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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测绘本科教育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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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逐步扩大和高新测绘领域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日益增长，有些院校把工作的着重点放在了硕 

士、博士、博士后等高学历人才的培养上，而对本科教学则存在轻视思想。文章阐述了2l世纪的社会特征和我国高等测绘教育的 

现状决定了测绘本科教育是最基本的学历教育，对测绘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新世纪测绘本科教育改革提出了一 

些思路，最后对创新教育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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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tional thinking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ne．Ⅳperiod 

LIN Hui 

(Department of Territory Information and Surceying Engineering，Xuzhou Normal University-Xtnlaou 221 1 16，China) 

Abstract：With the adual expansion 0f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increasi．gly demnnd for talent 0fhigh level in the hi【gh—tech field 0f 

~alrveying and mapping，flora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lay emphasis 013 the cultivations 0fthe high—level talents-such aS master，doctor，post— 

doctor ete．Thereisthought 0fleavingundergraduate education 8side．Thistext explaim theundergraduate edue_,ationisthe nl0st e~sential acadenfic 

education，decided by social characteristic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status quo 0four coun~ ’8 higher education on surveying and mapping-which 

hasimport~tfunction 013the deveh：ta'nent 0f surveying andmapping，inthemeanwhile ，9m  effectivethorIghts 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in nw  century are brought up，atlast，the cultivationmode 0finnovative education andinnovativetalentsis re~ rehed． 

KeyWOI"~-"higher education 013 surveying andmapping；theunderl~ uate education 0f surveyi．g andmspping~studying allthelife；innova— 

tire~xlucation；innovative talents 

新 中国成立 至今 五 十多 年的光 辉历 程 中 ，在 党 

和各 级政府 的正 确领 导下 ，经 过测 绘界几 代 人 的不 

懈 努力 ，我 国测绘教 育从 无 到有 ，从小 到 大 ，逐 步形 

成 了中专 、大专 、本 科 、硕 士研究 生 、博 士研究 生和博 

士后 科研流动站 等完 整 的测绘 办学层 次 ，成 为世 界 

上具有最 为完整 的测绘教育体系 的国家之一 。 

在上 述各 种层 次的测绘 教育 中 ，本科教 育是 最 

基本 的学历教育 ，对 测绘 事业 的发 展具 有重 要 的作 

用 。 

21世纪 的社会 特 征 和我 国高 等测 绘 教育 的现 

状决 定了新时期 高等 测绘 人才必 须是 善 于应 变 的、 

充 满想象与创造 的人 才 ，必须 能够胜 任社 会 的政治 、 

经济 、科技 、文化等 部 门工 作 的开拓 型 、复合 型和 国 

际通用型人才 ，必 须具 有全球 意识 、环保意 识 、科 学 

和经济管理意识 、民主观念 、热 爱人类 和奉 献精 神 。 

因Jl：l：，绝 不能忽视本科 教育 ，相 反 ，应进 一步 扩大本 

科教学 的规模 和增加教育投资 的投入 ，为培养硕士 、 

博士研究生等高层 次人才 打好 基础 ，为 各级 测绘 生 

产与科研部 门提供强 大的人才支持 与智力储备 。 

一

、端正思想认识，重视测绘本科教育 

近 十多年来 ，随着研究 生教育 的逐步 扩大 和高 

新测绘 领域对高层 次人才 需求 的 日益增 长 ，有些 院 

校把工作 的着重点放 在了硕 士 、博士 、博 士后 等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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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人才的培养上 ，而对本科教学则存在轻视 思想 ，认 

