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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下文简称GIS）是

“收集、储存、分析和传播地球上关于某一地区信息的系统，该系统包

括相关的硬件、软件、数据、人员、组织及相应的机构安排”。其中“收

集、储存、分析和传播”是一个完整的GIS所必须具备的四大功能，即“输

入、存储、操作和分析、表达输出”[1]，这是现代空间技术的核心。与此

同时，在城市规划领域，随着经济、社会和人口的发展，世界城市化进程

加快，基于传统物质空间决定论的城市规划正逐渐暴露出空间布局混乱、

人口膨胀、环境污染、住房拥挤等种种问题 [2]。而GIS可以为城市规划提

供一个全新的技术平台，为规划决策提供数据、模型、优化方案和未来架

构，从而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 [3]，实现对城市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合

理安排，这是一种对传统城市规划的内涵与内容的进步性提升。

目前城市规划界GIS应用人才滞后，处于规划编制、管理领导岗位上

的专业人员往往不具备该领域的知识、技能，将GIS看成尚未成熟的新技

术 [4]。而随着GIS学科领域的拓展和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GIS的运用对城

市规划行业和人才培养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信息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教

学也开始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能够将所学的各类知识相互

渗透移植、融会贯通，学科需要在保持传统规划设计知识和技能训练方面

优势的同时，加强学生在信息技术运用方面的训练，从而提高未来规划工

作者的综合能力 [5]。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考试大纲中明确列出“地理信息

系统（GIS）在城乡规划中的应用”相关考试内容和要求①。《全国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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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估标准》中，明确提出城市

规划专业学生需要“了解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在城市规划方面

应用的知识”②。

目前，许多高校城市规划专业相继开设GIS课程，而掌握这方面知识

的规划专业教师比例过低，GIS应用仅出现在GIS课程中，学生较少有机会

将创新创业、社会实践与GIS联系起来，所学知识难以融会贯通，工作之后

应用机会更少，缺少资深专业人员传、帮、带，学到的知识、技能容易忘

记。因此，现阶段高校城乡规划教育应逐步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体现专

业的特殊性，灵活设置GIS课程与创新教育、实践教育结合的教学内容，侧

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综合应用的实践能力，并促进教学成果转化，培

养更多的创新复合型人才。

二、城市规划专业GIS课程教学实践

厦门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GIS课程建设于2009年，是城市规划专业学

科类通修课程。厦门大学城市规划专业起步较晚，课程设置既注重物质形

态规划和方案设计，也重视信息技术和地理分析的学习。笔者在负责厦门

大学城市规划专业GIS课程的8年教学实践中，以城乡规划专业教学为基

点，不断跟踪学科前沿，将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结合，以促进素质教

育为主题，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丰富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与

手段、推进教学、科研、实践相互融合，增强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探索适合于厦门大学学生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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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建设

厦门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GIS课程设置为48学时，3学分，授课对象为

城市规划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课程建设主要经历两个阶段：2009～2012

年为第一阶段； 2013年至今为第二阶段（表1）。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课程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教学思想方面

