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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传道 

传授基本的思想、理念与原则 

受业 培养方法、技能与领域知识 解惑 

针对具体问题提供帮助与支持 ——韩愈 《师说》 



背景与挑战 



国家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建设 

2018年11月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2018-

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会

议”，进一步强调“以本为本” 



国家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建设 

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年） 

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2016年，2017年） 



高等教育质量亟待提升 

…截至2016年，我国普通高校达到2596所，普通本科高校达到1237所，本科院校成为高校增长最重要

的主力军。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招生规模405万，在校生规模突破1613万，普通本科毕业生规模突破374

万，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本科教育离人民群众要求接受越来越好的优质本科教育的需求仍存在差距，

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中分配不均衡，高校内部质量差异较为明显。本科课

程总量依然不足，课程开发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的课堂中心、书本中心、讲授中心仍占主导地位，学生

中心、持续改进、教学结果导向等新的教学理念尚未确立，单向传授、机械灌输等陈旧落后的教学方法

没有多大改观。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任重道远，需要继续发力。 

中国本科教育质量报告（2017发布）指出： 



高等教育质量亟待提升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十一五”以来） 

 国家精品课程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5000门 
 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1000门 
 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课程 

建设 

 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00个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30 
 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000个 

中心 

建设 

 高等学校特色专业：1500个 
 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专业 

建设 

 国家级教学团队 
 国家教学名师 

团队 

建设 

 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100个 

标准 

建设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能力 

建设 



高等教育步入信息化时代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传输：神经网络） 

物联网 

传感网 

（感官：连接神经末梢） 

数字化时代 

智慧化时代 

云计算 

（处理：大脑） 

大数据 

（传送物：信息） 

人工智能 

（思维方式） 

社交媒体 

（社会化方式） 

智慧城市 

智慧交通 

   智慧教育… 

数字城市 

数字交通 

   数字校园… 



高等教育步入信息化时代 

慕课（MOOC） 

网络精品课程 

虚拟仿真实习 

课堂教学系统 

远程教学系统 



知识接收的渠道更为多样 

思维更为活跃，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 

独立性增强，个性差异进一步加大 

集体意识与吃苦精神参差不齐 

目标不明确，易出现对未来发展的困惑和压力 

存在专业学习上的多级分化现象 

多元化的高校学生群体 



高校教师面临的挑战 

 面对高校提高科研水平与加大教学投入之间的矛盾 

 采用现有成熟教学方式与不断探索新型教学模式之间的矛盾 

 强调专业通识教育与倡导学生个性化培养之间的矛盾 



第一条： 

保持教学热情与教师责任感 



教学热情：态度专一，持之以恒 

浙江大学物理学系应和平教授，《大学物理基础》2017-3-6 

武汉大学  毋河海  教授（1933-2016）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地图自动综合》 



教学热情：态度专一，持之以恒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王珂教授 



我们愿意面对什么样的学生？ 



学生又愿意面对什么样的老师？ 



但我们更多时候面对的是… 

对教学内容要多一点细心，对课堂教学要多一点信心，对教学效果要多一点关心，

对学生答疑要多一点耐心，对实践指导要多一点热心。 



 教学热情是搞好教学工作的前提 

 教师责任感是抓好教学质量的驱动力 



第二条： 

协调好科研与教学的关系 



科研与教学的冲突 



科研与教学的冲突 



科研与教学的结合 

汤国安教授，国内著名的数字地形分析专家，一直从事黄土高原数字地形分析、数字高程模型不确定性方面的研究，先后主持

了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含1项重点项目），4项国家863项目（含两项重点课题）等多项重要的科学研究项目。同时又是

教育部国家教学名师，中组部“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地理信息系统》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国家精品视

频公开课程、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主持人，南师大地理信息系统国家特色专业、国家教学团队、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带

头人。 



科研与教学的结合 

汪永进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十二届地球科学部地质学

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科技委地球科学学部委员，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主要从事洞穴沉积和气候环境演变研究，