为本科 教育搞 了几 十 年 ，所 积 累 的教学经 验 已经差 

不 多 ，再也 没有什 么好 提高 的 了。 由于 思想上 存在 

着这些 片面认 识 ，行动 上 自然 就放松 了对 本科 教育 

的要 求 ，表现 在把最好 的师资 力量 不放在 本科 教学 

中而只投入 到研究 生 教学 中 ，较少 有教授 再 担任本 

科生班次 的授课任 务 ，最好 、最先进 的教学设备 和仪 

器首先 满足研究 生 教学 ，其 次才 是本科 教学 等 。这 

样做会产生不 良的后果 。因为上 面 已经提 到 ，本科 

教育是为研究生 教育 和各 级测绘 部 门输送 人才 的 ， 

是一种完完全全 的基 础教 育和素 质教 育 ，是 教与 学 

双方参 与人员最多 、涉及面最广 的一种 教学 活动 ，如 

果 在本科教育 中要求 不高 ，e／=生基础 不牢 ，所培养 的 

人才就没有后劲 。因此 ，应端 正思想认 识 ，走 出当前 

本科教学 的误 区 ，为构建 21世纪 的新 的本 科测绘 教 

育体 系奠定 良好 的思想基础 。 

二、新世纪测绘本科教育应把握的几个重点问题 

1．开展 “三基”教 育 ，打 牢理论基础 

所谓“三基”主要 指基 本理论 、基本 知识 和基 本 

技能 。 

俗语说 “万 丈高楼平 地起”，“参 天大树靠 根基”。 

由于本科教育是 新世 纪所 需人 才 的最基 础教 育 ，它 

不 同于研究生 教育 和继 续教 育。一 方面 ，本 科教 育 

只是完成工程 师的基 本训 练 ，所学 内容 不宜 像研 究 

生那 样过 深过 专 ；另 一方 面 ，学 生 在 校 时 间是 有 限 

的 ，短短 的 4年 中只能学 习最 基本 最 主要 的业 务知 

识 ，太具 体太专业 化 的知 识 和技巧 只能在将 来工 作 

中继续学 习和培训 。因 此 ，本 科教 育应 把培 养学 生 

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 和基本 技能放在首位 。 

在 “三基 ”教育 中 ，要重 点加强外语 、计 算机 和数 

学教学 。外语教学 ，除开 设 国家教 育部 规定 的大学 

英语 外 ，还 要为高 年级学 生 以选修 课 的形式 开设 计 

算机英语 和测绘 专业 英语 ，做 到 4年英语 学 习不断 

线 ，扎实 的英 语基础 便 于学生 学好 计算 机 和 了解 国 

外 的测绘信息 动态 。计 算 机教 学 ，应重 视计 算 机基 

础 知识 、编程语言 和操作 系统 的学 习 ，除此 之外 ，还 

应 学习计算机技 术 测绘领 域 紧密结 合 的一 些课 程 ， 

如 测绘数据库 ，数字 图像 处 理 ，计算 机 图形学 ，计 算 

机 网络 与 传输 等 ，另外 ，要 了解 Arc／Info、Geostar、In． 

terGraph等国内外常见的测绘软 件 、数学教学 要加 大 

工程 数学 的教学 门类 ，如 开设 线性代数 、概率论 与数 

理统 计 、复 变 函数 、计 算数 学 、运筹 学 、图论 等 ，为利 

用计算 机编程 和学 习专业课奠定基 础。 

2．增加 高新技术含量 ，拓 宽专业知识 

20世 纪后期 ，我 国测 绘 主要 以光学 仪 器 、电子 

定位 仪器和手工制 图等作 为 测绘手 段 ，院校 开设 的 

