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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环境下的ＧＩＳ专业自然地理学教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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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索适应综合性ＧＩＳ人才培养 要 求 的 课 程 教 学 模 式，通 过 统 计 全 国 ＧＩＳ专 业 自 然 地 理 类 课 程 开 设 情

况，分析ＧＩＳ专业自然地理课程重要性及制约课程改革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根据兰州交通大学ＧＩＳ专业自然

地理学近１０年教改经验，总结基于信息化环境，强化教材更新和教学体系全面改革的可行方案，旨在有效地促进教

学改革多元化，提高课程教学的专业适应性和教学效率。

关键词：ＧＩＳ专业；自然地理学；教学改革；地理素养；信息化环境

中图分类号：Ｐ２０８；Ｇ６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７９４９（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７７－０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　Ｇ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ＵＡＮ　Ｈｕａｎｅ，ＨＡＮ　Ｈｕｉ，ＬＩ　Ｘｕｅｍ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Ｌａｎｚｈｏｕ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７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ｉｎｄ　ａ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ｔｈａｔ　ａｄａｐ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ＩＳ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　Ｇ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Ｇ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１０ｙｅａｒｓ，ａ　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ｒｍ　ｉｎ　ａｎ　ａｌｌ－
ｒｏｕｎｄ　ｗａ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ｒｍｉｎｇ　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ｓｙｓｔｅｍ；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４０１０５０）
作者简介：段焕娥（１９７２－），女，博士研究生．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地理信息技术和产业的迅猛

发展，国 内 ＧＩＳ本 科 专 业 快 速 增 加。据 不 完 全 统

计，全国 开 设 ＧＩＳ本 科 专 业 的 院 校 已 从２０００年 的

３０多所增加到目前的１７０多所［１］。２０１４年７月，国
家发改委联合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编制印发了《国

家地理信 息 产 业 发 展 规 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２］，指

出“产业保持年均２０％以上的增长速度，２０２０年总

产值超过８　０００亿 元，成 为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新 的 增 长

点。”这必然大大增加ＧＩＳ人才的市场需求，人才缺

口也将扩大，进而促使ＧＩＳ专业发展进入更加蓬勃

快速的阶段。同时，ＧＩＳ专业从“地 理 信 息 系 统”更

名为“地理信息科学”，也意味着ＧＩＳ教育从技术人

才培养转向综合性科技人才培养，并对ＧＩＳ人才的

知识积累、学 习 思 考 能 力、专 业 操 作 能 力 和 综 合 实

践能力等 提 出 了 全 面 的 要 求。自 然 地 理 学 课 程 作

为启发专业兴趣、积累专业知识，培养专业思维，促

进综合实践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基

础和思维方法值得学习，另一方面传统的知识体系

又受到现代 技 术 的 冲 击，并 受 课 时、实 践 等 多 方 限

制。因此，探 讨 如 何 充 分 利 用 信 息 环 境 的 便 利，从

教材、教学平台、教学方法、课程考核等方面全面改

革，提高 自 然 地 理 学 的 教 学 效 果，增 强 ＧＩＳ人 才 的

综合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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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自然地理学课程在ＧＩＳ人才 培 养 体 系 中

的地位

　　我国ＧＩＳ专业高等教育现状调查显示［１］，在不

同的 专 业 建 设 背 景 中，地 理 占 ４５．６％，测 绘 占

２７．８％，说明我国ＧＩＳ专业发展有很强的地理科学

渊源和测 绘 技 术 发 展 与 应 用 导 向 性。根 据 中 国 教

育在线高考志愿填报参考系统［３］和各院校网站公布

的近年ＧＩＳ专业培养方案，２０１４年全国有ＧＩＳ本科

招生计划的普通高校有１６４所，除部分地矿、工程等

特殊专业背景的院校外，８５．４％的院校设置了自然

地理 类 课 程，其 中 自 然 地 理 学 ６８．９％、地 理 学

９．１％、地 球 概 论 及 地 质、地 貌 等 部 门 自 然 地 理

７．４％（表１），而且都是专业基础类主干课程（必修

或限选），课时设置从３０学时到７０～８０学时不等。
根据不同院校性质及专业背景，少数师范或综合院

校还开设了水文、气象气候、地貌学、地质学等部门

自然地理学，其 余 院 校 则 只 开 设 自 然 地 理 学、地 理

学或地球概论一门含自然地理内容的课程。此外，
虽然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应用领域的差别，开设了

