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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GIS人才的多层次性是目前 GIS人才需求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GIS专业涉及领域广泛、人 

才需求部门众多，所以对GIS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要求也有很大差别。文章针对目前国内GIS本科 

专业的培养现状，GIs专业人才的就业状况，提出了多目标的GIS人才培养模式，并探讨了不同目标的知识结构 

及相应的课程设置，以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 GIS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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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iculum of Multi——objective GIS Train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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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ently，multi—stratification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demand for GIS professionals．As GIS covers 

wide fields and many departments require GIS professionals，the requirements of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ability／lYe 

very differen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ulti—objective GIS training model according to domestic GIS undergraduate 

training status and employment status，and discusses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objectiv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urriculum to adapt to the GIS professionals needs at differen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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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是对地理环境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一门集计算机科 

学、地理学、测绘遥感学、环境科学、城市科学、空间科 

学和管理科学等为一体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经过近 

五十年的发展，目前 GIS人才需求领域涉及社会、经济、 

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对GIS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 

要求也有很大差别，形成了人才需求的多层次性 。针 

对新的形势，21世纪 GIS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策略不应再是 

传统的单一型培养方式，而应着眼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状 

况，顺应人才市场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在以多目标人 

才培养为主的前提下 J，根据市场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形成 

以地域需求特色为主的人才培养策略，并以此调整相应的 

知识结构和课程设置。 

一

、 GIS专业培养现状分析 

通过对十几所高校 GIS专业本科培养计划的分析，并 

结合齐述华 等对我国不同学科背景下 GIS专业培养方案 

的比较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高校在 GIS专业的本 

科培养当中，多数高校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大 

同小异。比如，在课程设置中，各高校普遍具有课程覆盖 

面广 ，课程数 目多等特点，这些种类繁多的课程一方面可 

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而另一方面也势必会引起我们在调 

查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即专业能力不突出，所学课程多 

但真正掌握的很少 ，对很多知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识 

的连贯性不够等，这些问题都是造成 GIS从业人员对高校 

GIS教育认可度较低的原因 ，也是我们进行GIS专业人 

才培养改革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当然，不同高校在 GIS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当中也有各 

自的一些特点，主要表现在部分专业必修课程的设置上体 

现出了专业的学科背景 ，如北京师范大学 在专业基础课 

的安排上强调了地理科学的重要性，安排了大量地理科学 

类的课程；北京大学 与其他学校相比更强调了数学知识 

的学习和掌握；对于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 学学院 --的 

GIS专业来说，则加重了地图学相关知识的比例；武汉大学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的GIS是在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基 

础上划分出的一个方向，除具备测绘遥感这一支撑专业特 

色外，在课程的设置和实际的培养上也突出了动手编程方 

面的能力。也有部分高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采取了划分 

专业方向的培养模式，以培养学生的专业特长，突出GIS 

面向应用的学科特点，如集美大学 的地理信息系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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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设置为两个方向，分别为遥感与空间信息工程方向和资 

源、环境与城乡规划方向，各方向的培养差异主要体现为 

专业选修课程的设置侧重不同，如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 

方向主要设置了人文地理、城市规划、资源、旅游类等相 

关课程，而遥感与空间信息工程方向则重点设置了程序设 

计、GIS软件工程、测量类的课程；此外成都理工大学 

的GIS专业也包含了工程物探、工程测量、数字城市与国 

土资源管理三个方向。 

GIS人才多目标培养模式 

传统的培养模式所产生的问题使我们认识到，2l世纪 

高校 GIS人才培养 目标应顺应 GIS人才市场化和多元化的 

发展格局，在确定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和专业培养目标时， 

应以其自身的支撑学科为基础，确定 GIS发展方向，办出 

自己的特色。在人才的培养中要力求体现知识的连续性与 

紧密性，并根据不同培养目标进行知识构成的倾斜。 

为寻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多目标培养模式，笔者就 

我校毕业GIS学生所从事工作情况进行了追踪调查，就调 

查情况来看 (见图1)，有20．2％的学生选择读研继续深 

造，13％的学生从事与 GIS无关的工作 ，23．6％的学生从 

事软件开发方面的工作，6％的学生从事市场营销，37． 

2％的学生从事行业应用 ，从 以上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我校 

GIS专业本科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内容主要集中在 GIS理论 

研究、GIS开发及 GIS应用三个方面。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提出了三个目标的 GIS专业本科 

