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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a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represented by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s develop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remote sensin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irect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the earth observation because of its characteristics of ma-
croscopic and periodicity. GPS and Google Earth have come into our life. The Shenzhou spacecraft, 
the Chang’e lunar probe project, and the heavenly palace space station have all demonstrated the 
brilliance of China’s space exploration. In view of the students’ basic, interest and training goal of 
normal university, in combination with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through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remote sensing and the world”,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target and content, teach-
ing methods,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assessment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of research teaching are carried out. It can train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broaden the knowledge level of students,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interdisciplinary general 
knowledge courses,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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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以卫星遥感技术为代表的空间信息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尤其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卫星遥感

以其数据获取的宏观性、周期性等特点，成为对地球观测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信息源。卫星全球导航定

位系统和GOOGLE卫星地图也都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神舟号宇宙飞船和嫦娥探月工程以及天宫号太空站

都展示出中国空间探测的辉煌成就。针对师范类综合大学的学生基础、兴趣和培养目标，结合通识课程

跨越式目的要求，通过“遥感与世界”通识课程的教学实践，进行课程设计及教学目标与内容、教学方

法、课程实施与课堂管理、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的研究性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拓宽学生知识

面，提高跨学科类通识课的教学质量，切实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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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遥感科学是在地球科学与传统物理学、现代高科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卫星遥感以人造卫

星为平台，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兴起以来，卫星遥感技术已应用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众多领

域，成为改变现有生产和生活方式、创造新产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1]。东北师范大学作为

国内重要的高等师范院校，培养人才特别是未来的教师人才，更需要强化对人类生活和经济发展有着重

要影响，代表着国家科技实力的前沿科技的教育。本文基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得学科优势。结合

自然地理、人文地理、遥感技术，开设了“遥感与世界”通识教育选修课，将高新科技的理念贯穿到人

才培养的实践中。课程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拓展知识与提高素质相结合、科学性与普适性相结合，以

期达到培养学生知识面和认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提升综合素质的目的。 

2. 课程的设计 

2.1. 课程性质 

本课程为公共选修课中的通识课，设置为 2 学分课程，共 40 学时，其先修课程是通识必修课《信息

技术》，掌握计算机和网络等基础知识。 

2.2. 课程的基本价值 

(1) 了解遥感技术基本原理，认识卫星在空间信息获取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卫星遥感技术对人类生

活带来的极大影响； 
(2) 学会使用遥感方法和手段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问题，提高学生利用遥感解译、摄影测量、地理空间

信息等基础专业知识能力； 
(3) 培养学生以航天卫星作为信息获取平台，从太空看世界，从全新的视角获得对地球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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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程设计思路 

(1) 注重核心概念和基础知识的教学，让学习者掌握遥感技术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理。 
(2)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对学生应用遥感信息解决工作与生活中的问题的实践能力的培养。 
(3) 注重培养学生对遥感技术及其应用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兴趣。 

3. 课程目标与内容 

3.1. 课程目标 

“遥感与世界”的课程目标设置为：面向全校对地理熟悉或爱好的文科与理科学生，以让不同专业

的学生更多地了解遥感为目标。课程的特色是通过不同的实践教学环节展示遥感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应用

及其科学性、趣味性。 
该课程依托地理科学学院地理信息科学系的优越软硬件环境，通过实际的应用案例学习，让不同专

业的学生了解了解遥感技术与应用的现状与发展，掌握遥感技术与应用基本原理与方法，学会使用遥感

方法和手段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问题，提高学生利用遥感解译、摄影测量、地理空间信息等基础专业知识

能力，扩大知识面，同时也是作为实践教学的有益尝试。 

3.2. 课程内容概要 

(1) 遥感的神秘面纱：通过科技片辅助，教师讲解遥感的基本概念、技术等； 
(2) 空间探索：常见遥感数据认识，遥感影像目视判读； 
(3) 卫星仿真：了解卫星平台、传感器、轨道、运载火箭、卫星控制、数据传输等等的过程； 
(4) 寻找古文明：搜寻资料，根据地理坐标，在数字地球上找到某一个文明古迹地点，展示现在的位