教学 也主要 围绕这些传统 的模拟 测绘技 术进行 。进 

入 20世 纪末期 ，航 天航 空 技术 和通讯 技 术 的发 展 ， 

测绘手段和方法 发生 了翻天 覆地 的变化 ，测绘 仪器 

和设备 数字 化程度 越来 越高 ，从 数据 获取 到数据 输 

出的成 图周期越来越短 ，自动化 的程度也越来越 高 ， 

测绘 产品呈现 出以纸 质 、光 盘 和磁带 为 主要 介 质 的 

多样化形式 。 

到本世纪初期我 国测绘 体系 已基本完成 了从传 

统到现代 ，从 模拟测绘 技术 体 系 向以“3s”技术 为核 

心的数字化测绘技 术体系的转 变 。传 统意义上 的测 

量 与制 图的界 限 已不复存 在。 

在 21世纪 的~fal-教 育中 ，要充分反映 出这种变 

化特点 ，一是要大力YI=展数字化教学 ，紧 紧围绕数字 

化的测绘设备 与仪器 实施教 学 ；二是 要拓 宽专 业 口 

径 ，在课 程设置与 教学 内容上 积极 向相 邻领 域 和相 

邻学科 的交叉 渗透 ，将 空 间技术 、遥 感技术 、计算 机 

技术 、通讯技术 、激光技术和系统 -1-程 的最新成 果引 

入 到本科教学 中；采取一 定措施 ，鼓励获得 双e／=士学 

位 的学 生 ，加宽学生 的专业 知识 面 ，培养新世 纪的复 

合 型测绘人 才 。 

3．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应用能力 

我 国的应试教育 ，为选 拔人才起到 了主要作用 ， 

但也带来 了一 些负 面效应 ，主要是 造成 了学 生从 小 

应 付考试 ，不重视 实践的弊病 。致使学生高分低 能 ， 

动手 能力差 。 

测绘教 育属 于工科 性质 ，主要 培养 测绘工 程师 

的“毛坯 ”，仪器操作 在测绘 作业 中 占了相 当大 的比 

重 ，因此 ，在大学本科 教育 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尤 

为重 要 。怎样培养学 生的这种技 能呢?主要从加强 

实践教学 ，培 养应 用能力入手 。具体有 以下几 点 ： 

第一 ，缩 短理论授 课 时数 ，增 大实 践教学 比重 。 

~ ／'-j课 程对 理论 的教授 不要 面 面俱 到 ，要 优化 教学 

内容 ，突 出难 点和重 点 ，非重 点部 分让 学生 自学 ，节 

省的时 间用 于实践 ，让学生在实践 中巩固知识 ，获取 

知识 、应 用 知识 ，进 而发 现 问题 、认 识 问题 、解 决 问 

题 ，从 而逐步培养起较强 的操作技 能。 

第二 ，改革考核方式 ，培养学生初步 的学术 科研 

能力 。 目前 的考 试方 式大都 以理论 笔试 为 主 ，这对 

于学生认真 复习 ，对所学知识 系统化有一定 的帮 助 ， 

但往往造成学生 整 天 围着 考试 转 ，冲淡 了学 生 投入 

到学术科研 中的气氛 。对于考试课 和必修 课可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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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面考试 ，而对 于考查 课和选修课 ，一般不要 安排考 

