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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遥感课程实践教学的改革
＊

西北师范大学　潘竟虎,赵军

摘要:　结合西北师范大学遥感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在分析高等师范院校遥感实践教学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

出了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内容与途径,构建了实践教学体系, 并对教学改革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 以期为相关院校

的遥感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提供借鉴。笔者结合《遥感技术基础》省级精品课程建设和西北师范大学四期“教改”的实

践, 就高师遥感课程实践教学改革进行探讨。

作者:潘竟虎系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讲师,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教学研究重点项目( 2006-02) .

一 、高师遥感实践教学现状分析

遥感是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系统本科专业的

核心课,地理科学(师范类)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专

业的必修课,以及环境科学专业的限选课,通过几年

的教学实践,笔者发现课程的教学与地方对遥感科技

工作的需求 、学生就业岗位群和遥感应用型人才的要

求不能很好地适应, 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内容过深, 部分内容陈旧, 滞后于遥感技术快

速发展的现状。我校各专业普遍适用的《遥感导论》,

是教育部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内容丰富,涉及技术

原理较深,对于初次接触遥感的本科生而言, 内容上

显得过深 。此外,该教材 2001年出版后,并未修订再

版,而近年蓬勃兴起并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些遥感探测

技术 、方法和装备,书中自然无法涉及, 如高分辨率的

SPOT5 、快鸟等卫星影像, EOS-MODIS 数据处理,

高光谱遥感技术等。

2.实践课程偏少, 难以培养学生的感性认识, 动

手能力的提高更是无从谈起。目前,仅地理信息系统

专业开设了《遥感图像处理软件》选修课,其它专业的

学生选修时往往时间上冲突, 而不得不放弃, 去选择

必修课程 。据笔者对各专业学生问卷调查,反映最为

集中的正是呼吁开设实验课程。

3.教学改革幅度偏小,难与中学教改相衔接 。教

育部组织的《全国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大纲》已将地

理信息技术 、遥感应用列入高中开设的地理选修课,

同时自然灾害与防治和城市规划与生活等课程也同

样用到遥感技术。中小学课程改革在不断发展和深

化, 而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师范院校的教改却落后于中

小学 。对高师地理教育而言,强化实践教学迎合了中

小学教学改革对高师培养合格人才的需求,要求师范

院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

4.与其它学科的衔接不紧密, 学生学习兴趣不

高。遥感涉及多学科知识,学生学习前必须具备这些

相关知识 。遥感是各专业开设最早的专业基础课之

一, 但由于相关课程开设时间 、学生选课 、课程设置上

的差异,学生预备知识普遍欠缺, 学习遥感课程往往

顾此失彼 。而对教师来说,在一定的课时内既要讲清

楚基础知识, 又要介绍遥感技术最新的前沿研究发展

成果,必要时还得补上其它相关的知识,实属不易 。

5.教学手段不够丰富,学生参与不够。遥感理论

和实践课虽然普遍使用了多媒体教学技术,但仍是以

教师讲授为核心, 缺乏讨论 、制作 、文献检索 、报告等

手段,抑制了学生参与积极性的发挥。



6.缺乏实验课教材。与《遥感导论》配套的上机

实验教材,教学软件为自行开发的平台,并未采用国

际主流的 Erdas、PCI 、ENVI 等软件,可操作性不强,

无法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国内目前尚未见到普适

性较强的遥感上机实习实验课教材,亟需编写适合我

校实际的实验教材。

二 、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内容与途径

1.构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遥感课程实

践教学体系　在“以学生发展为本”教育新理念为

原则,构建遥感课程实践教学体系(图 1) 。确定遥感

课程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的比例, 改革教学方式与方

法;建立遥感实践教学体系的梯级层次,依托遥感与

其它学科间的密切关系, 构建遥感课程实践教学课程

体系;制定考核与体系绩效评价方法。遥感实践教学

体系的各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

有机整体,具有严格的依存关系。

图 1　遥感课程实践教学体系

2.探索构建研究性教学和研究性学习的

遥感实践教学规律和模式　教师根据主讲教材,

结合国内外多种教材的内容, 精选对本学科技术形成

和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中 、英文期刊或国际会议文献,

研究热点项目(网络主页)等其他参考资料,构建科学

合理的遥感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引导学生在课堂

外通过多种途径,查阅参考资料,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的能动性,调动学习的积极性,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