构建了二十万年来中国石笋同位素气候地层学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已在《Science》、《Nature》等SCI收录期刊上发表环境

演变系列论文25篇，单篇论文已被SCI引用210次。研究成果入选“2008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和“2008年中国基础

研究十大新闻”。201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排名第一）。 



教学支持科研，科研反哺教学 

大学生项目：2004 
语音导航电子地图系统 

全国大学生“挑战杯”2005 

《电子地图学》教材、课程 
2006 

国家863项目： 
汉语语音与移动GIS
集成关键技术研究 

2007 

《地图学》： 
国家精品课程（2010）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4） 
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2016） 

国家标准编制及相关项目： 
室内外定位接口服务标准（2017） 

省科技支撑项目： 
基于多传感器定位的智
能语音对话导游服务系

统，2010 



教学支持科研，科研反哺教学 

直接支持《电子地图学》课程实习 

序

号 
项目名称 级别 时间 主要参加者 获得成果 

1 

基于3S集成的

全野外地理调

查智能辅助系

统 

省级 

2008

-

2010 

余洋，戴强，

王智慧 

指导教师：

龙毅 

已结题 

2009年2人保研，

1人去瑞典攻读

学位 

2 

面向不同用户

的校园手机地

图浏览器开发 

校级 
2008-

2009 

杨羽，张纪

等 

指导教师：

沈婕 

已结题，已发表 

论文1篇 

3 

基于GIS的语音

商业导购系统

设计与开发 

校级 
2008-

2009 

曹曲，王宇

航等 

指导教师：

龙毅 

已结题，发表会

议论文1篇 

4 

基于移动环境

的旅游团队服

务系统 

省级 
2008-

2009 

李德鹏，付

晓等 

指导教师：

龙毅 

已结题，目前正

在申请两项国家

发明专利 

5 

网络电子地图

的开放式智能

查询系统研究 

校级

重点 

2006

-

2007 

徐震，陈悦，

魏巍，庞瑶，

指导教师：

龙毅 

已结题，会议论

文2篇 

2007年2人保研

（南京大学） 

6 

基于空间认知

的智能人机对

话系统 

省级 

2007

-

2009 

庞瑶，陈悦，

萧声隽等 

指导教师：

龙毅 

已结题，目前发

表论文5篇（EI

检索2篇），

2008年2人保研 

… … … … … 

支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研究成果发展新的研究方向，充实教学成果与资源 



教学支持科研，科研反哺教学 

有一定关联性 
开展相关领域研究，部分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支持教研直接融合 

课程教学与科研方
向关系 

不一致 
开拓交叉研究领域，探索新的方向，拓展新的教
学内容与资源，促进教研融合 

完全一致 
深化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教
学资源，实现教学科研的直接融合 

教研结合不是机械、固定不变的，应根据教师的研究兴趣、发展阶段与学科方向、领域

热点的变化进行调整。但是从长远看，科研有助于丰富教学，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同步

凝练、相互转化，在有限的时间范围中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条： 

积极探索信息化教学新模式  



信息化教学的意义 

信息化教学：是指以现代教学理念为指导，以信息技术为支持，开发教

育信息资源，优化教育过程，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教学形式。 

① 减少教师大量的重复劳动 

② 提高教学资源的重复利用率 

③ 提供更加便捷、灵活、人性化的教学服务 

④ 可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源的持续更新 

⑤ 可提供课程学习的过程管控与优化 

⑥ 可建立更加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信息化教学建设存在的问题 

 前期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目前全过程信息化的模式主要用

于面向全社会开放的网络在线开放课程（慕课，Mooc）。在高校内部仍然采

用以课件PPT为主、课堂教学与网络课程相结合的局部信息化方式。 

 72课时（含54课时课堂教学、18课时实践教学）的全
部教案、课件、录像，含部分双语教学课件、录像 

 近50种地图图种类型及其大量的相关地图案例 

 全套地形图符号及其对应实物照片 

 18个章节的地图作业与批阅系统 

 十余套水平考试试卷与评分系统 

 学习工具箱（支持全部知识点、概念、教材章节浏览） 

 师生交流答疑平台 

 学生研究成果、竞赛成果展示（每年更新增加） 《地图学》国家精品课程（自行建设） 



网络在线课程的流程优化 

《地图学》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平台由开发商维护运行，以知识点为主线，每个
知识点10-15分钟，方便学生碎片化浏览、学习，
作者可随时维护与交流。 



