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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讲课竞赛的“地图学”课程教学创新探索 

西安科技大学  测绘学院  杨梅焕  马健梅  竞 霞  

 

摘  要：全国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创新与育才能力大赛旨在以赛促教，探

索测绘人才培养新模式，推动测绘教学改革创新。本文以“地图学”课程为例，

探索讲课竞赛备赛及教学创新设计要点，一是紧扣要求，明确教学内容，做好教

学设计，充分准备课件；二是坚持立德树人，突出思政元素，达到润物无声的育

人效果；三是瞄准前沿领域，以培养时代人才为目标，贯穿新理念新发展；四是

集聚专家智慧，全过程提升完善，力求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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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国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创新与育才能力大赛”被纳入 2022

版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教学竞赛”特别维度。该竞赛是探索测绘人

才培育新模式，推动测绘教学改革创新，培养测绘优秀青年教师的重要平台，对

提高测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2023 年，该大赛设置了“GNSS 原理及应用”、“地图学”、“工程测量学”、

“遥感原理与应用”四门测绘类核心平台课程，每门课程包含五个竞赛内容，需

完成与之相应的 5个学时的教学设计、课堂教学课件及课程讲授。 

“地图学”是测绘类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承上启

下的重要作用[1,2]。该课程既要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又

要使学生掌握基本制图技能；既是一门跨时空尺度的传统课程，又是一门顺应信

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年轻学科[3,4]。笔者以所参加的“地图学”讲课竞赛的课程教

学设计为切入点，浅议面向讲课竞赛的课程教学创新要点。 

1.明晰要求，设计先行 

教学设计，首先是对教学内容的设计，竞赛委员会指定五个竞赛内容，针对

竞赛内容分析其在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重难点内容及扩展延伸内容，特别

是教学中可能的亮点及突破。教学环节的设计，对如何导入内容、设计问题、融

入思政、内容衔接、总结归纳、复习思考等方面逐一考虑，对每个教学环节采用

什么方法，应用哪些素材，亮点如何突出，启发式教学如何呈现，辅助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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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如何协同等注意梳理（表 1）。 

在做好教学设计的基础上，课件是呈现教学设计效果的关键，也是准备工作

的核心。首先，选取适宜的课件模版，课件模版的封面尽量体现课程特点，内部

力求简洁明了；其次，根据教学要求完成课件制作，尽量做到逻辑清晰，详略得

当，图文并茂，特别是课件中的图片、动图、视频等素材应仔细筛选，在切合主

题的基础上力求达到耳目一新的展示效果；最后，持续完善课件内容，重点关注

课程导入是否引人入胜，内容设问是否前后呼应，思政元素是否不着痕迹，教学

亮点是否吸引眼球，反复斟酌，力求完美。 

2.巧融思政，润物无声 

把课程思政纳入高校专业课程建设，实现专业显性教育与思政隐性教育相结

合，专业知识与立德树人授课目标相融通，是我国高校思政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5 ]。 

地图自产生之初就有着鲜明的政治属性，其代表着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特别在现代，地图在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作战指挥等国

民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均得到广泛应用，且时时处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

