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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高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针对当前西昌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开设的GIS课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从“优化教学课时”、“改革教学模式”和“建立基于过程考核的评

价方式”等方向进行教学改革探索。以期为同类课程教学和地理信息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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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is an important course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
neering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GIS course of-
fered by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of Xicha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from the aspects of “optimizing teaching hours”, “re-
forming teaching mode” and “establishing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process assessment”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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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similar courses and the training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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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GIS，产生于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是一种采集、

存储、管理、分析、显示与应用地理空间分布数据的计算机系统[1]。经过几十年的发展，GIS 已经成为

一门集地理学、测绘学、环境科学、空间科学、计算机科学与管理学等为一体的交叉学科，应用领域包

含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2]。西昌学院开设的“环境信息系统”是与“地理信息系统原

理”课程相配套的课程，该课程应用性和操作性较强[3]，是我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

程。一方面，GIS 是一门跨多学科的课程，具有知识点多、专业性强的特点，想要深入掌握该课程需要

具备一定的数学、地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知识，而这恰恰是非 GIS 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欠缺[4] [5]。因此，

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能够掌握 GIS 的基本理论与技能，并能将其应用到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实

际应用中，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工科”、紧抓落实“课程思政”建

设的背景下，现有的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必须转变教学思路，在教学内容、

教学策略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才能切实提高教学质量，顺应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要求。 
本文针对西昌学院 GIS 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特点，提出优化课程内容

和课时、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建立基于过程考核的评价方式、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等教学改革

建议，以期提升该课程的教学质量。 

2. 课程教学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现状 

当前我院开设的 GIS 课程的教学模式采用传统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其中理论 32 学时，实践 27 学时。

教学方式为先讲授理论课程，待所有理论课程授课完成后，再进行实践课程讲授。理论课程以老师讲授

PPT 课件为主，实践课程则是老师讲授、演示与学生操作相结合的方式，主要教学内容见表 1。课程考

核采取理论和实践分别考核的方式。其中，理论考核为平时成绩(30%) + 期末考试(70%)；实践考核为平

时成绩(30%) + 实验报告(70%)；平时成绩主要依据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实验报

告的成绩主要根据实验完整度、结果合理性与实验报告的规范性进行评定。 

2.2. 存在的问题 

1) 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理想。对于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而言，通过该课程的

学习，主要要理解 GIS 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并掌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当前该课程的教学内容虽然设计

了 32 个学时的理论课程，但对于 GIS 这样一门集合了地理学、测绘学、空间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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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性课程，教师所面临的教学压力较大。同时，由于涉及的学科较多，学生对这些 GIS 专业理论知

识比较难理解，以至于理论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待到实践教学时，由于学生理论普遍掌握较差，严重

影响后续授课效果。 
 

Table 1. Teaching content design of GIS course before reform 
表 1. 改革前 GIS 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模式 教学章名称 学时 教学内容 

 
 
 
 
理论教学 

第一章 GIS 基本概念 5 GIS 定义、组成、功能、发展经历 

第二章 GIS 数据结构与编码 6 空间数据及其特征、矢量数据结构、拓扑关系、栅格数据结构 

第三章 GIS 空间数据采集与管理 6 数据输入与编辑、空间数据处理(几何校正、投影转换、数据

结构转换、融合、内插) 

第四章 GIS 空间分析 9 数字高程模型、叠置分析、缓冲分析、网络分析、空间查询、

检索与统计分析 

第五章 GIS 应用与输出 6 应用模型、GIS 制图设计与输出、发展趋势与热点 

 
 
 
 
 
 
 
实践教学 

第一章 GIS 基本操作 3 ArcGIS 软件介绍、软件打开、创建工程文件 

第二章 GIS 数据采集 3 地形图配准、新建要素、分层提取要素 

第三章 GIS 数据编辑与修改 3 图形编辑、属性编辑 

第四章 数据格式转换与投影变换 3 矢量数据与栅格数据相互转换、投影设定与转换 

第五章 数字高程模型建立与应用 3 DEM 构建及三维显示、提取坡度、坡向等 

第六章 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 3 擦除、相交、对称差、联合和更新；缓冲区分析 

