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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分析了计量地理学课程的教学特点和教学困境，认为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对传统教学模式产生了重大

冲击，针对课程教学实践中凸显出的问题，分别从知识储备、教学方法、培养模式及考核体制等方面提

出了计量地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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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iculties of quantitative geography curri-
culum, and consider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geograph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ra-
ditional teaching mode.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quantitative geo-
graphy teaching reform proposals have been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knowledge base, teaching 
methods, training mode an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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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学是一门融合自然、人文及计算机的综合交叉学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也正以综合性这一特点

为导向不断向前推进。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计量地理学就开始被中国国家教育部全国地理课程指导委

员会定为普通高等院校地理学科的必修课程。从教师和学生的角度考虑，计量地理学是一个难度很大的

课程，其包含的科学理论、数学方法等较多，是地理学本科课程系统中最难讲授和掌握的专业课程之一。

但随着现代教育课程理论的进展，传统教学方法已不再适合于现代实用创新型地理学人才的培养，因此

不少专家学者已经就计量地理学课程教学改革问题展开了研究，但在如何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方面仍存在

几点问题。为此，本文从创新型课程实践入手，对高校本科生的计量地理学课程教学改革，作出了初步

研究[1] [2] [3] [4]。 

2. 课程教学特点与困境 

2.1. 计量地理学的教学特点 

2.1.1. 定量与定性并举的综合交叉学科 
计量地理学是一门是综合地理学、数学、统计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的融合交叉学科。学者们善于从

定量视角探究地理问题，用数学模型说明复杂地理现象，但适当的定性说明和经验分析也是这门课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教师在讲授这门课程时，要注意定量与定性分析并举。 

2.1.2. 运用专业软件高效解决地理实际问题 
本课程涉及到的基础理论、数学公式较多，需要运用 SPSS、MATLAB、Excel 等专业软件进行分析。

因此，要求学生学习前应具备相应的地学及计算机基础，在理论课程学习时，学生则需紧跟教师的教学

思路，以便在上机实践时将理论知识应用于软件实操之中，充分利用 SPSS、MATLAB 等高效地解决课

题中的实际地理问题。 

2.1.3. 基础理论讲解辅以大量案例分析 
计量地理学的基础理论是环环相扣、难度递增的，抽象的数学模型难以让学生理解。在计量地理学

教学实践中，要辅以大量的案例分析，从而引导学生真正掌握数学模型的地理学内涵，在工作和科研中

学以致用。 

2.2. 教学中凸显的几点困境 

2.2.1. 学生专业知识储备不足，难以衔接课程教学要求 
计量地理学这门课程要求学生在掌握某种数学方法、理解数学模型的地理学含义后学以致用。我院

于大二上学期开办的计量地理学专业基础课程，虽然在前期已经开展了相关的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教学，但学生实际掌握的情况参差不齐，不足以衔接计量地理学课程的教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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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以在计量地理学的知识理解掌握上产生了脱节现象。不少学生反映在解决实际的地理问题时，经

常出现只会按流程操作而不会分析数据结果意义等状况；更有甚者，一旦面对稍微复杂的实际地理问题

时，便无法将理论知识顺利转化为解题能力，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脱节现象严重[5]。 

2.2.2. 教学安排不尽合理，重理论轻实践情况突出 
计量地理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其教课环节通常包括了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实践课程一般

设置在理论课程后面，是对理论课程的应用和检测。但也因为课程的时间限制，教师要让学生掌握所有

数学方法和理论知识，从而导致了大部分课程用于介绍数学模型的基本原理，以及推导流程；这样，教

师给学生实际教学的时间就大为减少，因为老师在上机课上主要讲解学生怎样使用 Excel 或 SPSS 分析软

件进行最简单的运算，较复杂的编程模型则基本没时间进行实际教学，而大部分学生在上机课上也只能

机械地进行实践运算，而无法掌握数学方法的实际含义与计算过程，使其无法实现对运算结果的深入剖

析，从而使得学生完全感受不到计量地理学的使用价值和解决地理现实问题的成就感。 

2.2.3. 教学模式陈旧，影响创新能力培养 
计量地理学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我国起步开始，其思维模式和分析方法也在不断的发展。传统的

教学方式很难对学生开展创新性思维训练，也不利于学生掌握并运用计量地理学方法解决实际地理问题

的基本能力。当前的计量地理教学方法中缺乏对学生启发式思考的训练，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创