人才培养模式 ，分别为 GIS理论研究、GIS开发和 GIS应 

用。(1)GIS理论研究的目标是培养进行 GIS相关基础理 

论及关键技术研究的地理信息系统学科发展理论型人才。 

该 目标主要是针对那些准备继续深造并热爱科研教育事业 

的学生，旨在通过本科阶段的培养，为以后继续深造、深 

入研究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2)GIS开发的目标是培养 

以计算机科学为依托的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型人才。该目标 

方向主要针对那些有很好的计算机基础和数学基础，对编 

程感兴趣，动手能力较强 ，有志于做 GIS基础软件开发或 

GIS应用系统开发等相关工作的学生，在培养过程中要加强 

其GIS设计与开发的能力。 (3)GIS应用的目标是培养以 

地理学和测绘工程为依托的地理信息系统复合型应用人才。 

该目标重点强调地理信息系统在其他领域应用能力的培养， 

主要针对那些对某个应用领域有浓厚兴趣，了解该行业的 

背景知识，希望能够将 GIS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应用到该 

行业当中，以发挥GIS优势为行业服务的学生。 

三、GIS人才的知识结构及多目标培养模式的 

课程设置 

(一)GIS人才的知识结构 

对于 GIS人才的知识结构，前人已进行过一些研 

究 ．1 ，本文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上文对多目 

标培养模式的探讨，将 GIS人才知识结构划分为如下五个 

部分： 

1．基础知识：主要包括政治理论基础、数理基础、外 

语基础、计算机基础、测绘学与地学基础、空间信息学基 

础。 

2．专业知识：主要指3s、测绘、地理等方面的相关理 

论、技术和方法以及数据组织和管理、空间分析和建模、 

可视化等知识和方法。 

3．技术知识：主要是指计 算机技术，包括 C++、 

JAVA等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和系统设计工具方面的知 

识及 GIS软件开发方法、基于 GIS软件平台的二次开发方 

法、数据库管理和应用技术、GIS工程项目的设计和管理 

等。 

4．应用知识：包括数据采集与处理、遥感图像处理、 

国内外主流GIS软件使用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以及 GIS在 

领域内的具体应用等。 

5．扩展知识：包括 GIS深层支撑知识，如神经网络理 

论、模糊数学、人工智能学等；同时还包括 GIS前沿技术 

知识 ，如嵌入式开发技术、智能导航技术、位置服务技术 、 

数据挖掘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空间网格技术等。 

本文探讨的多目标培养模式中每个目标方向的课程基 

本都包含了上述 GIS人才知识结构的不同层面，但由于培 

养目的不同，所以各目标除基础知识层外其他各特定知识 

层所占比重也有所区别。根据多目标自身的特点，确定了 

各培养目标特定知识层的比重 (见表1)。 

表 1 不同培养目标各知识层所占比重 

＼ 目标 基础 专业 技术 应用 扩展 

比重＼  知识 知识 知识 知识 知识 
GIS理论研究 O．3 0．3 0．15 0．15 O．1 

GIS开发 0．3 O．2 O．3 O．15 0．D5 

GIS应用 O．3 0．25 0．15 O．3 0 

(注：此处未考虑政治理论基础和英语基础) 

(二)多目标培养模式的课程设置 

为进行相应课程的设置，笔者针对新疆的部分 GIS用 

人单位及本校毕业生就课程设置问题进行了调研，并在此 

基础上根据表1的知识比重、学院GIS专业的师资力量和 

软硬件条件、学院开设 GIS专业的背景学科及相关专业情 

况，探讨了多目标培养模式的课程设置，具体设置情况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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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多目标培养模式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内容 

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库原理、测量学、地图学、误差理论、自然地理学、遥感概论、地 专业基础 

理信息系统 

专业核心 地理信息系统设计、空间分析、计量地理学、数据库技术与应用、数字测图 

cIS理论 摄影测量、计算机地图制图、数字图像处理、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遥感地学分析、 
3s前沿讲座、地学前沿讲座、Web GIS原理及方法、空间网格技术 专 

业 GIS开发 数字图像处理、程序设计、组件式 GIS开发、面向对象程序语言、计算机辅助设计、GIS软 

限 件应用、3s前沿讲座、地学前沿讲座、Web GIS原理及方法 

选 
GIS应用 摄影测量、数字图像处理、组件式 GIS开发、计算机辅助设计、GIS软件应用、土地规划与 

管理、地籍测量学、遥感地学分析、3s前沿讲座、地学前沿讲座 

定量遥感 、土壤与植物地理学。 。、地质地貌学、水文学、气象学与气候学、新疆地理、 

自然资源学、环境科学概论、经济地理学、GIS软件工程 、Web GIS设计‘‘ 、$面向对象 

专业选修 程序语言、专题地图制图、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数字地面模型 

备注：1为GIS理论研究必选，2为 GIS开发必选，3为GIS应用必选，}为GIS理论研究 

与 GIS应用的选修课，与 GIS开发限选课中的该课程一起上。 

三个 目标 军训、劳动、测量学实习、土壤与植物地理学、数字测图、综合实习、课程论文、毕业实 

实 习、毕业论文、创新实践与技能能力 

践 GIS理论 GIS软件应用集中实习、RS软件应用集中实习 
教 

学 GIS开发 软件开发、GIS软件应用集中实习 

GIS应用 GIS软件应用集中实习、RS软件应用集中实习 

注：上述所有课程中，在修满学分的基础上，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选听任意课程。 

四、结束语 肼  

多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于课程的设置，它是多目标培 

养模式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传 

统的课程设置思路，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做大幅度的调整， 

比如精简大而全的课程体系，根据培养 目标 ，抓住重点课 

程讲精讲细。此外要根据不同目标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置 

相应课程 ，并及时更新最新的理论知识 ，比如：针对 GIS 

理论研究 ，要及时跟进 GIS领域最新的发展及发展中的新 

思路、新问题；对于 GIS开发方向则应加强软件开发、编 

程类课程的学 习，注重实际动手能力，通过 自行设置小型 

的开发项目或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等方式，为学生创造GIS 

开发的环境、提供较多的编程机会并积累一定的项目经验； 

对于GIS应用方向则可根据学院的专业背景，传承学院的 

经典专业，加强 GIS在此类专业当中的实际应用 ，在课程 

的设置上可突出此类专业知识的学习，并重点学习 GIS在 

这些行业当中的具体应用，比如可加强某一通用 GIS软件 

的深入学习，将实际的行业应用案例引入到教学 当中，使 

学生对使用 GIS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并对应用过程有一个详细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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