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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测绘地理信息类专业是一个社会上需求比较大的专业，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显著。论文主要对测绘地

理信息类专业的人才需求状况进行介绍，分析中国高职教育中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的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人才培养措施，

希望高职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s a major in society an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talent demand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majors,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alent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puts forward targeted talent training measures, and 

hopes th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al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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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测绘地理信息类专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急需产业转

型，社会上需要一批素质优良、规模宏大、专业技能过硬的

优秀人才，来适应行业的发展变化。中国为了满足社会需求，

测绘地理信息类专业快速发展，而规模日渐扩大的地理信息

类专业与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矛盾尖锐。为了提高高职测绘地

理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需要高职教育根据社会对人才

质量的要求，认清该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积极改正，逐步

提高人才专业素质，为该专业人才适应社会需要奠定基础。

2 人才需求现状

21 世纪以来，社会发展便进入了信息时代，中国信息

基础建设不断完善，测绘信息技术在应用中不断提高，促进

了中国各地智慧城市和数字城市的建立。在测绘地理信息技

术的辅助下，全国土地大调查和全国水利大调查已经完成，

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和不动产登记普查已经开始启动。测

绘地理信息技术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测绘地理信息技

术根据社会需求扩大不断更改，新技术和新方法不停涌现，

社会企业对高素质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人才需求很大，对职业

人才的专业技能和职业技能的要求也显著提高。测绘地理信

息技术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毕业生不愁找不到工作，社会

对该专业的毕业生一直有稳定的需求。所以加强对该专业的

建设，让学生通过几年的学习，能够拥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

并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应对市场的要求，具有独特

的就业优势，提高该专业的人才质量成为了学校应该真正思

考的问题。只有加强学科建设，对学生有明确的培养目标，

才能培育职业能力高的毕业生，进而才能推动该行业真正向

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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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问题

3.1 不注重人才内涵培养

测绘地理信息类专业由于本身发展速度快，再加上社会

需求大，导致这类专业的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认同，招

生数量比较多，招生规模也日渐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学校

原本应该加强学科建设，利用人才优势将该学科建设成一流

学科，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学习队伍。但是一些学

习拥有大量考生后，大搞学科楼建设，利用大量资金建设新

校区，盲目追求办学的规模，却没有把提高教学质量落到实

处，对高职测绘地理信息类学生的管理不严格，培养目标不

明确，对专业人才的内涵不重视 [1]。高职院校存在着通过办

学规模吸引新生，通过办学规模寻求向外发展的道路，却忽

略了学校专业发展取决于该学科的教学质量，取决于该学科

是否真的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是否具有一套系统的人才培

育政策，而不是靠办学规模赢得社会信任。

3.2 课堂效果不明显

无论科学技术向前发展到何种程度，课堂教学始终是学

生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它对学生专业知识学习和学院生存

具有重要影响。目前中国测绘地理信息类专业的学生学习效

果不佳，教师应该承担一大部分的责任。首先是教师对教学

不负责，高校的每个专业课都会有一套对应的 PPT，高职测

绘地理信息类的教师在授课时，贪占便宜就直接宣读 PPT，

对所讲的知识没有自己的思考，教师讲课缺乏激情，学生学

习也就缺少热情，导致学习课堂死气沉沉，学生的学习兴趣

逐渐丧失。其次就是很多教师没有足够的经验，很多高职教

师只会理论知识，缺乏实践经验，备课时不认真准备，讲解

知识时也无法提出新的教学案例，对问题的分析不透彻，导

致学生不能真正理解教师的意思，不能将所学知识点与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导致学习效率不高，效果不佳。

3.3 缺乏综合素质培养

众所周知高校培养人才不只是专业知识的培养，还包括

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具体来讲综合素质包括个人素质、

身体素质、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这

些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设置选修课进行。但是由于中国测绘

地理信息类专业没有一套成熟的体系，也没有明确的人才培

养方案，导致这些通过第二课堂培养的学生素质，并没有达

到教学的要求。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参加足够的社会实践活

动，所学知识就不能得到很好检验。实践活动能够帮助锻炼

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合作能力，这些在大学期间的学习能够有

效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素质。而且高职学生的生源质量不统

一，有些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课外活动的参与存在畏惧

心理，缺乏自信心，再加上学校没有一套完善的奖励机制。

学生学习容易动力不足，学生的整体素质也不会得到提高。

4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措施

4.1 加强校企合作

高校培养的学生最终还是为社会服务，满足社会的需求。

因此高校应该充分对市场进行调研，根据企业对测绘地理信

息类专业人才的需求，根据该行业的发展方向来调整校内课

堂设置，把课程设置与办学方向与社会需求挂钩，培养真正

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测绘地理信息类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

