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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以贵州大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为例

赵龙山　侯　瑞
（贵州大学林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地理信息系统”课程理论和方法，应用研究型教学理念，对“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教

学内容及模式进行了改革与优化，主要措施如下：①对“地 理 信 息 系 统”课 程 内 容 及 各 章 节 逻 辑 顺 序 进 行 了 梳 理 与

调整，将原教学计划中８章内容整合为４个专题模块，并分别对应基础性知识、模型、方法和实践应用等内容；②在

教学过程中采用多媒体＋板书相结合的教学手段，将“地 理 信 息 系 统”课 程 核 心 内 容 制 作 成 多 媒 体 课 件，而 分 析 讨

论性和拓展性内容则采用板书的教学方式；③在“地理 信 息 系 统”课 程 教 学 过 程 中 引 入 专 题 讨 论、翻 转 课 堂 等 教 学

模式，以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锻炼学生创新思维能力；④加强平时学习和实践能力的考核，将课堂讨论、实验实

践能力纳入考核指标，并增加了实践能力考核的权 重。通 过 以 上 教 学 模 式 改 革，充 分 调 动 了 学 生 学 习 的 主 动 性 和

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教学氛围，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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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理 信 息 系 统（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简称ＧＩＳ）是以获取、存储、管理、分析和显示部

分或整体 地 理 空 间 数 据 的 计 算 机 系 统。它 与 遥 感

（ＲＳ）、全 球 定 位 系 统（ＧＰＳ）统 称 为“３Ｓ”。进 入２１
世纪以来，ＧＩＳ已在资源环境调查、监测、规划、政务

管理、地图制图、农业生产等方面被广泛应用。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是研究自然环境水土流

失成因、过程、机理、危害及影响因素的专业，并以此

为基础，通过农业耕作、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和植被恢

复等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与布局，实现水土流失防

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１］。近年来，随着 社 会 经

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水土保持与荒漠化

防治领域对地理信息技术的需求急剧增加，特别是

在一些水利、农业和环境等行业部门迫切需要掌握

地理信息技 术 的 高 素 质 水 土 保 持 与 荒 漠 化 防 治 人

才。为了满足社会对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人

才的要求，近１０年来，许多涉农高校水土保持与荒

漠化防治专 业 在 制 定 培 养 计 划 时，都 将“ＧＩＳ”课 程

作为一门 必 修 课 程 开 设。据 统 计［２］，“ＧＩＳ”课 程 已

是全国２０余所涉农高等院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专业的基础课程或核心课程。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 以 来，经 过 几 十 年 的 发 展，

ＧＩＳ已经发展成为理论体系完 善、方 法 较 为 成 熟 和

专业性较强的应用技术。因此，在全国许多高校都

设立了 与 ＧＩＳ相 关 的 专 业，如 地 理 信 息 系 统、地 理

信息工程、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等。对于地理信

息系统专业的学生而言，在学习“ＧＩＳ”课程之前，需

先修完“地理学”“数据库”“数据结构”“计算机编程”
“数学”等基础课程［３］。然而，对于贵州大学水土保

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学生而言，尽管也为他们开

设了“ＧＩＳ”课 程，但 是 由 于 受 本 专 业 培 养 方 案 学 时

的限制，在“ＧＩＳ”课 程 体 系 中 并 不 能 为 该 课 程 开 设

先修课程，导致学生在学习该门课程时非常吃力、学
而不 精，严 重 影 响 了 人 才 培 养 的 质 量。因 此，在

“ＧＩＳ”课程实 际 教 学 过 程 中，迫 切 需 要 对 其 教 学 模

式和内容进行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

一、“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一）理论教学内容的优化

理论课教学是“ＧＩＳ”课程教学的重要环节，尽管

现在已有许多教学模式，如翻转课堂、慕课等，但是通

过课堂教学完成理论知识教学仍然是主流模式。因

此，在“ＧＩＳ”课程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教师组织好课堂

教学活动既是“ＧＩＳ”理论课教学得以正常进行的保

障，又是学生系统地掌握“ＧＩＳ”课程理论知识的前提。
教材是 课 程 基 本 知 识 的 主 要 载 体。对 于 初 学

者，选择一本好的教材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已经出

版发行的专门介绍地理信息系统相关知识的教材有

１０余部。这些教材基本都包括：地理信息系统的基

本概念、基本原理、地图投影、空间地理数据结构、空
间数据库、空间数据 处 理、空 间 分 析、ＧＩＳ常 用 模 型

介绍、ＧＩＳ应用系统设计、数字地图输出等内容。这

些内容既包括ＧＩＳ的基本理论，又包括ＧＩＳ的技术

体系与应用方法，但各有侧重。例如，由汤国安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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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科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地 理 信 息 系 统》，对 于 ＧＩＳ
技术体系与应用的介绍较深，学生学习时需要有一

定的程序设计与数据库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学习难

度相对 较 大，适 合 ＧＩＳ专 业 的 学 生 使 用；而 对 于 非

ＧＩＳ专业的学生而言，除了掌握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的 基

本概念、基本原理与方法外，还要通过“ＧＩＳ”课程的

学习，提 升 学 生 ＧＩＳ软 件 的 应 用 能 力，特 别 是 要 建

立起基于ＧＩＳ的 地 学 思 维 与 地 学 语 言 表 达 的 新 模

式，为学生后续的专业学习和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了实现上述教学目标，笔者选择了高等教育