人们学习、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科学工具[6]。鲜明的政治属性、直观的信息表

达、广泛的社会应用等均使其成为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平台[5,6]。 

表 1 “地图学”竞赛内容的教学设计 

竞赛内容 讲授内容 内容导入 教学亮点 问题设计 课程思政 

地图概述—

地图的基本

特征和定义 

地图的基本特征、

地图的定义 

由地图发展史引入

地图是跨越时空且

不可或缺的 

信息时代的地图

（全息地图、三维

动态地图、数字孪

生地图、隐喻地图

等） 

地图与风景画、

照片和遥感影

像的差别 

地图代表了国家

版图和领土完整 

地图投影—

圆柱投影及

其应用 

圆柱投影的概念、

墨卡托投影、墨卡

托投影的应用 

由不同投影下地图

的差异引出地图投

影及圆柱投影 

采用动图展示墨

卡托投影的面积

变形 

等角航线和大

圆航线如何结

合使用 

由中国海图引出

海权意识 

地图符号 

设计 

地图符号设计的

基础知识、地图符

号设计基本方法

及应用 

由地图美学引入符

号设计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 

以动态天气预报

图展示符合设计

实时性、动态性、

三维化发展趋势 

旅游地图符号

设计中应体现

什么特点 

国界线地图符号

设计的严谨性及

政治意义 

制图综合方

法—选取 

选取的概念、选 

取的基本方法及

应用 

由三幅中国专题地

图表达要素的差异

引出制图综合 

插入雨课堂线上

互动视频展示教

学互动环节 

如何制作出能

反映湖泊分布

特点的湖泊分

布图 

由选取到人生的

取舍 

地貌表示方

法—晕渲法 

晕渲法的概念、晕

渲法的生成原理、

晕渲法的特点及

应用 

由地貌的不同表示

方法引出晕渲法 

提炼晕 - 光影明

暗、渲-色彩浓淡

的解读，方便理解

和记忆 

如何晕渲出一

副既美观又具

有可量测性的

地貌图 

由中国地图晕渲

引出中国地图一

点都不能少 

针对竞赛内容，有针对性地梳理了各内容涉及的思政元素(表 1)。如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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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特征和定义中，由荆轲以献督亢地区地图的名义得以觐见亲王的故事，引

出地图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每一位中国公民都应该牢记国家版图，树立国家版图

意识，自觉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地图符号设计中由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

图展示符合的组合及应用的同时，着重突出其所反映的长征精神，并时刻提醒我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3.创新引领，扣紧前沿 

地图学是研究重构而非复制非线性复杂地理世界的科学抽象理论和方法，具

有悠久的历史[7,8]。然而地图学又是一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学科，随着时代的发

展不断充实和完善，是跨越时间与空间、自然与人文、技术与工程的科学[7,8]。

特别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地图的表达对象、表现形式、感知通道和

用户角色等均发生了重大转变，因此地理学的课程内容也应适时调整[9]。 

在竞赛内容设计中，每项教学内容均针对其前沿领域和最新进展对课程内容

进行了扩展（表 1）。如基本特征和概念中，增加了信息时代地图学发展的新趋

势及地图学概念框架的新发展，通过图片、动图、视频等形式展示了三维动态地

图、数字孪生地图、全息地图、Cartogram地图等地图新形式；地图符号设计中，

通过天气预报图的表现形式说明了地图符号多样化、动态化、三维化的发展特征。 

4.专业指导，精益求精 

固本兴邦惟教育，继往开来赖人才。针对青年教师存在的教学经验不足、教

育方法单一、创新理念不强、实际项目经验少等问题，学院积极探索促进青年教

师成长的途径和方法，为每位参赛青年教师配备一到两名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

对青年教师的讲课竞赛准备工作进行全过程、全方位指导。指导教师均为相关课

程的骨干教师，他们有着扎实的教学基本功、灵活的教学方法、丰富的教学经验，

在他们的指导下，青年教师能够在较高的台阶上起步，达到事半功倍的备战效果。 

    指导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更全面透彻，如在地图学基本特征的总结中，提

出可结合课程教材全部内容对该部分内容进行提炼，具体教学案例不拘泥于本章

节内容，使得教学内容的准备更加丰富且充实；对基础知识的运用更自如，如对

投影实现的介绍中，能够指导青年教师用更为生动形象且易于理解的术语表达，

不仅简便易懂，且幽默诙谐，既提升了讲授效果，又活跃了课堂气氛；对教学全

过程的把握更到位，指导教师对教学中语言的表达方式、设问的具体形式、前后

衔接的过渡词、辅助板书及教具的应用甚至着装仪态等方方面面均给予建议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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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让准备工作真正落实于细微处。 

事以微巧成，在讲课竞赛的准备过程中，首先要紧扣要求，明确教学内容，

根据要求做好教学设计，确保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其次，坚持专业素养

与立德树人相结合，深挖思政元素，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再次，

专业基础与前沿领域相结合，将最前沿的理论研究、最新型的应用实践融入课堂

教学，以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最后，集聚专家智慧，对讲课竞赛从教学设

计、内容组织、亮点提炼到授课方式方法进行全方位指导，达到“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的备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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