地理野外实习平台建设与实习模式探索 

专  业 要求达到总学分数 地理类课堂实践 地理类野外实习 地理类实习实践总学分 

自然地理
与资源环

境 
161学分 

沉积过程与环境（3：0.5）  
矿物岩石学（3：0.5）  
表生地球化学（3：0.5）  
普通生态学（3：0.5）  
测量与地图学（3：0.5）  
植物地理学（3：0.5）  
土壤与土壤地理学（3：0.5）  
气象与气候学（3：0.5）  
水文与水资源学（3：0.5）  

地质学基础野外实习（3学分） 
 
自然地理综合野外实习（2学
分）  
 
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野外实
习（3学分）  

12.5学分 

人文地理
与城乡规

划 
163学分 

城市总体规划（3:1） 
详细规划（3:1） 
城市工程系统规划（2:0.5） 
交通规划（2:0.5）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3:1） 
村镇发展与规划（2:0.5） 
区域分析与规划（3:0.5） 
景观规划与设计（2:1） 

人文地理野外实习（2学分） 
 
自然地理野外实习（1学分） 
 
城乡规划实习（2学分） 

11学分 

地理信息
科学 

164学分 

计算机类 
测绘、遥感类 
地理信息系统类 

地理综合实习（1学分） 
 
测绘与地图综合实习（1学分） 

2学分 



地理野外实习平台建设与实习模式探索 

普遍性问题 

 实习时间短，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野外实习资料庞杂，应用不便 

 实习过程中交流不畅，无法得到及时的帮助 

 实习成果难以保存和有效的分析应用 

 实习考核缺乏有效的手段 

主要采用以教师指导为主，学生验证实习为辅的实习
教学模式，实习质量亟待提升。 



地理野外实习平台建设与实习模式探索 

庐山虚拟地理实习 

庐山地理实习数据中心 

庐山地理野外实习平台 

地理空间数据库 
（基础地理、地质、土壤、植被等） 

专题数据库 
（实习人员、实习线路、实习点、

实习任务） 

共享成果数据库 

平台管理
系统（Web） 

实习助手
（Android） 

大屏远程
实习管控
系统（Web） 

A高校 B高校 C高校 

D高校 E高校 …… 

庐山地理实习共享云平台 

庐山地理实习共享服务网 

庐山地理实习资源管理系统 

庐山地理实习数据集成系统 

庐山虚拟仿真地理实习平台 
 

庐山三维展示系统 

庐山全景展示系统 

庐山虚拟现实体验系统 

庐山虚拟仿真实验系统 

抽取集成 



地理野外实习平台建设与实习模式探索 

教师终端 学生终端 

后台管理系统 

庐山实习数据库系统 

地理数据库 
（基础地图、地质、土壤

等专题地图） 

专题实习数据库 
（实习人员、实习线路、
实习点、实习任务） 

庐山实习助手 

远
程
辅
助
指
导
系
统 

大屏系统 

桌面系统 

庐山
地理
野外
实习
平台
系统
构成 



地理野外实习平台建设与实习模式探索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地理数据 

基础地理数据 DEM、DLG、DOM、DRG、其他数据（POI、行政区划等） 

专题地理数据 
地质专题数据、地貌专题数据、植被专题数据、土壤专题数据、水文气象
专题数据 

其他地理数据 
庐山地理位置、庐山行政区划图、庐山地势图、庐山冰川图、庐山规划图、