出版社出版、黄 杏 元 等 编 写 的《地 理 信 息 系 统 概 论

（第３版）》作为理论课教材［４］。该教材是“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 材，全 书 共 分８章，４３节。与 其 他 地

理信息系统教材相比，该教材内容丰富、难度适中、
可读性强。

在“ＧＩＳ”课 程 教 学 安 排 过 程 中，笔 者 结 合 贵 州

大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教学大纲及该课程

的知识结构，筛选出相关教学内容，见表１。其教学

内容主要包括４个教学模块：模块①ＧＩＳ基本知识；
模块②坐标系统和地图投影；模块③ＧＩＳ数据结构；
模块④ＧＩＳ模型与应用。

表１　“地理信息系统”课程理论教学内容的安排

教学模块 教学内容 对应的教材章节 学时

１ ＧＩＳ基本知识 第１章，第２章第２、３、４节 ４
２ 坐标系统和地图投影 第２章第１节，第８章第２节 ４
３ ＧＩＳ数据采集与管理 第３和第４章 ６
４ ＧＩＳ模型与应用 第５、６、７章 １０

注：教材为黄杏元等编写的《地理信息系统概论（第３版）》。

在模块①中，主要介绍ＧＩＳ概念、构成、发展趋

势及地理空间数据特征、矢量与栅格数据等知识，分
别对应原教材中第１章和第２章２、３、４节内容，学

时为４个学时。
在模块②中，主要介绍空间坐标系统和地图投

影等知识，分别对应原教材中第２章第１节和第８
章第２节的内容。另外，为了增加学生对坐标系统

的认识，笔者在该部分内容中增加了对北京５４和西

安８０坐标系统知识的介绍，总学时为４个学时。
在模块③中，主要介绍空间数据获取、存储和管

理原理以及管理方法，分别对应原教材中第３章和

第４章的内容，为６个学时。
在模块④中，由于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是应

用性极强的专业，故模块④是“ＧＩＳ”课程的重点，安

排１０个学时，教学内容包括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
空间分析方法及常用模型，分别对应原教材中第５

和第６章的内容。
通过以 上 教 学 内 容 的 调 整 和 优 化，既 突 出 了

“ＧＩＳ”课程的重点，又增强了课堂教学的逻辑性，更

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基本理论知识。
（二）实验教学内容的优化

实验课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课教学

内容的设计与实施关系到该门课程整体教学质量的

高低和人才培养水平的问题。因此，在“ＧＩＳ”课程实

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笔者不仅要紧扣理论教学内

容，而且还要尽可能涵盖当前ＧＩＳ技术的各项功能，
如空间地理数据获取、存储、管理、分析和显示等。

“ＧＩＳ”课 程 实 验 共 安 排４次 实 验，其 实 验 内 容

和学时分配见表２。“ＧＩＳ”实验课程在实验室进行，
实验条件 包 括 微 型 计 算 机、ＧＩＳ平 台 和 实 验 数 据。
其中，ＧＩＳ平台主要为ＡｒｃＧＩＳ软件（１０．２版）；实验

数据包括若干数字高程模型、水系图、植被覆盖图、
卫星遥感影像和一幅中国土壤侵蚀类型分区图。

表２　“地理信息系统”课程实验教学内容的安排

实验名称 实验内容 学时

实验１ ＧＩＳ数据采集与编辑 ４
实验２ 坐标系统和地图投影 ４
实验３ 地图制图 ６
实验４ ＧＩＳ模型与应用 １０

为了提高学生对ＧＩＳ理论与方法的应用能力，
笔者在实验１中重点训练了矢量数据和栅格数据的

获取方法、数据精度分析、空间拓扑关系编辑和数字

高程模型（ＤＥＭ）建立等技能，其对应的理论教学模

块为①和③的知识内容。在实验２中，主要讲授了

地理数据坐标系统建立和地图投影转换内容，加深

学生对不同坐标系统和投影方法异同的理解，实验

２是对理论教学中模块②相关知识的实践和拓 展。
实验３涉及地图制图方面的内容，包括比例尺选择、
地图标注、地图符号设计、图例、图廓、经纬网、图斑

颜色等地图整饰原则及地图输出。地图制图是ＧＩＳ
的主要功能之一，通过实验３的学习训练，让学生掌

握ＧＩＳ制图流程与基本原则、地图输出及注意事项

等。实验４主要包括空间数据插值、空间数据叠加、
缓冲区分析、网络分析、水文分析及ＧＩＳ建模方法。
以上４个实验，都需要学生独立完成，并提交实验报

告，作为实验环节考核的依据。

二、“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一）研究型教学模式

“ＧＩＳ”是 一 门 综 合 性 较 强 的 课 程，教 学 内 容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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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具有科学和技术的统一性、空间的抽象性以及