高综合素质。教师不断学习和研究,主动掌握学科的

发展动态和前沿信息, 在授课过程中结合授课内容,

渗透学科发展方面的信息。鼓励学生就感兴趣问题

以多种形式进行讨论 。

3.开展丰富的课外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

生的综合能力　为学生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布置

研究任务,并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教育资源和一定条

件,建立学习兴趣小组,制定研究计划, 指导学生实施

研究, 组织研究成果的交流研讨, 进行研究成果的评

价和科研论文的撰写 。教师结合自己的科研项目和

研究兴趣,鼓励能力较强的学生参加到自己的科研活

动当中, 培养和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

外, 密切与校院系团 、学组织的联系,将课外实践工作

与学生活动结合, 鼓励学生申报学生学术基金;引导

和组织学生结合遥感应用技术,参加“挑战杯”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GIS应用开发大赛 、数学建模比赛等,通

过这些活动培养兴趣 、建立自信。

4.实现教学手段的多元化　完善各种网络
教学资源库的建设, 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能动

性。依托精品课程建设,建立《遥感技术基础》和《数

字图像处理》网络实践教学平台, 实现网络互动式教

学,设置 “课件下载” 、“实验报告上载” 、“答疑” 、

“FTP”等功能。此外,在实验课考试方式上, 尝试网

络考试。

5.改进考核方法,建立考察学生全面素质

的考核体系　建立科学的考察学生综合知识 、综

合素质 、综合能力的实践考核体系, 采取灵活多样的

考试方式,加大读书报告 、论文考核 、野外(或社会)调

查 、创新考核等的比重。

6.实现实习单位多样化和专业化　通过
学校 、院系和个人三个层面扩大遥感专业实习单位的

数量和提高质量, 不仅有与 GIS 专业联系紧密的测

绘单位,如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地图院 、勘测设计院

等, 也有专业性极强的应用型单位,如电力设计院 、软

件开发公司 、国土资源局 、市政工程设计院等 。与实

习单位建立双导师制管理机制,绝大多数学生直接参

与到实习单位的科研 、开发 、生产工作中。

7.完善和更新实验内容,自编符合实际的

实验课教材　对实验内容进行选择 、调整 、完善和

更新,从简单的验证性实验向综合性实验以至于研究

设计型实验过渡, 形成较为稳定的实验教学内容体

系。同时, 借助地理学省级重点学科建设 、精品课程

建设 、校级“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建设和四期“教改”

的契机,结合教学实际, 自编基于主流遥感图像处理

软件的《遥感技术基础》实验课教材。

三 、教改效果分析

近年来,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遥感实践教学探

索,已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学生对遥感教学的评价　每学期都对全
部课程进行教学评估,要求学生无记名填涂评教表。

几门遥感课程在历次教学评估中成绩均在 80 分以

上。在近 3年的年终考核中,遥感技术基础教学组主

讲教师共获得优秀 3人(次) ,良好 5人(次) 。说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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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于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是认可与肯定的 。

2.教师获得的教学奖励　2005 年, 《遥感技

术基础》被评为甘肃省高校精品课程, 成为甘肃省唯

一 、全国仅有三门的遥感类省级精品课程。2006年,

《遥感技术基础与实验》网络课程获得西北师范大学

多媒体课件大赛三等奖 。2006和 2007 年, 先后有两

名遥感课主讲教师获得专业实习“优秀指导教师”称

号。近 2年, GIS 专业有 4篇本科毕业论文被评为校

优秀论文,其中遥感方向的占 3篇 。

3.学生获得的科研成果　在地理科学 、资源
环境与城乡规划 、地理信息系统 、环境科学专业各年

级分别成立了环境遥感 、遥感图像处理和遥感与 GIS

应用三个兴趣组, 近两年来, 12 人 次在校学生学术

科研 、“挑战杯”和 GIS 开发大赛中获资助或获奖。

其中《遥感支持下的小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估算》获

得甘肃省第六届“挑战杯”大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二等奖。11名本科生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资源

开发与市场》 、《现代农业》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论

文 6篇。

4.遥感实践教材建设　主讲教师根据高师
遥感实践教学的特点与条件, 积极开展 GIS 教材的

编著,已自编《Erdas Imagine 教学与上机实习指导》

教材, 通过 3届本科和 1届研究生教学使用, 得到认

可;《遥感技术基础》和《遥感数字图像处理》校园网络

教学平台浏览量也很大 。

为适应我国新世纪人才培养的需要, “培养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已成为整个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以学生发展为本”,开展研究性学习方法, 理论联系

实际, 服务社会,既锻炼了学生, 又解决了实际问题,

这正是现代高等教育的目的所在。虽然笔者针对西

北师范大学遥感实践教学所面临的客观实际进行了

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点成绩。然而, 许多问题有待

进一步探讨, 诸如教学平台的完善 、教学内容的深入 、

教学形式的改进 、产学研实习基地建立 、专业师资与

软件问题等。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更好地根据社会需

求, 发挥高师学科综合优势,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为社

会培养出更多合格的遥感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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