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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传统自然地理学教学与GIS学科内容结合程度不高的问题，本研究引入专题项目制教学方式，根据

GIS专业特性，结合自然地理学主要内容，设计不同专题，加强过程考核机制，设置“课题探索–课题确

定–大纲撰写–初稿撰写–初稿修订–终稿确定–汇报答辩”一系列专题论文撰写和讨论环节，增强学

生的团队协作与实践能力，对地理信息科学专业自然地理学教学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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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the limited conne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physical geography and GIS major, this study in-
troduces a teaching reform known as thematic projects. By designing various topics that alig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IS and the main contents of physical geography, while also strengthening 
the process assessment mechanism, we aim to enhance students’ teamwork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A series of thematic paper writing and discussion sessions are established, following a topic ex-
ploration, identification, outline development, initial draft composition and revision, final draft, 
presentation. This approach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eaching physical geography to geo-
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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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信息科学是集成地理学、信息科学、遥感和全球导航定位技术的一门交叉学科专业，在人工智

能全球化背景下，要求学生掌握数学、测绘、遥感、信息等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1]。自然地理学是地理

信息科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知识面宽、综合性和交叉性较强，涉及知识庞杂且多样，对学生和

教师的专业素养要求较高[2] [3]。 
传统自然地理学教学更注重对基础课程知识的培养，实践教学环节较为薄弱，课堂教学仍以灌输模

式为主，教学内容脱离前沿[4]。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如何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已成为自然地理学亟需

探讨的问题之一[5] [6]，本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合 GIS 专业自身特点，融合 GIS 技术和自然地

理学基础知识，探究自然地理学教学改革，以期为自然地理学教学改革提供教学案例。 

2. 课程改革实践研究 

2.1. 课程目标 

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本课程教学主要以引导学生熟悉地球表层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主，分别从

自然地理学包括的范围出发，主要对地球、大气圈、海洋和陆地水、土壤和生态系统进行讲解，使学生

既了解自然地理学的基本内容和理论又树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的发展观，课程目标与对应的毕业要求见

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of this course 
表 1. 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目标 1：全面、系统地掌握自然地理环境的各组成要素

——地球、大气圈与气候系统、海洋和陆地水、土壤圈、

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的一般性质、特征、类型、分布规律

及其相互关系，熟悉地域分异规律，对一般性的自然地理

现象和过程有正确的、科学的了解，掌握基本的地理学调

查方法，使学生建立起对自然地理环境整体的认识。 

1.2 掌握自然地理学所需的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能够将所学知识

用于分析和解决自然地理学领域的相关问

题。 

1. 基础知识 

目标 2：全面而系统地认识作为整体的自然地理环境，

形成全面而系统的人地关系思想，进而深入理解区域可

持续发展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0.2 掌握不同背景下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与时俱进，对新经济、新时代下的问题做到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利用所学知识与实践方

法，通过文献研究、实地勘探、规划设计等

方法去解决具体问题，寻求一般规律。 

4. 研究 

目标 3：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使

学生在掌握自然地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

上，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学生今后学习地理信息科学其它课程奠定基础。 

12.2 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了解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基本现状，真

正合理规划、开发和利用管理每一处自然资

源。 

10.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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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专题实践教学改革 

《自然地理学》是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教学方法上，针对上学期综合分析教学不足

的情况，在课堂上积极与学生互动，设置专题实践内容，采用分组教学，根据专业和学生个体差异，开

展自然地理专题研究，克服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学知识与专业和实际内容联系不紧密的不足，提高学生在

教学过程中的参与度、自我学习及团队协作能力，专题实践选题见表 2。 
 
Table 2. The special subjects of this course 
表 2. 专题实践选题 

专题 选题内容 
专题 1：世界主要地形地

貌复习 ① 查找并下载世界地图；② 对世界地图进行地理校正；③ 标注主要地貌地形。 

专题 2：我国气候形成与

演变 

① 将 1960和 2022年气象站点坐标文本数据导入ArcGIS中，生成矢量站点数据；② 使

用地统计方法进行插值，并输出等温线和等降雨线栅格；③ 进行栅格运算，绘制气温

和降雨变化图，分析近 60 年我国气温和降雨变化情况。 

专题 3：消失的冰川 ① 课后观看消失的冰川纪录片；② 分析冰川消融原因；③ 分析冰川消融对全球和我

国的影响。 

专题 4：家乡环境演变 ① 按出生地进行分组；② 查阅出生地 80 年代以来自然环境或人文环境的变化情况；

③ 根据所学的 GIS 技术，将其进行可视化表达，可以是地图、视频或者 PPT 形式。 

2.3.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办法 

本课程以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进行综合评定达成度，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各占 50%，其中，

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考勤、作业、视频学习、主题讨论、课程专题作业等；期末考试为笔试。平时成绩考

核内容与所占比例详见下表 3。 
 
Table 3. The usu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this course 
表 3. 本课程平时成绩构成表 