研究对象的空间变化尺度大等特点。如果采用传统

的教学模式，很难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尤其对于一

些实践 性 强 的 教 学 内 容，如 ＧＩＳ地 图 制 图、数 字 高

程模型等。因 此，必 须 对“ＧＩＳ”课 程 教 学 模 式 进 行

改革，打破原来以教师讲授为主，重理论、轻实践的

教学模式，引入学生课前自学、课中研讨、课后实验

的研究 型 教 学 模 式，提 高 学 生 学 习 的 主 动 性 和 积

极性。
研究型教学模式是当前广泛采用的一种培养创

新型人才的教学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将学习、研究和

实践进行紧密结合，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

作用。在“ＧＩＳ”课 程 教 学 过 程 中，笔 者 针 对 学 生 缺

乏先修课程知识、课程内容繁多、课时有限、重理论

轻实践、教学模式单一、考核方式不合理等问题，结

合当前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发展趋势与贵州

大学人才培 养 的 要 求，提 出 了“ＧＩＳ”课 程 研 究 型 教

学模式构建 的 思 路，见 图１［５］。其 具 体 做 法 是 依 据

“ＧＩＳ”课程教学地位、目标、要求及研究型教学的特

点和方法，将“ＧＩＳ”课 程 教 学 环 节 分 为 理 论 教 学 和

实验教学２大部分，在每个部分安排相应的教学活

动。通过各教学活动的实施，让学生掌握ＧＩＳ的基

本理论与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对实际案例进

行分析推演。

图１　“地理信息系统”课程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构建

　　（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在“ＧＩＳ”课 程 课 堂 教 学 活 动 中，笔 者 借 鉴 翻 转

课堂教学模式的优点，增加了课题研讨环节。首先，
笔者结合课题的实际情况提出若干问题；其次，让学

生针对这些问题查阅相关资料；最后，通过学生与学

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相互提问和解答，引导学生

进行独立思考，得出结论。这样做既活跃了课堂气

氛，又增强了学生探究问题的主动性。

三、“地理信息系统”课程考核与评价指标的改革

考核是检验学生对课程知识掌握程度的直接手

段，同时也 是 反 映 教 师 教 学 效 果 的 重 要 途 径 之 一。
在“ＧＩＳ”课 程 教 学 内 容 与 教 学 模 式 改 革 的 基 础 上，
笔者对考核与评价指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

平时学习情况和实验（实践）能力的考核，见表３。将

表３　“地理信息系统”课程考核与评价指标的内容

序号 总评成绩构成 评价指标 考核内容

１ 平时成绩
（２０％）

考勤（４０％） 上课出勤率

上课表现（６０％）参与课堂问答、专题研讨

的情况

２ 期末考试成

绩（５０％）
名词解释（１０％）考察 ＧＩＳ基 本 概 念 掌 握

程度

填空题（２０％） 考察 ＧＩＳ基 础 知 识 掌 握

程度

简答题（３０％） 考察 ＧＩＳ原 理 与 方 法 掌

握程度

论述题（４０％） 考察 运 用 ＧＩＳ原 理 解 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３ 实 践 能 力
（３０％）

ＧＩＳ软件 操 作 能

力 及 实 验 报 告
（３０％）

采用 五 级 评 分 制：优 秀
（９０～１００分）、良 好（８０
～８９分）、中 等（７０～７９
分）、及 格（６０～６９分）、
不及格（６０分以下）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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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课堂出勤率、参与课堂讨论及实验环节纳入了

考核指标，并增加了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权重，目的

是鼓励学生多动手，提高学生应用ＧＩＳ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四、“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

“ＧＩＳ”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改革取得了明

显的教学效 果。在 专 业 知 识 方 面，优 化 了“ＧＩＳ”课

程知识体系，加 深 了 学 生 对“ＧＩＳ”课 程 主 要 内 容 的

理解，提高了学生应用ＧＩＳ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在教学活动方面，采用研究型教学模式，增

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上课期间学生参与课堂讨

论、师生互动频次较以往明显提高。除个别学生因

病缺课外，学生出勤率达到１００％。笔者对“ＧＩＳ”课

程考核成绩 分 析 得 出，改 革 后“ＧＩＳ”课 程 及 格 率 达

９８％以上，其中最高分９６分，平均成绩为８２．７分，
特别是在试卷论述题的作答中，学生基本都能应用

ＧＩＳ原理对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并 给 出 合 理 的 解 决

方案。学 生 掌 握 了 ＡｒｃＧＩＳ软 件 的 操 作 技 能，已 有

１２名学生 分３组 申 请 了“大 学 生 科 技 创 新 能 力 建

设”项目。
总之，“ＧＩＳ”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其

内容较丰富，具有科学和技术的统一性、空间的抽象

性。对于非ＧＩＳ专业学生而言，教师要在有限的教

学时间安排下，根据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自

身的发展特 点 和 人 才 培 养 目 标，结 合“ＧＩＳ”课 程 的

知识结构，建 立 一 套 适 合“ＧＩＳ”课 程 的 教 学 方 法 和

考核体系是当务之急。
资助 项 目：贵 州 大 学 本 科 教 学 工 程 建 设 项

目———“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模式改革，项目编

号ＪＧ２０１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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