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或土地、环境规划等，但基本都

为选修课，且课时设置明显减少。

表１　ＧＩＳ专业自然地理学课程开设情况统计

含自然地理

内容的课程

名称

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与地貌学

自然地理基础

地理学基础

地理学概论

地理学

综合地理学

地球概论

地球科学概论

地球科学基础

只开设部门自然

地理学

（地质、地貌等）

没有地理学

课程

开设院校数 １１３　 １５　 ７　 ５　 ２４

比例（％） ６８．９　 ９．１　 ４．３　 ３．１　 １４．６

　　这一共性的设置模式体现出，自然地理学课程

是普通高等院校ＧＩＳ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内容，承

载着奠定专 业 基 础、培 养 专 业 兴 趣、提 高 地 理 素 养

等多重任务，是综合性ＧＩＳ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内

容。当前，全 球 和 区 域 生 态 环 境 问 题、资 源 和 能 源

问题、自然灾 害 问 题、地 下 和 海 洋 空 间 利 用 问 题 等

都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是ＧＩＳ充分服务于不同尺

度空间最活跃的领域，也是自然地理学新的研究热

点。这赋予了ＧＩＳ专业自然地理学课程更加多元、
前沿和迫切的教学需求。

２　信息环境下自然地 理 学 的 教 学 要 求 及 存

在的问题

　　社会信 息 环 境 是 一 个 由 信 息 人、信 息 资 源、信

息技术、信息政策、信息文化、信息伦理等多种要素

构成的完整的有机系统。具有特定含义的语言、文

字、声音、图画、影像等信息符号是构成信息环境的

基本要素［４］。信息环境下的自然地理教学，不 但 要

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教学过程，营造一种信息

化教学环境，从 而 综 合 运 用 自 主 探 究、协 作 学 习 等

教学方式，形成教师主导下的师生互教互学的教学

结构；而且要充分利用信息获取、资源共享、知识整

合、前沿关注 等 相 关 平 台，促 进 教 学 内 容 的 代 谢 更

新和优化组合，形成适应当前社会需要的知识系统。

ＧＩＳ是一门集计算机科学、地 图 学、信 息 学、地

理学、遥 感 等 多 门 科 学 为 一 体 的 新 兴 的 边 缘 型 学

科［５］。ＧＩＳ专业自然地理学教学的基本要求与地理

科学、自然 地 理 与 资 源 环 境 等 同 类 专 业 大 致 相 同，
但内容深度、侧重点和 具 体 目 标 存 在 差 异。ＧＩＳ专

业技术性、信息性、实用性更加明显，因而传统自然

地理学课程面 对 ＧＩＳ专 业 人 才 培 养 要 求 还 存 在 诸

多问题。

２．１　缺少切合专业需求的教材

教材结构 体 系 通 常 是 其 所 属 的 学 科 体 系 发 展

的反映［６］。按知识结构大体归并，当前市场上 的 自

然地理教材主要有３类：一类是《自然地理学》，这是

版本和数量 最 多 的，这 类 教 材 在 内 容、体 系 及 结 构

编排等方面 都 是 以 圈 层 框 架 占 优 势［７－１０］，从 认 识 地

球开始，分 圈 层 详 细 阐 述 其 结 构、特 征、空 间 分 布、
运动变化，以及地貌、土壤等综合对象，最后总结陈

述自然地理系统的基本规律及其在自然区划、土地

类型等方面的应用。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原理》，
这类教材［１１，１２］一 定 程 度 上 关 注 了 现 代 自 然 地 理 学

