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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计量地理学是一门教、学难度都大的学科，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教学模式指导教学实践是一个亟需解决的
问题。文章首先论证了教学模式改变的必要性；其次，根据每个计量方法的特点和逻辑关系，按照“分段”和“实践”的

模式构建思想，完成分段式实践教学模式的设计框架。通过差别化分段式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希望能把复杂的计量方

法逐步分解教学起到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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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地理学是应用数学方法研究地理学问题的方法论学科，被教育部教学委员会列为我国地理学

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该学科涉及的理论、公式、模型较多，是本科课程体系中难学、难教的课程之

一。由于学科在专业课程中的重要性地位以及教、学之难度，使得很多学校关注并开始创新教学模式的

探索，为凸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有的学校将计量地理学由以前的理论课改为实践课。学者于小秦［１］、

杨新军［２］、雷金蓉［３］、张珊［４］、鲁凤［５］、甘永萍［６］等都做过计量地理学教学改革的探讨和思考，然而，以

前的研究主要只是从学科的角度分析了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些学者也提出

了个人的教学改革想法，但并未系统提出可执行的改革对策和教学思路，如何进行实践式教学？各实践

教学环节该怎样去设计？依然是本课程的一个难题也是研究重点。

本研究在对分段式实践教学模式研究、探讨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设计出有针对性的分段

式实践教学模式，并详细设计该模式下各分段和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内容和方案，对于不同的教学阶段

设置相应的教学要求和任务，使该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这种有针对性的

分段实践教学模式的设计，创造性地将数学方法和地理知识融合在一起，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原理的基础

上运用数学方法解释和分析地理问题，提高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效教学的目的，同时为其

他学科的教学改革及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提供决策参考。

１　教学模式改变的必要性
１．１　教材已不满足教学需求

目前，计量地理学的专著主要有：林炳耀的《计量地理学概论》（１９８５），陈彦光《地理数学方法：基
础和应用》、张超等《计量地理学基础》（１９９０）、徐建华《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１９９４）和《计量地理
学》（２００６）、蔡运龙《地理学方法论》（２０１１）等。很多高校本科课程选用的是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计量地理学》（２００６），至今也有１０年之久，限于当时计算机软件的发展水平，教材重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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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导而轻原理的解释和实践运用，而且缺乏系统的实践教学指导用书，无法适应当前重运用与实践的

教学目标，其书本内容的设置对某些老师的教案设计、教学模式的选择等产生一定的误导和局限。为满

足培养应用型人才之需，根据学生的知识诉求及教学目标，整合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教材编制一本适合本

院学生的教学指导用书并更新相应教学模式显得极为迫切。

１．２　教学大纲需更新，教学内容要重新选择
作为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徐建华编著的《计量地理学》［７］，是我院地理本科专业计量

地理学课程教材。该教材主要分为十章，介绍经典的计量分析方法如：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

析、系统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趋势面分析和马尔可夫预测方法、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线性规划、多目标

规划投入产出分析、ＡＨＰ决策分析法、风险型和非确定型决策分析方法、地理网络分析等方法。
对于第一次接触数学方法的本科学生来说，在其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的限制下，有些经典的计量方

法比较复杂，强行的灌输式教学并不可能产生较好的教学效果；由于课时的限制，为使学生能深刻理解

所学的研究方法并达到运用的教学目标，课堂上不允许也不可能对教材中的所有研究方法进行教学；作

为方法论体系的现代计量地理学的教学，应重点讲授计量地理学解决问题的思想与方法，通过对几个研

究方法的深度教学，提高学生运用数学方法解决地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因此，教学内容的选择不求全

而求精，同时要考虑各专业培养目标的差异，根据教学实际情况，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选择和学生认知

水平相匹配的内容进行教学并更新教学大纲、改变教学模式，通过深度教学让学生深刻领悟某几种数学

方法进而举一反三达到掌握、应用数学方法的技能，提高自我学习、应用数学方法的能力。

１．３　教学重点发生变化
计量地理学实质是用现代数学方法和模型使地理学的理论精确化、模型化，从传统的定性分析向定

性和定量相结合的一门学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计量地理学进入大学本科课程，由于计算机技术
水平的限制，没有成熟的软件支持，计量地理学中研究方法的实现只能借助计算器进行数字的演算和公

式的推导，教学重点在于模型的掌握和公式的演算；随着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现在的计量地理学研

究方法的实现主要是借助相应的计算机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和验证。教学重点应当从以前的公式推

导、数据演算向数学方法的原理、应用及相应软件的操作转化。

１．４　教学方法亟待多样性设计
计量地理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与地理学、数学、计算机等众多分支联系密切，传统的计量地理学教

学方法仍以课堂上单一的“灌输式”理论教学为主，而很少采用有利于培养学生地理创造能力的先进的

教学方法。作为地理学科研究方法的专业课程，过分强调单纯的数学公式推导和计算，很难使学生达到

学以致用的目的，并且使学生感觉枯燥乏味产生畏难情绪，教学效果不好，可以将数学方法与地理问题

紧密联系起来，可以选择学生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或是地理学问题作为课堂的教学案例进行教学，