从关注教到关注学，从关注知识传授到重视能力培养和素质培养，在

教师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为学生提供论文检索和管理的方法，引导学生

结合本课程学习内容与自己的兴趣点，课后进行选题讨论并开展研究，培

养学生发现问题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2）教学内容上方面

将创新创业实践项目融入课程内容，加大社会实践活动在整个教学环

节中的比重。以鼓浪屿为实践基地，指导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理论学习与

项目实验实践，主要形式包括小组讨论、现场调研、实验实践等，教师实

时跟进研究进展，及时提供理论指导、答疑，并提出改进意见。

（3）教学条件方面

完善教学实验平台和辅助教学队伍，提升教学条件。教学实验平台依

托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GIS实验室、厦门大学BIM虚拟仿真教学

实验中心（省级），可使用的仪器设备包括Ebee无人机、三维扫描仪莱卡

P40、全球定位系统（GPS）、飞时达总规控规软件、热红外相机等。

2．GIS课程教学主要内容

厦门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GIS课程将城乡规划技术与计算机信息科学

前沿学术发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融入课堂教学。通过启发式课堂

教学，使学生掌握GIS与遥感系统架构、城市环境与行为、城市规划计量方

法等理论知识，获得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必备的专业能力。通过开展创新创

业实践活动，进行现场调研、项目设计等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将所学知

识融入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践中，综合培养学生发现实际问题并解

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课程主要内容见表2。

3．教学改革成果

（1）指导本科生创新训练项目，发挥本科生能动性

围绕“大数据”“空间行为”“全数字城市设计”“人本规划”“鼓

浪屿案例”等方向开展长期、跟踪性的创新实践。从2014年开始，每年基

本保持带领两组学生完成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将本科生创新创业项目与

指导的研究生课题进行关联，实行研究生与本科生大创的一对一帮扶，建

立定期的组会制度，建立起本科生与研究生的交流微环境，建立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之间的交流微环境。当前指导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以鼓浪屿

为实践基地，已形成丰富的研究区域数据库，为指导大学生创新项目提供

了非常好的数据基础。本科生对新的研究理念和技术方法兴趣程度高，目

前采用的技术方法包括GPS调研方法、空间句法、GIS分析法、无人机方法

等，与技术发展的契合度较高，学生投身到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情度高。

现已指导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三项，获厦门大学第一届本科生创新创业

年会十佳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一项（2017），第二届厦门大学本科生创新

创业年会本科生优秀论文奖一项（2018）。

（2）结合科创课题指导学生参与跨学校联合工作坊

2015年暑假，由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和华侨大学四所高校

联合开展的鼓浪屿共同缔造工作坊的契机，笔者作为指导老师共同指导4

校学生80余人。工作坊在鼓浪屿岛上采取封闭式工作方式，教师与学生共

同生活、调研、研讨并绘制方案，运用GIS技术对鼓浪屿的游客、居民进

行行为分析，最终圆满完成厦门市政府的预定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所指导的学生与兄弟院校师生互相学习，大大提

升了厦门大学本科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协同工作能力。此类创新实践开启

了学生封闭式研讨的模式，引导本科生快速融入陌生环境，与新的合作伙

伴开展调研、设计、汇报等工作，培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精

神。此外，实践中的分块负责制增强了本科生的担当精神，也培养他们坚

表1 GIS课程教学阶段安排示例

教学内容 教学手段 选用教材
第一阶段 GIS与遥感系统架构和分析、空间环境量化研究 以教师讲授和上机操作为主 《GIS软件应用实验指导书》（杨克诚，2006）
第二阶段 GIS与遥感系统的架构和分析、城市环境与空间

行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课堂学习与创新创业实践结合 《基于GPS的景区旅游者空间行为分析——以鼓浪屿为例》（李渊，2016）

《基于GIS的景区环境量化分析——以鼓浪屿为例》（李渊，2017）
《城市规划GIS技术应用指南》（牛强，2012）

表2 GIS课程教学内容

课次 课程内容 学时 课程简介
1 GIS入门概述 2 GIS与遥感技术原理、GIS和遥感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2 GIS基础理论 8 GIS的系统构建、数据分析、成果表达；遥感图像的获取、存储和处理；遥感图像的表示和度量
3 GIS应用提升 8 操作无人机、GPS采集器等设备采集空间数据，运用ArcGIS与ENVI等软件平台进行空间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表达
4 创新理论 10 城市规划计量方法；人、场所和空间；空间和行为互动性
4 创新实践 18 综合运用城市规划计量方法、社会科学应用统计学等定量研究方法，以鼓浪屿为实践基地，自主选题，并进行项目研究及实验实践
5 机动安排 2 安排专题讲座、参观讨论
总计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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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的毅力。

（3）结合专业教学指导学生参与工程实践

厦门大学城市规划专业与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密切合作，参与

鼓浪屿违章违法建筑的实地调研，利用GIS技术建立鼓浪屿数据库。学生

通过实地走访记录每一栋建筑的违章违法情况，为后续鼓浪屿的综合整治

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高校本科生与设计

院紧密合作，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为本科生提供了未来的工作

机会。

（4）指导学生参与智慧城市竞赛

2017年10月，笔者作为指导教师带领学生参与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举办的设计大赛，海内外高校参赛队伍围绕主

题“智慧社区形态与设计”进行城市设计竞赛。厦门大学团队与厦门市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度合作，在对中山路历史街区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建立完整的GIS数据库，使用ArcGIS进行地块改造顺序与难度判定，通过