的热点问题和新的理论，用一种新的视角梳理知识

体系，突 出 前 沿 进 展。第 三 类 是《综 合 自 然 地 理

学》，这类教 材 把 自 然 地 理 环 境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来 研

究［１３－１６］，高度概括地阐述自然地理学的总体原理和

时空演化规 律 及 其 在 土 地、自 然 区 划、地 表 覆 被 变

化等方面的应用。
三类教材 体 系 结 构 的 变 化 具 有 综 合 性 明 显 增

强和新的理论方法受到重视等特点，体现了自然地

理学 领 域 的 研 究 和 发 展 趋 势。但 ＧＩＳ专 业 多 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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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应 用 导 向 性 和 工 程 科 学 特 征，使 ＧＩＳ专 业

自然地理学 教 学 重 点 在 于 了 解 自 然 地 理 系 统 的 结

构、时空规律、变 化 机 理 及 其 在 不 同 社 会 部 门 的 应

用，掌握基于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自然地理数据获

取、处理和分析、信息表达，并能够基于现有数据分

析结果反演 或 预 测 自 然 地 理 系 统 存 在 的 问 题 等 方

面，对自然地 理 学 知 识 体 系 的 完 整 性、思 想 理 论 过

程等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上述教材体系与ＧＩＳ专

业的需求还存在差距。

另外，不同 背 景 的 ＧＩＳ专 业，人 才 培 养 目 标 存

在较 大 差 别。师 范 类 院 校 的 ＧＩＳ专 业 往 往 突 出 地

理信息技术大众化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综合类

院校ＧＩＳ专业则突出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培养，而

工科类院校ＧＩＳ专 业 则 突 出 技 术 开 发 与 应 用 型 人

才培养［１７］。从当前ＧＩＳ市场需求来看，开发类ＧＩＳ
人才一直是最稀缺的资源。所以，加快自然地理学基

本知识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已经成为ＧＩＳ专业自然地

理学教材建设的必然要求。但要综合各种背景，编制

统一的ＧＩＳ专业自然地理学教材却是非常困难的。

２．２　缺乏公共公开的教学平台

信息环境 下，信 息 共 享 与 聚 合、无 障 碍 远 程 交

流等现代信 息 手 段 及 相 关 平 台 已 经 对 教 学 信 息 化

产生了全方 位 的 影 响，如 通 过 网 络 共 享，促 进 以 教

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向 师 生“主 导－自 主”双 向 互 动

的教学模式转变，利用网络资源辅导答疑、考核、拓

展课堂空间等。目前，在这方面主要的方式是部分

院校开设的自然地理学网络课程，百度能检索到的

主要有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师

大、四川大学、河 南 大 学、西 北 师 大 等 不 到２０所 院

校。这些教学平台根据各高校的教学特色和背景，
建设了教学 大 纲、电 子 教 案、电 子 教 材、作 业 批 改、

在线测试等模块，有些省级和国家级精品课程还提

交了精品课程申报材料，极大地扩展了课堂教学的

时空限制，为师生课后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可能。但

是检索发现，这 些 课 程 都 是 彼 此 分 离，少 有 相 互 共

享链接或受服务器范围绝对限制，而且后期更新和

维护大多明显滞后甚至中断，加上上述教材体系的

问题，使得这 些 教 学 平 台，除 了 在 线 测 试 和 作 业 模

块外，很大程度上就是课堂教学的翻版，知识扩展、
材料整理、信 息 聚 合 等 明 显 不 足，还 难 以 建 设 成 为

公开的一体化教学平台，提供如新闻网一样的信息