第七章 空间栅格分析 3 空间插值、栅格计算器应用 

第八章 查询与检索、统计分析 3 SQL 语句应用、分区统计 

第九章 制图与输出 3 制图与输出 

 
2) 学生被动参与学习，学习效果较差。由于 GIS 课程的专业性较强，该课程的理论授课主要采取老

师讲 PPT 的方式，学生参与度不高；实践教学采取讲授与演示的方式。整个实验过程，学生不但要动手，

更重要的是需要动脑，除了掌握软件的基本操作，还需要学会思考如何应用。但目前的实践教学，很多

学生只是跟着老师操作，虽然最后也能做出结果来，实际并未掌握相关知识与技能。整个教学过程没有

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也较为枯燥，不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制约了学生创新能力发展。 
3) 授课内容与学生本专业联系不强。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不需要完全理解 GIS 各方面内容，

重点应放在与环境评价、管理相关的空间分析部分，以突出 GIS 在环境领域的应用。当前的教学内容针

对性较差，没有做到与学生专业的深入结合，以至于学生很难认识到该课程在专业学习上的重要性，也

就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谈不上学生将 GIS 课程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当中，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教学

质量。 
4) 考核方式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脱节。课程的考核方式缺乏对学生过程学习的考量，不利于学生

进行自我学习；考查的内容主要是理论知识，不能有效评价学生专业技能掌握情况与应用能力，没有凸

显出应用型特色。 
5) 缺少课程思政的内容。就目前西昌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开设的 GIS 课程而言，教学内容仍然

以 GIS 理论与实践操作步骤为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度不高，忽视了“教书育人”中的“育人”关

键部分，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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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教学改革 

鉴于课程存在的以上问题，经过多方调研，结合最新教学理念导向，凝练出以下课程教学改革方向

与内容。 

3.1. 优化教学内容与课时 

针对学生对 GIS 课程学习积极性低和授课内容与专业联系不强的问题，经教研室讨论，将理论课程

与实践课程合并为实践课程，统一在机房讲授。优化后的课程总学时为 60 学时，共设计 10 个实验项目，

每个项目 6 学时，前面五个实验项目为 GIS 的基础操作，后面五个则是空间分析的综合应用(如表 2)。除

了基础操作内容，其余实验项目的设计充分考虑学生的专业背景，设置专业领域的相关问题。如在项目

六中设置基于某市不同等级道路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的评价分析；项目七中设置区域土壤状况综合评价；

项目八中设置区域降雨的空间变异分析等等。这些与环境领域相关的案例增加了学生对 GIS 如何解决环

境领域相关问题的认识，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 
 

Table 2. Teaching content design of GIS course after reform 
表 2. 改革后 GIS 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章名称 具体教学内容摘要 学时 

项目一 导论与 GIS 基本操作 GIS 概念与 ArcGIS 软件基础操作 6 

项目二 GIS 数据采集与管理 数据结构，地图校正，数据采集与管理 6 

项目三 GIS 数据查询与编辑 SQL 查询，图形和属性数据的编辑 6 

项目四 数据格式转换与投影变换 多种类型数据的转换，投影基础与变换 6 

项目五 数字高程模型建立与应用 DEM 的概念与建立，地表信息提取 6 

项目六 矢量数据空间分析 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网络分析 6 

项目七 栅格数据空间分析 栅格插值，栅格计算器的应用 6 

项目八 地统计分析 地统计基础，数据探索，插值 6 

项目九 水文分析 无洼地 DEM，河网生成，流域分割 6 

项目十 制图与输出 GIS 制图基础与输出 6 

3.2. 教学模式改革 

针对以往教学中老师“满堂灌”为主的授课弊端，新的教学模式中注重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中

