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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 GIS 教学改革方法的实施 
谢晓宁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当前，GIS技术的发展愈加成熟，所涉猎的领域愈加广泛，使得各学校愈加重视 GIS教学。而高职院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
阵地，也是我国各领域人才输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职院校应结合 GIS技术发展现状，对相应的教改要求加以落实，提升 GIS

人才的建设水平，对国家相关技术人才需求予以满足。本文从 GIS教学的不足之处着手，探索 GIS教学的改革思路，并对其实施流
程进行分析，实现相应的教改目标，以期推动 GIS教学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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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of GIS teaching reform method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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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GIS technology is more and more mature, the fields involved are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which makes the schools pay more attention to GIS teach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the main 

positions of training talents and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alents transportation in various fields in our country. 

Therefor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implement the corresponding educational reform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GIS technolog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GIS talents, and meet the needs of relevant 

national technical talents. Starting from the shortcomings of GIS teach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form ideas of 

GIS teaching, and analyzes it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so as to achieve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reform objectiv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GIS teach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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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完善与成熟，GIS 技术的发展速率越来

越高，使得其应用领域愈加广泛，对 GIS 教学提出的要求有所提升，
提升 GIS 教学改革深度。而高职院校是技术人才培养的主要摇篮。
因此，高职院校应提升对 GIS 教学的重视程度，并在其中投入更多
资源，加快教学改革速率，对先进的设备加以引进，提升 GIS 相关
软件的更新速度，创新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加以激发，提
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为人才培育水平的提高打下坚实基础，向社会
输送高技术人才。 

一、GIS 教学的不足之处 
目前，GIS 技术的发展逐渐成熟，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不仅可

用于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而且可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加快城
市与国家的发展速率。而高职学生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之一，其
对 GIS 相关知识的学习，可对不同行业的人才需求加以满足，提升
GIS 应用水平，使学生在高技能应用行业获得良好发展，提高学生
就业率，保障学生的与时俱进性发展。然而，部分高职院校在开展
GIS 教学时，受限于诸多因素，使得该课程教学仍存在一定不足，
相关知识的传授面临较大困难，学生学习成效远远达不到相关标准，
无法为各行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不利于学生的高技能性发展。 

（一）未充分考虑学生的特征 
教师应立足于学生实际开展相应的教学。然而，部分教师在开

展 GIS 教学时，未充分考虑学生当前发展特点，未结合学生未来发
展趋势，未以学生学习能力为依据，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未
全面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渐下降，不利于教
学目标的实现。此外，部分教师在设置教学任务时，未充分考虑学
生的学习基础，使得任务设置存在过高或过低现象，难以对学生进
行有效锻炼，降低学生参与兴趣。 

（二）教学模式多样性不足 
一般而言，GIS 教学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呈现一定的交叉性特征，

涉及的理论知识相对深奥，不仅包含一定的社会现实，而且涵盖一
定的数据整理内容，教学内容复杂程度较高，难度加大，使得大部
分教师在开展教学时，愈加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未积极创新教学
手段，课堂教学呈现一定枯燥性特征，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渐丧失[1]。
与此同时，部分教师对多媒体的利用稍有不足，过度依赖 PPT 及视

频演示等手段，未以贴近学生生活的方式传授相关知识，难以对学
生的学习热情进行激发，阻碍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有所欠缺 
GIS 教学不仅强调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而且强调学生

的技能熟练度。而部分教师在开展 GIS 教学时，将教学侧重点放置
于理论知识传授方面，对实践操作技能方面的重视程度不高，留有
的课时不足，学生的操作水平得不到有效锻炼，制约学生知识应用
能力的提高。此外，部分教师在设计 GIS 教学计划时，将理论知识
讲授集中于教学前期，实践环节集中于教学后期，学生不能及时将
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效结合，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逐渐降低[2]。 

（四）未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中 
当前，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使得教师愈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高，在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思想建设水平，保
障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部分教师在开展 GIS 教学，时将自身精
力集中于学生职业技能培养方面，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未
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进行深度融合，难以对学生进行正确引
领，不利于学生良好职业素养的形成。此外，部分 GIS 教师认为思
政教育主要是由辅导员鱼与思政老师负责，并不是自身的职能，未
积极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制约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使得教师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一定欠缺，学生的职业素养得不到强
化，难以对 GIS 行业的发展提供指引。 

二、GIS 教学的改革思路 
在 GIS 教学改革过程中，高职院校应立足于新课改要求，全面

贯彻新课程理念，充分考虑该课程在应用方面所呈现的特征，结合
该行业的实际发展状况，以学生学习情况为依据，对教学定位加以
确认，适当增加教学手段，扩充教学内容，提升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深度，并将思政教育渗透入其中，为高职学生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保证学生发展的全面性，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提升学生对
相关技能知识的掌握程度，提升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一）对教学目标加以确认 
教学改革过程中，相应教学目标的明确，可为教学方案的设计

提供助力，为改革的进行做好铺垫，保障教改要求的落实[3]。一方面，
应对学生培育目标具有清晰认知，了解在教学过程中应培养学生的
哪方面能力，如独立思考能力与合作能力等，并立足于此，制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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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教学计划，制定适宜的阶段任务目标，保证教学流程的有序推
进。另一方面，应思考达成教学目标的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对教
学内容加以优化，适当调整教学重点，保障教学侧重点的明晰，提
升学生培育水平，提高教学水平，提高学生对 GIS 相关知识的掌握
程度。 

（二）对教学手段予以创新 
在对 GIS 教学进行改革时，应适当增加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模