共享与整合服务。

２．３　针对性实践实习少

应用性和 工 程 科 学 特 性 是 ＧＩＳ专 业 区 别 于 地

理科学等 地 理 类 其 它 专 业 的 主 要 特 征。信 息 环 境

下，ＧＩＳ专业自然地理学知识的应 用 更 多 地 需 要 通

过外业调查、遥 感 影 像 解 译、数 据 整 理 与 处 理 分 析

等方式实现。从２０１４年有ＧＩＳ专业招生计划的普

通高校网站上公布的近年ＧＩＳ培养方案来看，具有

自然地理实 习 或 综 合 地 理 学 实 习 等 环 节 设 置 的 院

校较少，实习 主 要 以 野 外 调 查 或 观 摩 实 习 为 主，也

有部分师范 类 或 综 合 类 院 校 开 设 了 自 然 地 理 学 实

验，但时间较短。这与ＧＩＳ专业对信息环境的依赖

性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导致自然地理学教学与专

业应用脱节。

２．４　课程考核方式单一

统计显示，７５％的院校招收的ＧＩＳ专业本科生

全部为理 科 生，而 且 多 数 是 从 其 他 专 业 调 剂 的［１］。

低年级开设自然地理学课程，学生一方面对ＧＩＳ专

业不了解，对 自 然 地 理 学 学 习 目 标 不 明 确，没 有 太

大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受中学阶段地理课程地位

和教学考核模式的影响，难以适应ＧＩＳ专业自然地

理学课时少、内 容 多 矛 盾 下 的 高 强 度 教 学，很 长 时

间保持着自 然 地 理 学 无 关 紧 要 的 错 误 认 识 和 对 应

的懒散态 度。这 导 致 自 然 地 理 学 作 为 开 设 最 早 的

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教 学 本 身 存 在 困 难。加 之ＧＩＳ
专业自然地理学课程考核大部分以卷面考核（含纸

质的和在线的）、作业考核等为主，只有少部分开设

实习、实验的院校对实习实验进行考核。总体上对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知识交流情况、在线学习时数、
基于影像或 地 图 的 自 然 地 理 信 息 识 别 与 分 析 能 力

等基本没有相应的考核，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学生对

自然地理学课程学习消极应付的态度。

３　信息环境下，自然地理学教改实践

教育部协同创新项目“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

究”表明［１８］，以 信 息 技 术 带 动 教 育 变 革 已 经 成 为 各

国教育改革的基本动力和趋势，信息技术环境的完

善和使用，可 以 转 变 教 师 角 色，扭 转 学 生 被 动 的 学

习方式，改变课堂单一的教学形态。这对于解决自

然地理学教学中内容与应用脱节，应用需求迫切但

实践少且针对性不强［１９］等诸多矛盾，促进教学和考

核模式多 元 化 都 有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兰 州 交 通

大学ＧＩＳ专业自然地理学教学中，高度关注ＧＩＳ人

才应用能力 和 工 程 人 才 特 征 的 体 现 和 信 息 环 境 的

应用。１０年来，从 教 材 建 设、教 法 改 革、平 台 建 设、
课程考核等方面不断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

３．１　教材体系不断优化，基础和技术并重

３．１．１　填 补 基 础，强 化 规 律。针 对 大 部 分 学 生 的

地理基础都是零散、浅表甚至不正确的片段这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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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自然地理 学 教 学 一 方 面 从 基 础 入 手，通 过 对 教

材内容的精 心 梳 理，兼 顾 地 理 知 识 的 系 统 性 特 征，
编写出版了有一定专业特色的自然地理学教材［２０］，
在强化自然地理知识的规律性、系统性和与信息技

