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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GIS作为空间信息科学的核心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日益广

泛，对GIS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高校GIS教育现状

当前，我国高校GIS教育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实践教学不足等问题，难

以满足社会对GIS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教学改革的意义

通过GIS教学改革，可以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加强实践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为我国的GIS事业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背景与意义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

分析我国高校GIS教学改

革的现状和问题，探讨

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提出针对性的改

革措施和建议，为高校

GIS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和

借鉴。

研究问题：本研究将围

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展开研究

我国高校GIS教学改革的

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

题？

GIS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如何？有哪些影

响因素？

如何进行GIS教学改革？

有哪些有效的改革措施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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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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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单一

当前GIS专业课程设置过于偏重于

理论，缺乏实践性和创新性课程，

导致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

实际问题。

课程内容陈旧

部分课程内容未能及时跟上GIS技

术的最新发展，导致学生掌握的

知识与市场需求脱节。

缺乏跨学科课程

GIS作为一门交叉学科，需要融合

地理学、计算机科学、测绘学等

多个领域的知识，但当前课程设

置缺乏跨学科整合。

GIS专业课程设置情况



目前GIS教学仍以讲授式为主，缺乏

互动和实践环节，难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

尽管现代教育技术在不断发展，但在

GIS教学中的应用仍显不足，如在线课

程、虚拟仿真等教学手段尚未得到充

分利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分析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不足

传统教学方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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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资源匮乏

部分高校由于缺乏实践教学所需的软硬件资源，导致实践教学

环节难以有效开展。

01

实践教学比重不足

当前GIS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较少，学生缺乏足够的实践机

会来巩固和应用所学知识。

02

实践教学内容单一

实践教学往往局限于实验室模拟或简单的数据处理任务，缺乏

真实、复杂的项目实践。

实践教学环节探讨



教学理念落后

当前GIS教学过于注重知识传授，

而忽视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的培养。

师资力量薄弱

部分高校GIS专业师资力量不足，

缺乏既有深厚理论素养又有丰富

实践经验的优秀教师。

教学资源不足

部分高校在GIS教学方面的投入

不足，导致教学设施陈旧、教学

资源匮乏，难以满足教学需求。

存在问题总结

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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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和创新性

国际GIS教育强调实践性和创新性，鼓励学生通过

实践项目和创新研究来掌握GIS技能。

国际化和合作性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国际GIS教育越来越注

重国际化和合作性，鼓励学生参与国际交流

和合作项目。

多元化和跨学科性

国际GIS教育越来越注重多元化和跨学科性，

鼓励学生从多个角度和领域探索GIS的应用。

国际GIS教育发展趋势



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
国内GIS教育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
上相对较为传统，而国际GIS教育更

加注重前沿性和创新性。

教学方法和手段
国内GIS教育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相
对较为单一，而国际GIS教育更加注

重多元化和互动性。

实践环节和校企合作
国内GIS教育在实践环节和校企合作
方面相对较为薄弱，而国际GIS教育
更加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

国内外GIS教育比较分析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46234013055010142

https://d.book118.com/146234013055010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