CityEngine和CGA编程进行目标地块中符合拆除和改造标准建筑的判定，

结合厦门地铁规划对目标地块进行中山路片区入口空间的改造，为今后的

旧城改造提供思路参考和改造依据。在指导与竞赛过程中，学生深入了解

学界新技术发展态势及新技术的应用现状，通过与来自海内外各高校的硕

博研究生进行交流，了解更多关于大数据与建筑、城市设计结合方面的思

路，开阔了学术视野。

总而言之，GIS课程的创新实践教学改革，将专业知识因时制宜、因

地制宜地融入创新创业实践的新需求中，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

高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协作工作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完成

的研究论文、项目报告、工程实践、设计竞赛等创新创业成果。通过传统

汇报、期刊发表、微信媒体推送等形式完成合作成果转化。该GIS课程获得

了厦门大学创新创业课程建设项目立项和2017年厦门大学第八届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无疑是对GIS课程创新实践教学改革的肯定。

三、基于城乡规划技术的创新实践教学经验与思考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的到来，高校教学过程中将理论学

习与创新创业实践结合是大势所趋。笔者所负责的厦门大学城市规划系城

乡规划新技术的教学实践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

和创新实践能力，内容方面，以创新型实地调研案例为载体，从理论学习

到实验实践，从单项训练到综合训练，从创新意识培养到创业实习实训；

形式方面，将理论学习与创新创业项目结合，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

搭建学生创新创业发展平台。GIS教学改革中的经验如下。

（1）课堂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教育结合

搭建“计算机辅助设计”“规划设计软件应用”“城乡规划新技术

GIS应用”“毕业设计”等课程教学体系，同时将课程教学与创新创业

实践结合，指导学生完成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并参与各工作坊及社会

实践。

（2）改进教学方法，积极参与教学改革

以学生为主体，广泛开展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等教学形式；以参

与各项教学改革为契机，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将实践教学理念

渗透、融入理论教学中，构建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借助在线教学平台，进

行MOOCs/SPOC等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强化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达到

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

（3）全方位实践课程打造学生扎实专业技能

打破了传统的“讲授在前，实训实习在后”的模式，与厦门规划院等

单位合作，在课程中融入实践项目，同时运用虚拟仿真教学平台，虚实结

合，全方位打造学生专业技能。

（4）应用型人才培养途径创新

借助上述实践教学理念创新，通过新型实践教学体系建构、平台搭

建、教师队伍和管理制度建设，以及有序有效开展且覆盖教学各个环节的

各种实践教学活动，尝试创建一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效途径。

通过以上教学改革实践，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获得提升，综合素质得

到全方位的培养。教师通过积极参与各项实践教学活动，不仅提升了自己

的实践能力，而且在课堂理论教学中更加注重师生互动、教与学的统一，

不断改革创新教学组织形式、讲授方法、传授手段，大大提高了教学水平

和教学质量。

四、结语

从近年的教学实践改革来看，GIS课程的创新实践教学改革取得了初

步成效，课堂教学、创新创业项目训练、实践教学“三位一体”教学体系

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随着全球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渗透，学生的

计算机应用基础也逐年增强，对GIS课程实验教学来说，软件学习不再成

为学生理解GIS技术的门槛，最重要的是要灵活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启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不再将GIS课

程当作一门独立的计算机或地理理论课程，而是逐步作为贯通城市规划专

业课程理论和创新实践的平台，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利用城

乡规划新技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加深其对城市规划学科的

理解。■

注释

①资料来源：全国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修订版）。

②资料来源：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估

标准。

参考文献

[1] 黄杏元，马劲松，汤勤．地理信息系统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8．

[2] 张晓瑞，周国艳．GIS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J]．地理空间信息，2009，

7（6）：64-66．

[3] 赵雷，徐建刚．GIS在当前城市规划中的应用热点[J]．中华建设，

2007（10）：77-78．

[4] 宋小冬，钮心毅．城市规划中GIS应用历程与趋势——中美差异及展望

[J]．城市规划，2010，34（10）：23-29．

[5] 王成芳．城市规划专业GIS课程实验教学改革与探索[J]．高等建筑教

育，2012，21（2）：110-114．

作者简介：李 渊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

林晓云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本科生

邱鲤鲤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工程师

收稿日期：2017－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