可以采用理论课和实践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可以布置相应的研究问题作为课堂检验的考核方式等一

系列的教学模式的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并提高学生运用数学方法的能力。

１．５　加强实践环节，设计实践方案
相对于地理科学的其它课程，《计量地理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包含了大量的数学方法，这些数

学方法的实现需要学生借助相应的计算机软件。研究方法的实现应当是数学方法的一个重点环节，因

而计算机软件操作的教学环节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引导学生对理论进行实践，能够及时发现学生学习的

薄弱环节同时提高学生的运用能力，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以往只注重理论教学缺乏实践锻炼

的教学模式有待改进。因此在教学中应当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重点掌握数学方法的软件实现过

程，实践环节的软件选择、内容安排、实践教学各环节需要设计。

２　分段式实践教学模式的设计框架
２．１　预期的效果

分段式实践教学模式的设计核心理念是根据每个数学方法的特点和逻辑关系设计差别化的分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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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希望能把复杂的数学方法逐步分解教学起到化繁为简的效果；通过选择学生熟知的地理问题

作为案例植入到数学方法的讲解中去，希望达到化难为易的目的；通过分段式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

施，注重原理与案例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希望能提高教学效果，实现从知识讲授到能力培养的转变。

构建计量地理学分段式实践教学模式，在每个分段教学模块下，设计与构建相应的实践教学模式，为以

后该学科的实践教学提供指导，为地理科学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提供借鉴。

２．２　设计的框架
该教学模式总体设计思路分为“确定教学内容—分段式教学模式—实践式教学模式—学习效果检

验”４个教学部分，其中，在“分段式教学模式”和“实践式教学模式”中又分别设计“引例—基本思想和
基本原理—案例分析—软件操作”４个教学环节，在每个教学“部分”和“环节”中设置相应的讲授和学
习要求，从而完成分段式实践教学模式的设计框架（图１）。

图１　计量地理学分段式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思路

２．２．１　教学内容的选择
课程涉及的理论方法和专业软件较多，在课堂上，不可能将教材中所有研究方法和软件都作为课堂

教学内容。根据该环节的设计思想，选择部分理论方法作为课堂教学的内容，同时有选择性的选择 ｅｘ
ｃｅｌ、ｓｐｓｓ、Ｍａｔｌａｂ等实践软件中的部分功能进行实践教学。

设计问卷采取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了解基于学生认知水平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案例的选择：１）
对已学和正在学的学生分别进行问卷调查，“列举你喜欢（不喜欢、最想学、掌握最好、掌握最不好、难理

解的）的计量地理学研究方法”，通过历届学生的调查结果分析，寻找规律，参考学生的学习反馈意见并

结合学科的特点筛选出适合本院学生学习的研究方法作为课堂教学内容；２）对于即将要学习的学生，
通过问卷或访谈的形式调查其地理知识储备和感兴趣话题，根据调查结果，老师有意识地选择适合学生

认知水平和感兴趣的地理问题作为课堂的教学案例以帮助学生很快的对方法予以理解与掌握。

２．２．２　分段教学模式
大体按照“引例—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案例分析—软件操作”的教学环节给每一种数学方法设

计适宜的分段教学方案，并设计各环节的教学内容。对于每个数学方法的教学，设计３到５个地理问题
或学生熟悉的话题作为该研究方法的“引例”，采用该方法解决引例问题的形式导入新课，使学生对即

将学习的方法有一个大致的理解；结合引例，围绕实际问题向学生讲述该研究方法解决引例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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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程，灌输研究方法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与原理”，使学生对研究方法解决问题的思想和原理有初

步的理解；选择３到５个典型的地理问题作为案例进行“案例分析”教学，运用大量案例进行分析教学，
将地理问题植入到研究方法的教学中去，促使教学内容和地理问题的衔接与融合，促使学生深刻理解数

学模型的地理学涵义；加强课堂“实践环节”的教学，选择实践教学内容与实践教材，课堂上首先对研究

方法的软件实现过程进行操作演示或是采用ＰＰＴ截图等形式向学生展示该方法的软件实现过程，使学
生熟悉、了解方法实践环节的操作过程，降低学生上机实践操作实践的难度。

２．２．３　分段实践模式
对于每一个研究方法，老师先进行原理和思想等理论知识讲解并同时演示实践操作环节的软件实

现过程，然后布置作业，要求学生根据所学内容，按照分段实践的设计理念举出两个适合用该方法解决

的研究问题（引例），阐述解决该问题的思路和原理及过程（思想与原理），搜集数据运用软件运行出研

究结果（软件操作），对结果进行分析（案例分析）从而完成分段实践环节。

２．２．４　学习效果检验
通过分段式实践教学模式的教学实践，逐步使学生理解并掌握计量地理中的研究方法，让学生从模

仿案例中积累经验，掌握知识，最后摆脱模仿，独立进行计量地理分析。学期结束或是一个学习阶段结

束后，要求学生自拟研究话题，选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完成该问题的研究并以论文的形式提交学习成果，

检验和巩固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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