庐山诗词图、庐山老别墅图等 

实习概况数据 

区域概况 
基本概况、地质概况、地貌概况、植被概况、土壤概况、气候概况、水文
概况、人文概况 

实习贴士 仪器设备使用方法、野外地理实习调查方法 

实习百科 植物图鉴 

标准数据规范 
地形图相关标准数据规范、地质专题标准数据规范、土壤专题标准数据规
范、植被专题标准数据规范等 

其他数据 全景数据、游览车站点数据 

实习点数据 实习点坐标、实习点名称、实习点描述、实习点任务、实习点讲解数据、实习点视频数据 

实习任务数据 
实习线路概况（目标、内容、作业）、实习任务模板（地质地貌、气象气候、水文、土壤、植
被+样方） 

地层

地层符号

C_2 c

C_2 h

C_2 l

Cnd-Cu

D_3 w

D_3-C_1 w

E_(1-2) ml

Ggn

J_2 CH

J_2 L

J_2 W

J_2 Y

J_3 H

K_1^1 F

K_1^1 S

K_1^2 T

K_1^2 X

K_1^2 Z

K_2 SH

K_2 h

Lgn

O2-3t

O_(1-3) t^1

O_(2-3) t

O_1 l

P_1 l

P_1 m

P_1 m^1

P_1 m^2

P_1 m^w

P_1 q

P_1 x

P_2 c

P_2 l

P_2 l_t

Pt_1 xg

Pt_1 xq

Pt_2 a^1

Pt_2 a^2

Pt_2 h^1

Pt_2 h^2

Pt_2 h^3

Pt_2 j

Pt_2 x^1

Pt_2 x^2

Pt_3 D

Pt_3 h^1

Pt_3 h^2

Pt_3 h^3

Pt_3 h^4

Pt_3 s^1

Pt_3 s^2

Pt_3 s^3

Pt_3 s^4

Pt_3 s^5

Pt_3 s^6

Q_2 c^el

Q_2 d^fgl

Q_2 d^gl

Q_2 j^al

Q_3 x^al

Q_4 c^1al

Q_4 s^1al

Qha

Qhg

Qhl

Qp_1 d

Qp_1 j

Qp_1 p

Qp_1 s

Qp_2 d

Qp_2 d^gfl

Qp_2 d^gl

Qp_2 j

Qp_2 y

Qp_2 y^al

Qp_3 l

Qp_3 x^1

Qp_3 x^2

Qp_3 z

Qp_3 z^1

Qp_3 z^2

Qp_3 z^3

Qpw

SK

S_1 d^1

S_1 d^2

S_1 l

S_1 q

S_1 q^1

S_1 q^2

S_2 f

S_2 x^1

S_2 x^2

S_3 m^1

S_3 m^2

S_3 m^3

S_3 x

Sλ η π

T_1 F

T_1 P

T_1 Z

T_1 d

T_1 d^1

T_1 d^2

T_1 j

Z_1 l

Z_1 l^1

Z_1 l^2

Z_1 l^3

Z_1 n

Z_2 d

Z_2 p

q

rρ

β u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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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包括基础地理数据库、实习专题数据库建库等，研究多源、多尺度、多时相数据的匹配
与集成处理方法，包括数字高程模型（DEM）、GIS矢量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多媒体数据的整合. 