术结合的基础上，在对应章节增加了地质体三维建

模、大气环境 数 值 模 拟、水 环 境 遥 感 监 测 及 可 视 化

等内容，并结合国防生培养需要和学生在国防安全

方面的兴趣，增 加 了 自 然 地 理 系 统 与 军 事 一 章，这

既促进了学生 地 理 基 础 的 整 合 及 其 与 ＧＩＳ技 术 的

融合，又很好地激发了学习兴趣，明确了学习目标。

３．１．２　关 注 热 点，突 出 技 术 方 法 和 应 用。满 足 社

会需求和占领学科前沿是任何学科都追求的目标，
也是学科 发 展 和 教 材 更 新 的 趋 势。在 自 编 出 版 教

材中，我们高度关注自然地理学研究体系与热点问

题的结合以及通过ＧＩＳ、ＲＳ技术和一般的数学方法

等的分析和解决思路，充分发挥自然地理学综合研

究优势与ＧＩＳ技术的有效结合，在以可持续发展为

主线，讲授自然地理知识、培养地理能力的同时，以

实际问题的分析解决为突破口，促进自然地理学基

本知识应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地理素养。

３．２　教学、考核不断更新，平台建设逐步完善

３．２．１　精 简 教 学 内 容，提 高 教 学 效 率。自 然 地 理

学内容丰富，系统性强，涉及面广，任何一本兼顾地

理基础、地理 规 律、发 展 前 沿 和 地 理 方 法 论 的 教 材

都是 一 个 庞 大 的 知 识 系 统。面 对 ＧＩＳ专 业 有 限 的

课时，首先 对 教 材 内 容 进 行 高 度 精 简 和 概 括 梳 理，
形成系统精练的讲义和多媒体课件，提高教学效率。

３．２．２　强化平台建设。网络教学是课堂教学体系

在网络环境 里 的 拓 展，它 能 在 课 堂 教 学 基 础 上，实

现课件的制 作 与 发 布、教 学 交 互、学 习 支 持 和 教 学

评价，并能与 其 它 网 络 教 学 资 源 广 泛 整 合，突 破 课

堂教学的 诸 多 限 制。我 们 一 方 面 强 化 网 络 课 程 的

建设及优化，另 一 方 面 基 于 网 络 课 堂，链 接 校 外 实

习基地及硕 士 联 合 培 养 单 位，增 加 实 际 案 例，扩 大

了实践教学比例。

３．２．３　推 行 反 哺 追 踪 学 习。在 自 然 地 理 教 学 中，
努力把课堂 教 学、网 络 课 程 有 机 结 合 起 来，精 选 实

践案例，定向 设 置 问 题，推 行 从 分 析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为切入点，激发学生自主分析问题，发现不足，及时

补充的反哺追踪教学模式，很好地调动了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

３．２．４　增 强 过 程 性 考 核。与 考 试 成 绩 比 较，学 习

过程更能体现学生的学习和思考能力、学习兴趣点

及激发机制等更加具体客观的方面。因此，通过多

年试验和改革，ＧＩＳ专业自然地理 学 考 核 逐 步 形 成

了课堂听讲 情 况、教 学 活 动 参 与 能 力、作 业 完 成 情

况、知识整合 能 力、实 践 案 例 分 析 能 力 等 一 系 列 的

全程考核方法，并结合考试、认识实习等成绩，对学

生的课程学习作全面评价。例如，充分利用校外实

习基地的生产实践，指导学生基于遥感影像识别并

分析自然地理对象及环境特征等，体验在ＧＩＳ确定

精度要求下，自 然 地 理 对 象 的 影 像 特 征、识 别 分 析

方法等，并及 时 总 结 进 一 步 需 要 补 充 的 知 识，进 而

考核学生的学习和思考能力。

４　结束语

以教育信 息 化 带 动 教 育 现 代 化 是 信 息 时 代 教

育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式和评价指标，尤其是自然地

理学这样的传 统 课 程 与 ＧＩＳ这 样 的 前 沿 专 业 的 应

用需求的结合，必须一方面充分利用信息化环境下

的广泛共享和信息更新促进教学内容的新陈代谢，
另一方面以 信 息 技 术 促 进 教 学 环 境 与 教 学 组 织 模

式的不断更新，从而提高信息环境下的教学改革有效

性及长效性，最终实现自然地理学与ＧＩＳ服务的有机

融合，全面提高ＧＩＳ人才的地理素养和专业服务能

力，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的综合性ＧＩＳ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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