进一步改

进.

2. 3 　教材

港校任课教师自编教材为主 ,内容以学科基本理论为主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增加学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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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动态及相关的知识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便于教师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传授给学生. 整个大学

阶段学生都没有课本 ,在资料室和网上都有可以找到老师的讲稿 ,可以复印也可以下载 ,十分方便 ,上课

时也不要求学生记太多的笔记. 教师还给学生介绍多本参考书 ,让学生充分掌握有关知识 ,学习主动性

强.

资环院的教材必须是教育部统编教材 ,特别是必须选用“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如地理科学、土地

管理、GIS 和环境科学四个专业的自然地理学课程都必须选用同一本“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版的《现

代自然地理学》,但是各专业对自然地理知识的需求却是有很大差别的 ,造成教与学的被动. 教师选教材

的余地太小 ,教学内容过于统一 ,不利于突出教师的个人专长 ,学生也不可能根据专业和个人的需求选

课. 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单一雷同 ,特别是非师范专业学生难以适应相应行业的需要.

2. 4 　教学方式

港校教学理念是学生为本、加强学生分析与排难的能力. 教学方式有 :小组学习 (导修课 ,分组学习

和讨论方式) 、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网上教学 (教师在网上给出教案、练习 ;学生可以通过局域网与教师

互动) 、个案研习、学生上台讲演 ,还有丰富的野外实习. 学生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自选毕业论文题目 ,然

后找教师指导完成论文. 这些做法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达到启发式教学的目的 ,

也锻炼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口才.

资环院基本上以课堂讲授为主 ,少数组织课堂讨论 ,未能开展网上教学. 新生要花较长时间完成从

中学的“应试教育”向大学的“应用教育”的转变. 毕业论文题目说是师生双向选择 ,实际上还是以教师意

见为主. 在整个大学阶段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够 ,自学、口才及社交能力锻炼较少.

2. 5 　实习

野外实习是地学专业的必修课程 ,应予以高度的重视. 内地与港校学生都普遍反映 ,通过实习大大

地增加了见识 ,书本上不容易理解的问题理解了 ,印象也加深了. 历届毕业生参加工作后也反馈意见 ,认

为对野外实习印象最深 ,实习内容对中学教学很有帮助. 因为有了感性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较为抽象的

地理知识 ,才能由浅入深地引导中学生理解各种地理现象 ,结合实例生动地说明复杂的地理概念与综合

的地理系统.

港校将“境外考察”列入必修科目 ,有学分. 实习经费一般由学生自已负担 ,也可向政府申请资助. 近

年来的实习范围主要有 :澳大利亚 (1996、2002) 、江西 (1996) 、珠江三角洲 (1998、2002) 、上海 (1998、

1999、2003) 、新疆 (1999、2000) 、广西 (2001、2005) 、长江三峡 (2002) 、丝绸之路 (2004) 、新加坡及马来西

亚 (2004) 、台湾 (2004) . 2006 —2007 年计划 :长江三峡、新加坡、丝绸之路、北美. 教师给每个学生出一道

实习报告题目 ,实习期间组织学生讨论 2 —3 次 ,分小组根据实习内容出题讨论. 如笔者参加的一个组就

讨论了漓江污染及其对旅游业的影响. 整个实习过程中学生都十分积极地参与观察、分析、讨论、不断向

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学到了不少课堂学不到的知识.

由于经济条件所限 ,内地各校野外实习采取各种不同办法解决. 因经费限制 ,资环院野外实习范围

逐渐缩小. 山西师大则采取学分制分流学生 ,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不选野外实习 ,而选别的课程以补足

学分. 可见只要采取灵活的方式是可以解决实习经费难题的.

2. 6 　实验室

港校实验部门有环境政策与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中大 - 中科院地理信息科学联合实验室、自然地理

实验站等. 实验室有空间信息与决策支援实验室、地理信息系统及遥感实验室、环境实验室、地貌Π地质

实验室、土壤实验室、气候与水资源实验室. 自然地理实验站项目有温室、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自动气象

系统、降雨模拟实验室等 ,设备先进齐全.

资环院虽然设备比不上港校的高端 ,但由于得到师院与教育厅的重视 ,建成了教育厅重点实验室 -

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实验室 ,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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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研

3. 1 　科研经费来源

港校主要是申请香港的基金项目 ,由政府部门拨款和企业资助.

资环院主要是申请政府纵向基金项目 ,还有争取各级政府部门的专项课题 ,很少能争取到企业资

助 ,部分原因是与企业主动联系不够.