式，以学生发展特点为依据，全面贯彻因材施教原则，打造层次性
教学模式，构建渐进式教学机制，创建案例分析与操作演示等教学
手段，提升课堂的趣味性，为学生打造相对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
提升教学成效，提高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与此同时，应对不同教
学手段进行融合，如将演示教学与案例教学进行融合，充分考虑不
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对学生给予足够的耐心，及时解答学生的困惑，
将学习难点化为学生的求知动力[4]。此外，可设置一定的实践任务，
鼓励学生对网络等加以利用，让学生自行查阅相关资料，提升不同
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频率，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
推动教学目标的实现。另外，也可构建相应的任务驱动模式，结合
项目训练等教学模式，对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加以培育，保障学生
的健康成长，对社会 GIS 人才需求予以满足，充分凸显人才的优势，
使得 GIS 行业更具发展活力。 

（三）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 
在对 GIS 教学进行改革时，应明确相应的教改要求，保障新课

程理念的落实，提升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融合程度，对专业课程
中存在的思政元素进行挖掘，丰富教学活动模式，提升思政教育水
平，促进课程思政机制的形成。与此同时，教师可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融入教学中，提升学生对生态文明理念的了解程度，从学
生的思想意识方面着手，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提高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促进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为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提供助力。
此外，应对教学内容加以优化，在体现思政教育的同时，提升学生
对相关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推动教学目标的实现，深化教育改革。 

三、GIS 教学改革的具体实施对策 
（一）完善教学设计 
教师在开展 GIS 教学时，应对新课程理念加以落实，对教学设

计予以完善，保障教学流程的有序推进，提升教学质量。首先，教
师在传授相关知识时，应明确课堂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掌握教学侧
重点，明确相应的教学目标，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开展教学，由浅到
深，由易到难，保证教学设计的合理性，优化学生的认知结构[5]。其
次，应注重教学任务的构建，在不同教学环节设置相应的任务，对
学生的注意力加以吸引，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望，使学生主动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提高课堂教学活跃性，推动
学生学习成效的提高。 后，应注重思政教育与 GIS 教学的融合，
寻求合适的契机，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对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加
以培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实现学校教书育人的目标，向社会
输送高质量人才，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持。 

（二）落实课程思政 
在高职院校开展教育工作时，应将新课程理念贯穿各个教学环

节，构建课程思政模式，提升学生的思想建设水平，让学生更好地
适应社会生活，保障企业的有序运行，降低腐败等不良行为的发生
概率[6]。首先，教师在开展 GIS 教学时，应在其中融入一定的思政元
素，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学生正确三观的形成，提高学
生的责任感，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正确指引。其次，教师应对专业课
程中具备的思政元素进行挖掘，寻求适宜的切入点，提升专业教育
与思政教育的融合程度，避免二者相割裂现象的出现，使学生树立
更高的爱国主义情怀，陶冶学生的情操。 后，应对学生进行相关
操作规范的教导，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以便学生更好地适应企业
工作，为企业发展提供助力。 

（三）增加教学手段 
高职院校在开展 GIS 教学时，应注重对案例的引用，对学生的

学习兴趣进行激发，将社会热点问题融入其中，提升学生与社会发

展的符合程度。首先，在向学生进行 GIS 相关软件功能进行讲解时，
可对该技术的发展历史予以讲述，使学生掌握相应软件功能的演变
历史，让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深刻体会到我国的快速发展，
提升学生的民族荣誉感，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学生文化
自身的提高[7]。其次，教师应立足于学生实际认知水平，选取与生活
实际相贴合的案例，借助于多媒体软件，引导学生体会案例情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此同时，应对相应教学流程加以优化，层
层深化，引人入胜，对学生的探索欲望加以调动，使学生深入体会
相应案例的内容，提升教学水平， 后，应对相应案例进行深入分
析，提升学生的责任意识，对案例中展现的爱岗敬业精神等进行深
入挖掘，提高学生的思想品质。此外，教师应积极开展相应的模仿
训练，提升课程与企业实习的融合程度，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平台与
机会进行锻炼，使学生掌握相应的工作技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知
识应用水平，对学生的就业需求加以满足，为社会发展提供助力。 

（四）构建考核体系 
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可有效提升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掌握

程度，使充分了解学生的发展特征，为教学设计的改进提供支持，
提高学生发展水平。因此，教师应注重考核评价体系的合理性建设，
保证评价工作的公正性，为学生发展指明方向，提升学生的学习水
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首先，可对学生项目成绩进行考核，明
确学生的综合应用操作成绩，了解学生所获得的成果，对学生的实
际操作过程进行总结，建立综合评估体系，促进学生项目参与程度
的提升。其次，应对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等加以评估，观察学生的
学习态度，考量学生的课程参与程度，结合学生实际学习情况，制
定适宜的评估标准，促进评价质量的提高[8]。 后，应鼓励学生直面
自己，开展自我评价，引导学生立足于客观角度对自身进行评估，
并对自身日常行为表现加以回顾，提升学生的诚信意识。此外，应
积极开展教师评估与生生评估，让学生进一步面对自身的不足与优
势，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为学生良好习惯的形成做好铺垫，充分
发挥学校的“教书”与“育人”功能。 

结束语 
高职院校中，GIS 教学的开展，可对学生的应用操作能力加以

培育，提升学生对技术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学生的相应软件
操作熟练度，强化学生的职业素养，提高学生的思想品质，对行业
发展需求加以满足。与此同时，高职院教应全面贯彻新课程理念，
保障教改要求的落实，对教学内容加以更新，构建课程思政体系，
适当增加教学手段，引用相应实例，让学生深入体会其中展现的爱
国精神与爱岗敬业意识等，保障考核评价机制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推动学生专业水平与品德建设的双重发展，使得国家发展更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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