试 ，可安排写体会 、课程 总结报 告或写一些科技 小论 

文 。尤其 要鼓 励 高 年级 学 生 搞 科技 和撰 写 学 术 论 

文 ，有条 件 的教师 可组 织学 生参 与 一些小 课 题或 科 

技开发任 务 ，对科研 中成绩突 出的学 生要实施奖励 ， 

以激发他们搞科 研 的兴趣 ，这样 做 能让学 生初 步 了 

解科研工作 的思路 ，为以后 从事科研 活动打好基础 。 

对于能在某些测 绘 刊物 上发 表学术 论 文 的学生 ，可 

免于其相关 的考试 ，并 给予优秀成绩 。 

总之 ，要利用一切 条件 ，创造 浓厚 的科研学术 氛 

围 ，把 学生真正 吸引到从 事学术科研 的活动 中来 。 

4．加 强文化 素质教育 ，提 高综合素质 

当前 ，国外一些 高等院校都非常重视人 文素质 。 

如美 国教育学 家认 为 ，“人文科学 能够有助于产生一 

种对 社会 的精通感 ”“人文 科学 是一 套 知识 体系 ，一 

种探 索 的途径 ，把严肃 的真理 、合理 的判断和有意义 

的思想传达 出来 ”。 

我 国教育部 也非常重 视文 化 素质 教育 ，自 1995 

年起 ，先后 在 52所 高校 进行 了这 方 面 的试 点工作 ， 

取得 了不少成果 。其实我 国的文化 素质教育较 国外 

的人 文素质教育 的 内涵要 宽 ，文 化素质 教育 的 内容 

涉及 到人文科学 和社会科学 。 

对于 21世纪 的测绘 本科教育来说 ，开展 文化素 

质教育具 有更重 要 的意 义 。第 一 ，加强 文化 素 质教 

育是新世 纪 大学 生 全 面发 展 的需 要 。21世 纪 的大 

学生必 须具备文 化 、专业 、身心 等多 种综 合 素质 ，其 

中 ，文化素 质 是基 础 ，在 科 学技 术 高 速 发达 的新 世 

纪 ，如果缺 乏一定 的文化底 蕴 ，将无法 开阔视野和激 

发创 新灵感 ，在测绘事业上 就没有发展后劲 。第二 ， 

加强 文化素质教育 是测绘领域 的特殊 要求 。我们知 

道 ，测绘外业经 常在 岛礁 区或 荒芜 人烟 的沙 漠 中进 

行 ，条件 十分艰苦 ，有 时还 要 冒着 生命 危 险 ，如果 怕 

苦怕 累 ，甚 至不 安心在测绘部 门工作 ，那业务再 好也 

没有用 。另外 ，开发 研究 与使用新 的测绘产 品，需要 

锲而不舍 的钻研 精 神 和创新 意识 ，如果没 有献 身 测 

绘事业 的理想信 念 ，在 工作 中就会缺 乏 这种 刻苦 钻 

研的动力 和创 新精 神 。因此 ，测 绘人 才不 仅 要具 有 

一 流 的工 程专业 素养 ，而且要有一流 的文 化素质 。 

由此看 来 ，测绘 院校在育人方面具有 双重职责 ， 

一 是为测绘单位 培养掌握本专业 前沿和最新知识 的 

一 流测绘工程师 队伍 ，二是 为测 绘部 门培 养过 硬顶 

用的文化素质 骨 干。 因此 ，院校 要把 培养 学生 的文 

化 素质作 为培养 测绘人才综合素 质的根本 。 

5．教 学生学会 学 习，树 立终身 学习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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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 之交 的前夕 ，美 国教育学博 士珍妮特 ·袄 

斯 和新 西兰资深记者 、著名播音员 、节 目主持人 戈登 

· 德来 顿合作 出版 了一 本 《学 习 的革命 》专 著。该 书 

作者 面对 未来世界 的 15种发展趋势 ，提 出了对 于学 

习方法 的一 些大胆 的设想 和革新 。这本 书首次在瑞 

典问世后 ，立 即受到 了普 遍 的欢迎 ，并 被称 为 是 “通 

向 21世纪 的个人 护照”。 

《学习 的革命》这本书所带给人们 的启示 是深刻 

的 ：第一 ，教育要 实现 现代 化 ，要迎 接信 息 时代 的挑 

战 ，不 能不从观念 、思想 、方法 、行动上发生一 场深刻 

的革命 ；第 二 ，未来 新时代不仅意味着物质 的极 大丰 

富或 技术的高度进 步 ，它更 意 味着人 类挣 脱工业 文 

明的桎梏和异化 ，对 自身 的发现 和复归。因此 ，学 习 

将 成为人们 实现 自我 的途径 ，终 身学 习将 成 为新 时 

代的旗 帜。 

近 30年 内，人 类所 获得 的科 技 成果 ，即科 学新 

发现和技术新发 明的数量 ，比过 去 20O0年 总和还要 

多 。另外 ，科 技知识 的更新速度也在加快 。当今 ，工 

程师知识 的半 衰期是 5年 ，即 5年 内有一 半知 识 已 

过时 。近 10年内 ，一个工程师所掌握 知识 的 90％与 

计算机 的最新发展有关 。每个人都面临着终身教育 

问题 。 

人类正 在逐 步地走 向信息 社会 ，由于通 讯 的发 

展 ，人们 的生 活方式 和工 作方 式正 在起 着变 化 。人 

们已经感受到一方面被信息淹没 ，而另一方面却知 

识饥饿 。因此 ，作 为学 生怎 样学 习是 比学 习什 么更 

为重 要的问题 ，即学校 最重 要 的任务 之一 是让学 生 

学会 怎样学习和怎样思考 。 

三、创新教育与创新人才的培养 

1．创新教 育 实施“继承一发展 ”式教 育 

这一教 育模式所强调 的不是 原意义 上的纯继承 

式教育 ，即仅仅局 限于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的传授 ， 

而是在继 承基础 上 的发展 。常常会 有这样 的误解 ： 

认为 自然科学或 社会 科学 在长 时期 的发展 中 ，已经 

积 累了极其 丰富的 ，甚 至十分经 典的知识 ，教 师能把 

这一切教给学生 ，学 生 能在有 限 的在校 时间 里学会 

这些知识 ，已经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 了。是的 ，我们 

任何科学技术 的发展都 不 是无根 之 木 ，而是 深植 于 

人类文 明长期发展 的沃土之 中的 ，在这个意义上 ，人 

们认识 了“继承”的重要性 。但 是 ，我们必 须 注重 培 

育学生勇于发展 和创新 的心态 ，启 发他们 的创新 思 

维 ，力求 形成他们 的创新 能力 。 

2．创新教 育倡 导“全 面发展 一有 差别”式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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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的党和 国家所 制定 的教育政 策 ，始终 在强 