地理野外实习平台建设与实习模式探索 

 实习前，支持庐山地理

资料浏览与查询、实习

线路、实习点信息的预

习； 

 实习中，支持位置定位、

路径引导、专题信息查

询、实习线路查询、实

习点介绍（语音播报）、

实习作业上传、远程答

疑、团队协作、安全救

援等功能； 

 实习后，支持资料检索、

作业查询、编辑修改、

内容填报等。 

学生终端系统 



地理野外实习平台建设与实习模式探索 

支持实习前的实习线路、任

务发布； 

支持实习过程中的临时任务

发布； 

支持远程提问和答疑。 

支持对全部、分组、单个学

生实时位置的浏览； 

支持实时的通告发布； 

支持实习作业与学生上传内

容的检查； 

支持学生实习成绩的考核。 

教师终端系统 



地理野外实习平台建设与实习模式探索 

监控中心（后台）系统 



地理野外实习平台建设与实习模式探索 

发展了实习指导老师、实习学生之间更为快捷、方便与及时的信息交互方式，可实现

跨区域的、远距离的指导与安全监控、实习调度，通过文字、图片、音频与视频等多

媒体方式信息传递。建立了验证实习、自主实习与创新实习相结合的新模式，锻炼了

教学团队的攻关能力，目前正逐步解决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的难题。 



第四条：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  



大学生科研是实现知识贯通、个性化发展的关键 

内  功 扎实的知识体系 

部门地理学 

区域地理学 

综合地理学 

概
念
、
理
论
体
系 

技  巧 有效的方法体系 

模
型
、
处
理
方
法 

定性分析方法 

定量分析方法 

3S技术及其应用 

素  质 
多学科、多领域融合，理论、方
法与应用结合，规律与知识发现 

学习 

实践 

总结
提高 专业领域研究 

地理学领域 



语音地图认知研究 

测试地图 测试文本 部分测试结果图 

第一次实验：视觉与听觉的地图认知对比实验 

大学生科研也是教师科研的重要补充 



大学生科研也是教师科研的重要补充 



第二次实验：基于自然语言的路径认知与表达实验 

原始地图 

实际路径地图 

系列测试成果图 

大学生科研也是教师科研的重要补充 



大学生科研也是教师科研的重要补充 



善于发现身边的选题 

红绿灯绿波带问题 

道路分布 

路口状况：转向 

红绿灯时间 

道路限速 

 

顾及道路空间布局的

红绿灯时间优化模型 



善于发现身边的选题 

道路标牌设置问题 

道路分布 

路口状况：转向 

重要地物的分布 

标牌定位、标牌内容

的位置 

 

标牌空间选址问题 



善于发现身边的选题 

徐霞客游记的轨迹
复原与古今环境对
比分析研究 

古文本语义解析 

地名匹配与分析 

环境信息提取 

游历轨迹恢复 

古今环境对比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与创新研究意识 

      通过老师的正确引导，推动大学生科研项目的研究实施，在此过程中培

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与个人奉献精神，同时更进一步指导学生逐步建立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的研究成果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三等奖（2015年，共
青团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全国学联等），指
导教师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二等奖（2005年，共青
团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全国学联），指导教
师 

 全国地球科学类国家实验示范中心创新实验竞赛一等奖
（2011年，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指导教师 

 全国地球科学类国家实验示范中心创新实验竞赛二等奖
（2009年，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指导教师 

 中国地理学学术年会优秀青年论文奖（2007年，中国地理
学会），指导教师 

 第十四届江苏省“挑战杯”大学生作品竞赛二等奖（2015
年，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科协、江苏省教育厅等），指
导教师 

 第二届“共享杯”大学生科技资源共享与服务创新实践竞赛
三等奖（2014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指导教
师 

 第12届超图杯全国高校GIS大赛移动应用开发组一等奖
（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指导教师 

 第十三届“超图杯”全国高校GIS大赛南京师范大学校园邀
请赛优秀指导教师（2015年，中国地理学会） 

 2015年ESRI杯中国大学生GIS软件开发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5年，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首届“天地图”应用开发大赛二等奖（2013年，国家基础
地理信息中心、天地图有限公司），指导教师 



结  语 



结  语 

 学生培养是一名大学教师的本职工作，需要投入充分的热情与

精力，树立教师责任感； 

 教学与科研可以有效结合，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促进教学与

科研共同发展； 

 教学信息化是丰富教学资源、优化教学环节、提升教学质量与

效率的重要途径，可以更好的为学生服务； 

 加强大学生科研指导，是以生为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最

好途径。 



结  语 

谢谢，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