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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我国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本科教学改革与实践进行了综述，以期

为各高校该专业的本科教学与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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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简称资环专业）是在全球性的资

源问题、环境问题、城镇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于 1998 年设置的，是地理学

下的更侧重实际应用、强化技能的二级学科。该专业的设立对我国新时期城乡

一体化进程，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

健康、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2009 年，全国开设资

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各层次、各类型高校已达 150 多个，在全国各省

区均有分布，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本科专业之一。从当前国家宏观政策和国情

来看，我国资环专业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但作为新办专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存在诸多问题，诸如专业定位与社会需求错位，课程体系不完善，各类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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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特色不明显，实践动手能力不强，市场宣传力度不够等，部分学校甚至在

招生、培养和就业方面都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特别是就业难度的增加和人才

市场的近似饱和对该专业造成了极大冲击。研究这些问题，对于该专业的发展

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教育界的同仁就资环专

业的发展从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改革与实践。

1  专业培养模式的思考

很多学者和相关院校对资环专业的培养模式进行了思考与实践，如王如渊

等（2007）提出了低年级大口径基础教学，高年级分类培养的办学模式；王颖

（2009）提出了“T”型培养模式，即在面广的基础上有专攻，且专攻方向必须

立足于专业本身优势并考虑社会需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提出了“三段式”人

才分流培养模式，即大一大二“构建专业平台”、大三“专业方向分流”、大

四“职业方向分流”；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早在 2002 年就积极探索资环

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开展了“双证书”（即学历证书 + 职业资格证书或其

他技能证书）教育模式的实践；李森、徐颂（2007）也提出，地方院校资环专

业应形成以实践教学为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广州大学着力探索了以就业

为导向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徐慧等（2009）认为资环专业的人才培养宜结

合学科特点及发展趋势，突出地域特色，尊重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

专业特长，满足社会需求；河海大学提出其资环专业要坚持学校水利特色，适

当细分专业方向，增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杨娟等（2008）则专门讨论了农业

高校资环专业的发展。

2  课程体系的改革与优化

课程体系是构建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课程体系的优化对资环专业的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自该专业设置以来，各高校及相关教育工作者都在不断地

探索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与优化，如尹忠东等（2005）结合北京林业大学的实

际情况，提出资环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强专业基础课，整合

应用类课程和实践内容多样化；邹家红等（2006）通过对十多所高校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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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调整课程结构，构建分模块课程体系；叶新才等（2007）提出华侨大学资

环专业以“旅游”为特色来构建与完善课程体系；郑栓宁（2007）认为数字城

市建设是 21 世纪资环专业就业与发展的最佳方向，并依此构建课程体系；赵小

风等（2008）对比分析了国内外 10 多所典型院校资环专业的课程设置，指出共

性与差异，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张利华等（2008）认为新的专业课程体系应

坚持强化专业基础、拓宽专业方向、加强专业技能和实践的原则，体现专业教

育和个性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特征和个性要求的结合，实现不同专业方向的人

才分流培养，解决高校教育的宽口径和社会细分工的接口问题，并构建了以就

业为导向的模块化课程体系；陈兴鹏等（2008）对兰州大学资环专业现有课程

体系进行改革与优化，实行以“生态环境规划与管理”为特色的三个方向分流

培养，强化专业基础，提高外语水平，注重实践环节；毕华兴、朱清科（2008）

指出，资环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必须建立在对社会人才需求分析以及专业定位

的基础之上，不能再走过去“全面发展”的老路子，不能盲目追随社会热点，

而应依托学校的优势，突出专业特色，适当压缩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北京联

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则构建了相对成熟的“依托学科，面向应用”的课程体系；

浙江财经学院依托财经学校的强项，构建了资环专业“1、4、3、3”实用型管

理人才培养教学体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依托优势学科起步，面向区域人才需

求培养学生，本着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原则，以“三个有机结合”和“三个不

间断”为核心，构建了资环专业课程体系。此外，教育界同仁还对该专业一些

主干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3  实践教学改革与实践

由于资环专业本身侧重实际应用，实践教学在整个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不容

忽视，很多学者和相关院校都非常关注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如

安徽理工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包头师范学院、佛山科技学院、齐齐哈尔大

学、北京林业大学、重庆工商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北京

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浙江财经学院、广州大学等学校先后对资环专业的实

践教学体系进行了有意的探索和实践，并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分别构建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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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参考借鉴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颁布与实

施，在给资环专业人才的培养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实践

课程体系不能满足社会和市场的人才需求，应进行必要的改革，按照“基础 + 

核心 + 方向 + 创新”的框架构建实践课程体系，坚持人才培养面向农村、面向基层、

面向社会。

4  专业交流平台的搭建

为了客观评价我国高校资环专业建设和发展状况，深入研讨资环专业建设

中面临的问题，了解在新形势下该专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促进学科发展，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南京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系于 2008 年

8 ～ 11 月联合开展了“全国高等教育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建设评价”

的调查工作，并于 2009 年 5 月在南京大学举办了“全国首届资源环境与城乡规

划管理专业建设研讨会”，为讨论全国高等教育资环专业方略搭建了很好的交

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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