的专业，为了满足社会需求，高校也应该加强与企业之间的

合作。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十分重视，测绘地理信息专业要

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发展前景，把原来的教师教学部门改

造成产学研实体，要鼓励教师开设个人工作室，将完善知识

学习和加强社会实践这两个培养目标得到实现，同时不断深

化产学研模式。学院也要发挥带头作用，不断邀请校外专家

向学生介绍行业发展现状，同时介绍行业发展出现的新技术

和新设备。通过校企合作加强企业和学院之间的联系，这样

有利于对人才进行针对性培养。测绘地理信息类专业要想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加强对市场的了解，以社会需求为基

础，开展校企合作。

4.2 优化课程体系

测绘地理信息专业随着时代需求不断向前发展，该专业

要通过不断改革才能跟上行业发展的步伐 [2]。因此专业培养

应该加强学生数字化构图、地理信息库建设、航段成图等方

法和手段的训练。课程设置要符合行业发展需求，不能不结

合实际情况随意设置。高职测绘地理信息专业的人才培养不

能只专注于理论知识学习，还应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企业

招聘比较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所以目前中国测绘地理信息

专业人才培养课程设置需要优化。学院应该根据人才培养要

求开设一些与专业相关的辅助课程，帮助学生增加对该专业

的了解。同时学院还要积极开展实践活动，不要让学生学习

只局限在课堂上，要通过社会实践和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能

力，培养学生与他人交流合作的技能，从而为学生日后走上

社会、进入企业奠定基础。

4.3 保证教学质量

高校教师的水平能够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为了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学院应该培养一支“双师型”的教学团队，以

此保证教学质量。学校要以学院现有的教师为基础，加强对

教师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企业顶岗训练，加强教师的思想道德

（下转第 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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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长动态。

4.4 尊重信任家长，做到真诚沟通

在教育的这一战线上，教师与学生家长应该是同盟，他

们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所以，作为一个教师，与家长进

行沟通一定要真诚，要努力建立在彼此尊重与相互信任的基

础上，争取他们最好的沟通配合。特别的是在利用网络这一

种方式与家长进行教育沟通时，要耐心、虚心、诚心地认真

听取其他家长的一些关于合理化的教育建议，要努力营造一

种轻松和谐的教育沟通环境。总的来说，教师不仅要提高专

业素养，同时，要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修养。

当然，有的时候为了有效调节沟通气氛，有时也可以使用一

些幽默诙谐的沟通语言，以便能够让你的沟通更加地具有感

情。如果能够做到以上的这几点，信息化背景下的家校之间

沟通才可能会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具价值。

5 结语

信息化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家校信息共育，学校和家长应

积极主动投身于信息化建设大潮中，也应加强科学研究、积

极探索创新，充分发挥家长在推进学校思想教育办学理念目

标建设中的重要引导作用。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新一代技

术层出不穷，学校不能仅仅满足于现有的教育教学模式，而

是当新一代技术不断出现时就需要勇敢向前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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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引进一批高水平的技术人才。高校要想完善师资建设，

首先应该引进一批高质量的测绘地理信息专业的对口人才，

引进年轻教师后，学院要采用“传、帮、带”的方式，让老

教师和年轻教师之间形成一种导师关系，使老教师的理论知

识和年轻教师的实践能力互相融合，提高学院教师的教学水

平。其次就是加强学院现有教师的实践能力，促使教师进入

企业参与顶岗培训，让教师锻炼专业技能提升自身的能力。

然后就是适当引进该行业的高精尖人才，提高教师团队的质

量，增强教师的责任感，为提高学院人才质量保驾护航。

4.4 改进考核方式

高效课程设置始终要与市场需求相匹配，通过企业对人

才能力的需要优化课程设置，同时也需要改进对学生的考核

方式。一般来讲学校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主要以考试成绩

为主，这样不利于测绘地理信息专业考核学生的实践能力。

学院应该加强实验实训基地建设，积极与省内外企业的合

作，深化产教融合。学院应该依靠实验基地条件对学生的实

践技能进行考核，弱化纸上的理论知识考核，从而加强对学

生实践能力的监管，提高学生学习质量 [3]。

5 结语

人才培养质量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一个学校要想发

展得好，必须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满足社会需求。市场

经济下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测绘地理信息类专业

想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认识到当前人才培养存在的问

题，加强校企合作，优化课程体系，保证教学质量、改进考

核方式，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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