新性思维发展。陈旧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对现代地理人才的培养，因此，计量地理学的新型教学模

式应运而生[6]。 

2.2.4. 课程考核体制单一，挫伤学生学习积极性 
普通高等院校对于本科生专业课程的考核方式多为期末闭卷考试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期

末考试的题型也多以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为主，只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考察，忽视了学生综合实

践能力和软件操作能力的检验，导致学生只知死记硬背基础理论知识，对于上机课上教师教授的实践操

作技能则丢弃一边不再回顾，久而久之，学生掌握一门操作技能的成就感就会消失殆尽。这样单一机械

的考核方式一方面不利于教师了解学生对课程的掌握情况，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学生学习的成

就感和积极性。 

3. 计量地理学教学改革思路 

3.1. 建立计量地理知识与习题数据库，有效利用课前课后时间 

面对教学课时短缺、学生知识储备薄弱等问题，教师可以通过数字校园基础设施将课程涉及的知识

和习题建立一个具有完备知识体系的计量地理数据库，学生能够基于此数据库有效利用课前课后时间进

行系统学习。在课前，学生可以在数据库上充分预习相关的数学方法。在课后，学生仍可在计量地理习

题数据库中进行课堂知识的练习与巩固，如若有重难点知识没有掌握，可以通过计量地理基础知识数据

库进行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复习。 

3.2. 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方式，让学生自己掌控学习 

“翻转课堂”一词，是源自英文“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room”，一般被称为“反转

课堂式教学模式”，是指翻转调换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下放给学生自己[6]。“翻转

课堂”具备教学视频短、教学资料精、复习检测快等突出的特色。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方法可以很好的解

决传统计量地理学课程难教、难学的问题。在课堂上，学生不再像传统课堂一样，一味地听老师讲，接

受知识的灌输式教育，而是可以通过利用互联网查阅资料、自行观看微课、与教师和同学交流讨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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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真正的自主学习；教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的讲授课程，而是能充分地与学生交流互动，有针

对性地解答学生在自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在课堂之外，学生不再是机械的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是

自主规划学习任务，教师则是通过讲授法、协作法等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中国

大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混合式教学、探究性教学以及其他教学方式在含义上有所重叠，但是

都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将学习真正掌控在自己手中，促进各类学生的个性化发展[7] [8] [9]。 

3.3. 制定创新型“2 + 1”培养模式，因材施教 

针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储备参差不齐、自主创新要求各不相同等问题，需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分

段教学，达到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标，因此，我们提出创新型“2 + 1”培养模式。所谓创新型“2 + 1”培

养模式，就是允许学生在掌握了课程的基础学习任务之后，有目的的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强化实践应

用任务。前面的“2”要求学生完成基础理论课程和上机操作课程，是具有不同层次知识储备的所有学生

的必选项，最后通过“双核心”考核体制来检验学生的基础理论学习的效果；后面的“1”则不要求学生

必须选择，而是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决定是否继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运用计量地理学解决实际地

理问题的能力。创新型“2 + 1”培养模式能够做到因材施教，旨在提升不同层次学生“理论 + 实践”的

创新综合应用能力，避免教育中“一刀切”现象的发生。 

3.4. 构建“双核心”考核体制，提高理论知识及综合应用能力 

传统的本科课程考核方式枯燥、机械，想要改变这一考核方式，便应该从促进学生基础理论与实践

能力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建立一个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的创新型考核体制。例如，可以试行由“单

核心”的期末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变为“双核心”的期末闭卷考试和平时阶段性考核各占 50%权重的方

式进行。其中，核心之一的期末闭卷考试可以有效检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核心之二的平时考核

则通过阶段性的平时作业、实践汇报和课程论文来重点考察学生动手操作专业软件以及解决实际地理问

题的综合实践能力。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单一期末考试所带来的“一次决定论”的弊端，不再通过一次简

单的基础理论知识考试评判学生这一学期的学习效果和掌握情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4. 结语 

随着现代地理学的不断发展，地理计算逐渐在地理学界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如何在此背景之

下进行计量地理学课程教学改革，引导学生建立定量概念、培养地理学方法论的应用能力以及定量解决

地理学问题的实践能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针对课程教学特点和困境，分别提出了建立

计量地理数据库、采用翻转课堂、制定“2 + 1”创新型培养模式以及构建“双核心”考核体制等教学方

法构想，以期为计量地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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