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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 ＧＩＳ专业立体化
实践教学体系探索 ①

刘亚静，姚纪明，王政
（华北理工大学 矿业工程学院，河北 唐山０６３００９）

摘　要：针对高校培养的ＧＩＳ专业毕业生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对毕业生创新实践能力要求高的特点，从社会对ＧＩＳ人
才需求的层次和特点出发，以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为归宿点，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立体化的实践教学培养体系，主要

从培养方案、实践教学模式和实践教学保障平台三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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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ＧＩＳ学科及相应产业的飞速发展，社会对ＧＩＳ专业人才需求旺盛。相对于社会各个层
面人才需求的特点，高校ＧＩＳ专业毕业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显得非常不足，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校的实践教
学体系还不完善［１－３］，学生毕业后不能很快地适应各个相关领域的需要。充分分析和了解社会对 ＧＩＳ
专业毕业生需求的特点和层次，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

１　社会对ＧＩＳ专业人才的需求的特点
分析近年来ＧＩＳ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需求情况，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４－８］：

ＧＩＳ专业人才需求旺盛，供不应求。近年来，ＧＩＳ产业在国内一直处在上升发展阶段，政府、科研单
位以及相关企业都意识到ＧＩＳ可以解决实际生活和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因此ＧＩＳ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
值不断增长，社会对ＧＩＳ专业毕业生尤其是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学生需求逐年增加。

要求知识面广泛。ＧＩＳ应用领域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要求 ＧＩＳ专业人才不仅精通
本专业的理论和技术，对相关行业的应用也有广泛的了解。

需求水平的多层次性。根据就业岗位的不同，ＧＩＳ人才需求可分成不同的层次：复合型、理论研究
型、底层开发型、二次开发型、建模型、数据处理型等，对学生的专业知识、技术水平和能力素质也提出了

不同层次要求。

需求结构的多元化。ＧＩＳ应用领域不断拓宽，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ＧＩＳ已不仅
是软件“ｓｏｆｔｗａｒｅ”，而是被不断地发展成面向大众的服务“ｓｅｒｖｉｃｅ”。国家为ＧＩＳ产业的发展制定了一系
列的扶持政策，为ＧＩＳ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机遇，ＧＩＳ产业蓬勃发展，政府和科研院所大力推广和应
用ＧＩＳ，各种规模的 ＧＩＳ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其相对应的局面便是人才需求呈现了多元化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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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ＧＩＳ专业立体化实践创新平台体系构建
２．１　立体化的培养方案

根据社会对ＧＩＳ人才需求的特点和层次分析，结合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２０１２年）》，首先要制定合理的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是培养方案的核心。基于对ＧＩＳ专业人才需求的分析，培养目标应体现对基础理论、专业
知识、开发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培养方案的制定以能力为主线，设置承上启下、逻辑性强的课

程体系，课程体系包括理论教学体系以及与其相呼应的实践教学体系。理论教学分成三个模块方向，对

应每个模块分别设置三个层次的实践教学模块，以便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人才需求方向进行培养。例如

计算机类和ＧＩＳ类课程是对底层开发、二次开发以及建模层次需求的培养，ＲＳ和测绘类课程是对数据
采集、数据处理层次进行的培养。综合课程设计、实习以及毕业设计都是对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

实践能力的培养。三类课程互相渗透，形成立体化的课程体系。

２．２　立体化实践教学模式
针对立体化的培养方案，重新设计教学过程中的“教”与“学”，打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学为

本的原则，改为以学生为中心，以育人为本的原则，构建立体化的 ＧＩＳ专业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在实践
教学过程中，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将传统的“课堂－上机－考试”教学模式改为立体化的“课内－课
外－自学－实践－创新”的教学和自学模式。充分考虑学生感兴趣的互动方式，采用以课内实验为基
础，课外实验为手段，自学为拓展，实践为升华，创新能力为目的的立体化实践教学模式，根据社会需求

有针对性地对ＧＩＳ专业学生进行培养。在教学形式上形成课内实验（上机）、课外实训和自主训练的三
维实践能力培养模式，其中课内实验主要通过实验任务对基础实验能力进行训练，课外实训通过项目实

训对实践能力进行锻炼，自主训练主要通过自学的方式对实训内容进行实践，更多的是创新实践。在教

学内容上，形成计算机基础、开发能力基础训练，３Ｓ实践训练和 ＧＩＳ应用开发的三维实践内容训练模
式。这样三维实践能力培养模式和三维实践内容训练模式形成了立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

２．３　立体化实践教学平台
基于三维立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需要建设由实验室、实践基地和创新实践研发中心组成的立体化

的实践教学平台。

２．３．１　实验室建设［９－１０］

为了培养不同层次的ＧＩＳ专业人才，建立ＧＩＳ实验室和遥感实验室是基础，实验室的建立主要包括
实验场地、软硬件仪器设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其中，硬件设备包括数据采集

和输入设备、数据分析和处理设备以及数据输出和传输设备，软件设备包括支持数据处理的软件平台，

用于二次开发的开发组件以及用于底层开发的开发平台和相对应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开发基于 Ｃ／Ｓ
和Ｂ／Ｓ模式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网络化管理平台，实验室采用全面开放的管理方案，设置合理的实验室
管理领导小组，指定经过专业培训的实验指导教师以及具有责任心的设备管理员。实验室建设体系如

图１所示。软硬件设施、技术体系以及实验室资源建设是实验室建设的基础，以课内外实验、实习以及
课程设计为实验室建设的实验内容，以各种项目设置为实验室建设的创新层面。

２．３．２　加强大学生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整个教学过程中，校外实践是最接近实际工作的环节，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是培养学生工程

实践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通过与企业签订实习基地、研发中心的方式来建

立ＧＩＳ稳定的实习实训场所，使学生能够参与企业具体的实际项目，使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适
应能力以及创新实践能力真正得到提升。

５６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图１　实验室建设体系

２．３．３　ＧＩＳ创新实践研发中心
ＧＩＳ创新实验中心是在实验、实习、课程设计基础上的大学生的创新组织形式，强调以自主训练为

主，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研发中心提供进行创新实践的基础设施、实验室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资源。

中心具有严格的选拔机制、过程控制机制以及成果考核机制。设置稳定的研发中心研究方向，公示相关

科研项目吸引优秀学生。学生可以通过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开展研发工作，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自己搭建框架来进行研究，指导教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给出自己的建议。整个项目的开展过程模拟

企事业单位的实际工程项目的招投标、需求分析、可行性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现，项目验收等过程，让

学生在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得到提高。同时，通过研发中心的横向项目效益来

给每个同学发放一定的费用，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成就感。

３　结语
目前社会对ＧＩＳ毕业生的需求旺盛，体现为多层次的就业层次和多元化的需求结构。以社会需求

为导向，制定立体化的 ＧＩＳ专业培养方案，构建立体化的培养模式和立体化的实践教学平台，可以为
ＧＩＳ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条件，为提高毕业生的就业和社会竞争力提供有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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