置和状况； 
(5) 找到自己的家：在 GoogleEarth 或“天地图”上找到自己家的位置，并标注出来，认识自己的家

及周边环境，并辨明周边地物； 
(6) 制定出行路线：利用数字地球地理信息，能搜索到的旅馆信息、航班、车次及其价格信息，根据

给定的旅游目的地，制定经济合理的旅游路线； 
(7) 防灾减灾中的遥感技术：遥感技术在灾害调查中的优势及作用，介绍火灾和洪涝干旱和地震灾情

评估等； 
(8) 天气预报为何经常不准：了解卫星影像的处理与天气预报； 
(9) 从太空看地球/世界：全球自然地带、各大洲地理事件、旅游景观。全球海陆分异与景观地带性、

世界重大自然灾害分布、世界重要旅游地分布； 
(10) 遥感与区域：遥感技术与区域地理的结合，中国地理区域的分布与特点的空间认知。 

4. 课程实施 

4.1. 教学建议 

(1) 深入了解学生学习需求：通过多种方式在教学正式实施前了解学生的学习起点、学习期望、学习

条件；重视“课程导入”环节，让学生对课程目标与内容、课程考核方式等有整体的了解与认同。 
课程内容涉及遥感技术的多个应用领域，通过 PPT、视频讲解、参观体验和上机实际操作等丰富的

内容，让遥感更广泛地接近生产及生活，不再驻足于“遥远的感知”。 
(2) 采用“多源信息–多教学环节–师生双向反馈”教学模式。“多源信息”是依据课程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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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综合性、交叉性和实践性四个特征，利用地图、影像、录像、文字、数据、实景等多源信息

设计的教学环节；“多教学环节”是指依据教学规律和学生认知规律的有机结合，利用多媒体设计教

学环节，包括讲课内容、学术报告、讨论辩论、作业、面试、CAI、网络教学等，促进学生感官和多

种能力的训练；“师生双向反馈”则是依据师生互动原理，在教师传输教学信息的同时，即时通过各

种教学环节接收学生反馈的信息，再反馈于学生。通过不断地双向反馈，在互动中完成整个教学过程，

从而在有限的课时下，提高单位时间的教学效率，也为教师发掘学生潜力和进一步的重点培养学生提

供条件。 

4.2. 学习建议 

(1) 自主学习 
建议学生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中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自主

设计、自主调节与评价学习过程，撰写学习日志形成电子文档，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能动性。 
(2) 研究性学习 
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主题与相关论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学生可以提出与课程

内容相关的问题，教师与同学一起讨论。 

4.3. 评价建议 

(1) 评价的主体 
课程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评价主体作用。 
(2) 评价的原则 
① 以教育主管部门组织评介和征求学生对课程的意见建议，教师自我总结相结合，目标是改进和提

高教学效果。 
② 以课程整体教学目标为基准，既面向全体学生，又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③ 整合总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其中过程性评价具有诊断性与发展性

功能，以便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提供有效的学习建议。 
(3) 评价的内容 
① 学生对遥感基本概念的理解程度； 
② 学生对遥感平台的了解程度； 
③ 学生对遥感基本应用方法的理解与应用程度； 
④ 学生对遥感地理识别的能力； 
⑤ 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能力。 
(4) 评价方式及组织实施 
① 平时成绩(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共 30 分，其中课堂作业 20 分(含出勤考核)，课后作业 10 分。 
② 期末考试(教师评价)：占 70 分，以提交课程学习论文的方式进行。重点考核 5 个方面，其中：基本

内容占 30%，遥感图像理解占 40%，思路占 10%、表达和创新性各占 10%。前 2 项主要考核对遥感概念的理

解和对遥感图像获取、识别和应用，是课程内容考核的主体；后 3 项主要考核综合分析、表达和提升能力。 

5. 课堂实践 

该课程经过三年 6 个学期的教学实践，达到了较好的预期。每学期都会在选课开始后被选满限额。

教学中特别注意了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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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趣味性和可接受性 