来。每个实验内容首先由教师简单介绍涉及的理论知识，然后演示实验步骤，再由学生独立完成，课后

布置与实际问题相关的专题由学生分组完成，并在下次课上由小组代表进行汇报与讨论。教学模式的改

革，避免了冗长的理论讲解，使每个学生能主动参与到课堂中来，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建立

起主动学习的习惯，既活跃了课堂又提高了教学的效果。 

3.3. 建立基于过程考核的评价方式 

在教学内容和课时优化的基础上，如果仅改变教学模式，仍然采用传统的考核方式，课程的考核仍

然难以避免学生通过死记硬背来应付完成，也就无法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为了充分激发学生主

动学习的积极性，新的考核方式应降低期末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比例，并增加对学生过程学习的考核。

因此，制定科学公正的全过程监督考核机制极为重要。在本次课程改革试验中，课程考核设置了平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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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10%)，评价依据为学生的出勤状况；课堂参与成绩(50%)，评价依据为小组完成课后题目情况和个人

参与课堂讨论积极性；期末考试成绩(30%)，评价依据为课程结束后的上机操作考试；实验成绩(10%)，
评价依据为实验报告的完整性与结果分析的合理性。这样的考核方式得到的最终成绩能够反映学生学习

的真实情况，也调动了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 

3.4. 充分挖局课程思政元素 

1) 课程教学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GIS 技术最先诞生于加拿大，该课程现有的实验教学内容大多使

用的是基于欧美技术的案例，而涉及中国特色的 GIS 理论或案例相对缺乏，导致学生对 GIS 技术在中国

的发展状况了解不足。在课程教学中，应充分体现 GIS 中的中国特色，以增强学生的科技与文化自信。

在介绍 GIS 软件时，适当加入我国 GIS 事业取得的成就，如，我国自主开发的 MapGIS，SuperMap 等国

产 GIS 软件在众多行业领域的应用；“红军长征 GIS”，“海上丝绸之路 GIS”等专题 GIS 的开发；在

讲空间数据时，介绍我国史文中教授提出的空间数据质量与不确定理论，纠正了空间信息系统中线状要

素的误差模型，保障了空间数据的精度，具有世界领先水平；针对空间分析理论这一国际科学前沿，中

国学者在空间抽样和统计推断技术、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地理系统建模、空间运筹等方面研究取得显著

成果[6]。这些成果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被国际经典专著整体引用，被全国传染病预警系统和国务院

应急平台采纳和运行；在讲地理坐标与投影时，介绍我国的地理坐标系是如何由北京 1954 发展到西安

1980，再到 gcs2000 的，并着重介绍我国位列世界领先行列的国家地理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在

GIS 方面的成就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民族荣誉和文化自信，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2)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求实的态度。整个实训课程有 10 个实训项目，需要学生独立完成并撰

写实训报告。实验结果中允许有误差但不能有错误，实训报告必须是原创，杜绝学生抄袭的行为，从而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求实的态度。 
3)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的意识。每个实践项目结束后的专题探索加强了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课后的

专题需要学生之间组建小组，共同协作方能完成。如在水文分析的课程中，要求学生课后自主寻找研究

区域，下载相应资料，完成所选区域的流域划分，汇报时需要讲解流域划分的依据与步骤。这种课后探

索对于个人来说，工作量较大，但若是通过团队协作，分工完成则十分轻松。这样的安排可以让学生深

入理解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养成的团队意识。 

4. 结语 

GIS 在生态环境、区域评价与规划等领域应用广泛，其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为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GIS 作为一门综合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理解 GIS 可以解决

什么问题，并掌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技能，以提高学生未来从事相关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综合

能力。本文通过自身教学中的反思与探索，尝试对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 GIS 课程进行改革。通过将理

论与实践课程合并，把 GIS 的基本知识与基础技能融入一个个实践项目中，以加深学生的理解与掌握，

为培养适应新时代的应用型人才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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