3. 2 　科研方向

港校科研方向以公众关注的环境、管理等领域为主. 近期的重点研究计划主要有区域可持续发展与

管治、区域 (长江三峡、珠江三角洲)发展策略、环境影响评价、地理信息系统与卫星图像判读的应用、珠

江三角洲的城市与管治、分析与政策启示、香港亚热带树木之高光谱数据分析、地理计算模式 - 技巧与

应用. 科研内容部分是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部分是地理发展前沿理论. 经常与内地或国外举办学

术研讨活动 ,组织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人才培训与国际性会议. 如环境政策与资源管理中心曾举办有关

环境专题活动 :香港湿地保育及发展论坛、基因食物 :未来的粮食 ? 原裁决背后的启示等 ;面向可持续发

展的环境评价研讨会、第四届两岸三地水土资源保育与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学术研讨会等. 科研成果在香

港环境保护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很多教师成为香港特区政府组织环境咨询委员会、土地及建设咨询

委会、城市规划上诉委员会等的成员 ,对当局有关政策制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资环院科研选题涉及面广 ,实用性强 ,相当大部份项目是解决地方政府部门需求 ,如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课题、区域资源与环境评价、减灾等 ,地理学基础理论方面的内容几乎没能涉及. 教师没有在政府部

门兼职 ,研究成果在广西经济发展、资源与环境等领域决策中发挥作用有限.

与港校相比 ,资环院科研实用性较强. 但是 ,由于对基础理论研究重视不够 ,科研水平提高不快 ,这

样对资环院的长远发展是很不利的.

4 　学生素质培养

港校实行师承计划 ,即邀请社会成功人士担任学长、以“亦师亦友”的身份与本系同学分享工作及生

活体验、提升同学们心智发展、扩阔视野、改善沟通技巧及增强自信 ,因此 ,学生的社交能力很强. 校园生

活中师生关系比较融洽 ,每人都有英文名 ,师生都可以直呼名字. 师生联谊活动十分活跃 ,如 :春茗、学术

活动 ,高桌晚宴、课余活动 ,野外露营 (在内地是不可思议的) 等. 大学生认为自己已经过了追星的年龄 ,

对古典小说看的不多 ,以言情小说为主 ,如徐爱丽等人的小说. 香港中学生谈恋爱很普遍 ,但大学生恋爱

观比较成熟稳定 ,多持谨慎态度 ,正式谈恋爱不多.

资环院实行本科生导师制、教授与新生座谈会、还有考研辅导班等 ,但是总的来说师生间的沟通还

是不多. 学生集体行动能力较强 ,动作较快 ,较能吃苦 ,耐力较好 ,社交能力明显较差. 正式谈恋爱越来越

多 ,大一就有不少学生谈.

港校学生特别注重文明卫生 ,在广西实习十天 ,车内一点垃圾都没有. 学生抽烟喝酒的都很少 ,有礼

貌 ,不讲粗口 ,早上和饭前都先与老师打招呼. 上课时老师和学生都关掉手机 ,下课时师生可以随便开玩

笑. 个性突出张扬 ,独立工作能力较强. 不少学生信仰宗教 ———主要是基督教 ,还有不少学生担任义工 ,

热衷于为社会弱势群体无偿服务 ,以培养对社会的爱心. 学生对环境保护十分重视 ,自己办《绿报》,实习

中对看到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不停追问 ,十分爱惜粮食 ,早餐的馒头包子吃不完就留到中午吃.

资环院学生文明卫生稍差 ,野外实习几天 ,车内就肮脏难忍. 部分学生讲粗口 ,对礼貌细节注意也不

够 ,路遇老师佯装不见的大有人在. 大多数个性不算突出 ,独立工作包括进行社会调查等的能力较差. 课

外活动不少 ,但多局限于校内娱乐性活动 ,与社会有联系的活动很少 ,对认识社会、发挥个人才干帮助不

大. 由于内地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基本采取“先进”的封闭式教育 ,人为地把学生从社会生活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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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出来 ,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严重缺失. 被动接受高考结果的高等院校 ,再不安排学生参与社会活动 ,毕

业生很难适应复杂的社会和日益紧张的竞争.

5 　几点认识

(1) 内地地理系发展较慢既有历史原因 ,也有社会经济原因 ,还有观念与办学理念等方面原因. 资

环院还处在发展阶段 ,与内地许多地理系一样 ,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逐渐成熟起来 ,与广西社会经济

发展密切联系 ,才能培养地方急需人才.

(2) 与港校相比 ,内地地理系教师学生的专业知识差距并不是很大 ,但口才、社交、胆识、见识等方

面差距较大. 在硕士研究生复试面试中 ,资环资环院的学生口头表达能力也比外省学生稍差. 港校培养

学生的方法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和借鉴 ,如生动活泼的教与学 ;较好的英语学习环境 ,没有内地要耗费

1Π3 以上时间学习英语的痛苦 ;重视社会实践而不仅是在校园内自娱自乐等.

(3) 只有相对稳定办学环境 ,专业才能较快地发展 ,大起大落势必然造成办学的混乱. 在教学改革

中什么该相对稳定 (高考科目 ,课程设置) ,什么该变 (教学方法、手段) ,什么需要快变 (教学手段、科研手

段) ,什么需要缓变 (课程设置) ,确实要认真考虑 ,需要进行论证 ,做到稳中求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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