平时成绩 权重(百分比) 考核目的 

平时作业、 
课堂考勤 

30% 

考核学生上课出勤情况、课堂参与情况等，培养学生养成严于律己、自

主学习的好习惯。考核学生对自然地理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与实践相

结合的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探索精神和自

主学习的能力。 

课程专

题作业 

专题论文 40%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好习惯。考核学生对自然地理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概

念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专题讨论 15% 根据课程目标要求，让学生课下查阅资料、对讨论主题进行讨论，增强

学生的探索精神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PPT 答辩 15% 考核学生课堂参与情况，对自然地理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理解情况等。 

3. 教学改革成效分析 

3.1. 专题教学改革成效 

本课程专题改革中，结合 GIS 专业具体情况，所设专题均需用到 GIS 技术或理论，以专题 4 为例，

学生根据生源地进行分组，将专业所学运用到本课程，从时空变化角度探讨各自家乡近 40 年来的自然或

人文地理环境变化。所选主体主要涉及自然地理学中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土壤圈及人地交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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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每 3~5 人一组，共计 19 个小组，设置“课题探索–课题确定–大纲撰写–初稿撰写–

初稿修订–终稿确定–汇报答辩”共 7 个环节，保证每个小组撰写的研究报告至少有 3 次以上的修改。

在最终教学中，学生通过兴趣选择了气溶胶遥感监测 PM2.5、房地产价格、交通运输、城市绿地、旅游景

观、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人口老龄化、地貌类型、SO2 排放等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时空变化情况。以

气溶胶遥感监测 PM2.5 为例，学生通过对气溶胶遥感产品的分析，发现邢台市 2005~2010 年空气质量较

好，2015 年空气质量最差，尤其是在东部地区，2016 年开展清洁能源等相关治理措施，空气质量有所好

转。通过这样的课程设置，一方面锻炼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研究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加强了

学生间的交流，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此外学生的写作能力也得到有力锻炼，学生对所学专业能

解决什么专业问题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性。 

3.2. 课程达成度效果分析 

全专业平均课程目标达成度约为 0.77，其中 6.76%的学生达成度达 0.9 以上，36.49%的学生达成度在

0.8~0.9 之间，44.59%的学生达成度在 0.7~0.8 之间，8.11%的学生达成度在 0.6~0.7 之间，4.05%的学生达

成度在 0.60 以下。课程目标 1 达成度最高为 0.89，课程目标 3 的达成度为 0.83，课程目标 2 的达成度为

0.62，三个课程目标达成度均高于 0.6，总体来说，本门课程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 
课程目标 1 由期末考试的单项选择题和平时课后作业构成，主要考查学生对自然地理学基础理论和

基本方法的掌握能力。经课程目标 1 达成度计算，全班平均课程目标 1 达成度约为 0.89，63.51%的学生

达成度达 0.9 以上，32.43%的学生达成度在 0.8~0.9 之间，4.05%的学生达成度在 0.6 以下。总体来看得

分相对较高，说明学生对自然地理学基础知识的掌握较好。 
课程目标 2 由期末考试的名词解释和简答题重点支撑，主要考查学生对自然地理学知识的掌握能力

和灵活运用能力。经课程目标 2 达成度计算，专业平均课程目标 2 达成度约为 0.62，5.41%的学生达成度

达 0.9 以上，14.86%的学生达成度在 0.8~0.9 之间，12.16%的学生达成度在 0.7~0.8 之间，20.27%的学生

达成度在 0.6~0.7 之间，47.30%的学生达成度在 0.6 以下。从考核结果来看，学生在这部分得分结果分散，

表明学生对自然地理学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差异较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学生失分较多主要为简答题

中的地球表面特征和气候在土壤形成中的作用两个题目，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应对这部分内容进行重

点讲解，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课程目标 3 由期末考试的综合分析题和专题教学重点支撑，主要考查学生对自然地理学知识的实际

综合运用能力。经课程目标 3 达成度计算，全班平均课程目标 3 达成度约为 0.83，8.11%的学生达成度在

0.6~0.7 之间，72.97%的学生达成度在 0.8~0.9 之间，14.86%的学生达成度在 0.7~0.8 之间，4.05%的学生

达成度在 0.6 以下。从考核结果来看，该目标总体得分中高，达成度较好。 

3.3. 持续改进措施 

在教学内容和教法方面，今后应更加注重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以及对知识点的有效

记忆方法的传授，更加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进行课程专题作业辅导过程

中，发现学生对于专业报告写作方面能力不足，比如还停留在之前写实验报告行文风格方面，将所有过

程数据简单截图放到专题报告中、对结果图表不进行分析、格式混乱等问题，今后应加强专题报告撰写

的教学改革。 

4. 结论 

本研究针对传统地理信息科学专业自然地理学教学不足，引入专题实践研究，设计开发融合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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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自然地理的专题教学，实现了自然地理学实践与 GIS 专业紧密结合，有效解决了传统教学过程中教

学模式单一、学生教学过程参与度不强、学习动力不强等问题，提高了本专业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及团队

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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