“通识课程”是与“专业课程”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强调个性化、人文化、弹性化，学生在学习上

有一定的选择权。因此，要求教师不但具有充足的跨学科知识，而且还要考虑选课学生不同的知识背景，

抓住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在通识课讲授过程中讲究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增强课程教学的趣味性和可接

受性[2]。在课堂上根据实际发生的雾霾、沙尘暴、洪水及国际国内的热点，实时的讲解卫星遥感技术在

识别、监测和评估这些现象和热点中的作用。在讲解遥感的物理学基础时，就高度概括任何地物只要不

是黑体且自身没有达到绝对零度，就具有反射和辐射电磁波的能力，而卫星传感器能够接收到不同地物

发射和辐射的电磁波，进而来判断地物的性质和状态。这让不同专业的大学生能听懂接受。 

5.2. 教学方式的多样性 

通识课程的学生来自不同专业(理科、文科、社会科学、艺术、体育)，学生的文理基础、知识需求与

理解能力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在课程内容设计方面不完全局限于本专业的大纲和教材内容，而是将通

识教育贯穿到专业教育之中，使专业课程的部分内容成为重要的通识教育内容。教学方式采用视频播放、

动画演示、PPT 演讲、现场操作和课堂讨论等多种方式。注重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使学生真正体会

到自己是知识的探索者，是学习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在课堂上注重为学生营造开展研

究性自主学习的氛围，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探究精神，这也正是通识教育的培养目

标[3] [4]。同时，利用课间适当的时机或课后的网络平台等与学生积极沟通，通过学生的反馈信息，及时

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了解自己的不足，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5.3. 体现通识性 

“通识”的识，并不是知识，而是见识，通识课培养的是学生的见识。当然，这都需要老师来引导。

通过正确的通识教育，学生从一个课堂转向另一个课堂、从一个科目转向另一个科目，他们被迫用不同

方式思考问题。更深层的价值是，他们在回应不同种类问题的过程中养成了良好的思维习惯，这些习惯

被用不同方式加以型塑，需要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当这些学生离开教室、开始他们的生活时，这些习

惯就能够使他们在思考问题时更具灵活性和创造性。那么通识教育的意义就真正体现出来了[5]。 
通识教育就是打通学科、专业间的壁垒，实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6]。“遥感与世界”通识课

程力图从三个方面打通壁垒，实现真正的通识：一是在内容设计上聚焦卫星遥感对地球的观测。虽然选

课学生专业知识背景差异较大，但其生存的空间却是人人关注的对象。二是把遥感图像贯穿于整个认知

过程，Google Earth、遥感图像成为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共同通识工具，成为获取日常生活所需空

间信息，认识与理解我们生存的地理空间的重要手段。开设该课程的主要理念是把遥感图像作为继文字、

地图之后，最直观的地理学第三语言。 

6. 结束语 

根据我们对来自全校不同专业二个学期的选课同学的课后调查，同学们普遍感受通过这门课程开拓

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学得了好多专业以外的东西。学生们都喜欢这门课程，他们在接受调研时说：“通

过该课程的学习，我们认识到卫星遥感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而且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通过学习，

了解祖国的航天技术发展迅速，居世界先进行列，我国家的强大感到自豪。”“老师灵活多样的授课方

式让我们耳目一新，授课内容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与上进心。” 
通识课程的目标不仅在于使学生的视野开阔，更可以矫正若干知识性盲点及狭隘思维。其主要功能

不只是在提供资讯，而是肯定人的存在。不仅是在博学强识，而是在开启人的潜能，同时教育和协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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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除熟悉自己专业学科外，对于其它学科知识能融会贯通。对于通识课程的教学和理解正在进行且深化

中，在师生的共同关注和努力下，通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一定会收获更多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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