调要 培养“有理 想、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 ，在德 

智 体等方面得到全 面发展 的社会 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 。这是社会 主义教育事业 必须 遵循 的基本 

思 路 。只有 这样 ，造 就数 以亿计 的工业 、农业 、商业 

等各行 各业有 文化 懂技 术 、业务 熟练 的劳 动者 的任 

务 ，才能完成 。“所 有这 些人 才 ，都应该 具 有实 事求 

是 、独立思考 、勇于创造 的科学精 神 。”为 了实现这一 

任 务 ，我们 就要 实施 “全面 发展一有 差别 ”教 育 。在 

此 ，全面发展 教育是基础 ，而有差 别教育则是造就人 

才 的关键 。 

教育 的对象是人 ，特别是青年人 。但 是 ，他们在 

智 力发育 的水平 ，或是对于所学专业 的爱好程 度 ，学 

习的 自觉性和刻苦程度 ，都呈现 出差异 ，甚至他们学 

习环 境 的优劣 、当地发展水平 的不 同 ，都会使各个个 

体 (学生 )在接受知识 和创新 能力的形成 、发挥 方面 ， 

存 在极大 的差异 。据此 ，承认差异 ，实施 因材施教才 

有 利创 新人才 的发 现 和培养 ，这也就 是我 们在 发展 

创 新教育 中理应倡 导的“有差别教育 ”。 

3．创新教育 以一整套科 学的管理体制和教 学体 

系来保证创新教 育和 实施 。 

在管理体制 上 ，应 当保 障 民主 、自由学术 环 境 

的形成 ，鼓 励一切新思想 、新理论 、新 概念 的提 出 ，积 

极 宣传推广创新成果 ，重奖创新人员 ，实施 国内外广 

泛的人才交流 和学术合作 。 

在人 才 的评 价 和选用标 准方 面 ，始 终把 评选 对 

象的创新能力 和创新 成果 放在重要 的位置 上予 以考 

虑 。 

在利益分配制 度下 ，把知识 ，特别是创新 知识成 

果 ，作 为生产要素 中最重要 的组成 部分 ，并 成为分配 

的最主要依据 之一 。 

在教学方 面 ，应 当充 分体现学生 的主体精神 ，废 

止注入式 的和 照本 宣科 式 的教学 。例如 ，可采 用指 

定 主要教学参考 书的办 法 。这 样 ，既 可鼓励 教 师在 

教学 中及 时 的讲授未列入 书本 的新知识 、新成就 ，又 

可使学生在广 泛 阅读参考 文献 中，形成 一种 良好 的 

学 习习惯 ，让其直接接 触学科 中的前言课题 ，甚 至 国 

内外 的学术 人物 。注意活跃学生 的学术 小研究 和专 

题讨 论 ，悉心 营造学 生中浓重 的学习氛围 。 

我们 民族 的创新能力 的获得和发展 在极 大的程 

度 上取决于我们 的创新教育体 系的建立 和发展 。创 

新教育是 近年来 国际教育 研究 的重 大课 题 ，各个 国 

家都把他作为提高 民族竞争力 和国力 的基础问题来 

抓 。 

江泽 民同 志多次在讲 话 中指 出 ：我 国经济 的增 

长要实现“两个转 变 ”，而实 现两个 转 变靠 的是人 力 

资源。教育 是人力 资源 开发 的手段 ，抓 紧创 新人 才 

的培养 ，努 力使 我国的人力优势转变成人才优势 ，这 

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 的问题 。创新教育 已是一 种反 

映时代精神 的教育思想 。 

培养创 新人 才需要 教育 的创 新 意识 ，而教育 的 

创 新根本在于教师 的创新 。学校教育 中教师的创 新 

意识 和观念是实施 创新 教育 的基础 ，创 新 教育 的主 

阵地在每一节课 上 。因此 ，作为 教师 要善 于更新 知 

识 ，敢 于创 新 。 自觉地 、努 力地使 自己具备与创新相 

适应 的教育观念 、质 量观 念 、知识 水平 ，我 们才 能无 

愧于新世纪教 师的称号 ，无愧于人 民的重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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