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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GIS融入高中地理教学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本文以《中学地理教学

参考》《地理教育》《地理教学》为文献来源，聚焦GIS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研究现状，梳理归纳出可行

性、必要性、现存问题、教学应用、教学模式及评价等五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并发现目前GIS融入高中地

理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未来应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完善教学策略等展望，以推动

GIS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有效应用，为未来GIS更好地融入高中地理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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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GIS into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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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teach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Reference for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Geography Education”, and “Geography 
Teaching” as literature sources,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integrating GIS into high school ge-
ography teaching. It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content from five aspects: feasibility, necessity, existing 
problems, teaching application, teaching mode, and evaluation. The main problems of integrating GIS 
into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are identified, and future prospects such as developing teaching 
resources, optimizing teaching design, and improving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GIS in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better integration of GIS into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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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要求学生掌握地理信息技术的概念、功能与主要

应用领域，并会进行简单操作，发现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即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种用于捕捉、存储、管理、分析、展示和共享地理数据的技术和方法。利用 GIS 教

学是指通过教育手段，使学生掌握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基本概念、原理、技术及应用的教学活动，GIS
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地理空间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而地理学作为一门综合

性学科，与 GIS 教学的融合具有显著优势。为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和教育现代化，推动新时代教育信息化

发展，2003 年颁布的《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首次将 GIS 列入了中学地理教学内容[1]。GIS 与

高中地理相结合，是一项多层面的革新举措，它能有效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地理教学方式的革新，还能

激发学生对地理学习的兴趣，促进他们的地理思维发展。由此可见，将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十分重要，

本文以《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地理教学》《地理教育》为文献来源，对近年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

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以了解目前的研究现状，提出相应的研究建议。 

2. 数据来源 

文献资料收集于 2025 年 1 月，使用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功能，检索时选择“主题 = 高中地理”、

“篇关摘 = 地理信息 + GIS”，期刊名称处输入“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地理教学”和“地理教育”，

时间范围不限，共检索出相关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文章共 167 篇。剔除内容与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

学关联性不强的文章后，符合要求的共 118 篇。关于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研究文献最早于 1991 年在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上发表，相比于 GIS 一词在 1963 年首次被提出的时间晚了 28 年，这也说明有很

长一段时间人们并没有认识到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重要性，而仅仅停留在技术研究层面。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的可视化分析功能，将选中的 118 篇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论文发表数量的时间变

化特征(如图 1)和发文分布(如图 2)。论文发表数量的时间变化可以反映该领域相关研究的发展态势，由图

1 可见，1991~2009 年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相关文献数量相对较少，2009 年后文献数量波动增长，2020
年发文量为 14 篇，达到最高。其中，《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和《地理教学》发文量几乎持平，《地理教育》

发文量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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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ime variation chart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GIS into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
ing 
图 1.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发文量时间变化图 

 

 
Figure 2.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chart of GIS integration into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图 2.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发文分布图 

 
本文利用 CiteSpace 分析软件对符合要求的文献进行分析得到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研究热点分布

情况(如图 3)，能看到可视化、教学设计、教学改革、教学应用、教学建议等方面均为 GIS 融入高中地理

教学的研究热点，说明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 GIS 与高中地理教学的融合路径、教学设计与软件应用中，

但是有关如何评价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研究明显不足。 

3.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现有研究成果 

3.1.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可行性研究 

在教育改革持续深化、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将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已成为备

受瞩目的教育探索方向。可行性分析作为决定这一融合能否成功落地的关键前置环节，具有重要意义。由

于高中地理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区域性等特点，使之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性强的文史类学科，更多的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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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生转换思维去思考动态过程的文理兼备类科目。GIS 可通过可视化工具帮助学生主动探索地理现象间

的关联，符合“学习者主动构建知识”的思想，GIS 也可通过动态地图将复杂空间关系呈现，减少学生对

文字描述的依赖，降低学生的认知负荷。GIS 的直观性和交互性的优势则可以大大提升高中地理教学的效

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不同学者从不同方面研究分析了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可行性。 
 

 
Figure 3. Research hotspots of GIS integration into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aching 
图 3.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研究热点图 

 
从课程方面来看，2003 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版)中明确指出要把信息技术运

用到地理学习中，要把信息技术对地理教学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为学生的信息意识与能力创造一个良好

的教学环境[2]。谭刚认为将 GIS 引入到地理课堂中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能有效增强地理

课堂的有效性[3]。从技术方面来看，郭培闪等人分析了 GIS 的交互性和探索性，发现将 GIS 引入到地理

教学中，可以促进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变革，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4]。钟宝云运用“SWOT”方

法，指出遥感影像与传统影像相比有其独特的优越性，既能丰富地理教学内容，又能达到教学目的，提

高学生的地理信息素养[5]。从学生培养方面来看，张效裕认为，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灵活应用 GIS 技术，

既是新课改的需要，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不仅可以提高教学效果，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地理思维

能力[6]。贾礼兰则认为 GIS 可以帮助学生从区域的角度来认识、分析和理解地理环境，从而提高他们的

区域认知素养[7]。孙玉林指出在高中阶段开展地理信息技术能力的培养，可以为学生开启自主学习和创

新学习之窗，这对他们的终生学习是非常有益的[8]。 
因此，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具有较高的可行性，GIS 在教学中不仅有可利用的丰富的教学资源，也

能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提升课堂教学效率。但在研究视角与理论方面，笔者发现，GIS 融入高中地

理教学的基础理论并不够深入，对支撑 GIS 融入教学的教育学、心理学等学习基础理论挖掘不深，缺乏

理论指导和高度，难以解释和指导 GIS 教学实践。并且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往往集中在技术应用与教学

效果层面，缺乏从课程设计、教育管理、学生心理等多视角综合研究，无法全面把握 GIS 融入高中地理

教学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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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必要性研究 

地理学科作为一门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属性的重要学科，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培育起着关键作用。

地理核心素养是指地理学科中培养学生应具备的关键能力和品质，包括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地理实践

力和人地协调观，这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必备的能力，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地

理核心素养，所以对于高中地理教学来说，GIS 是一项必需品。 
课堂是高中地理知识系统传授的主要阵地，对于 GIS 这种相对复杂的工具和知识，课堂更是不可

或缺，课堂为培养学生的多种地理能力提供了环境。段玉山认为如果在课堂上借助 GIS 软件提供的帮

助，教师们可以绘制出使学生一目了然的对比图，不仅可以使教学过程变得简单，也有助于学生们建

立起有关地理元素之间的逻辑概念[9]。张鹏，赵良璋也指出在中学地理 GIS 教学实践中有必要加强地

理教师的信息素养，教育部门也要对学校及教师要提供相应帮助，注重学生课堂的信息素养培养，让

学生感受到 GIS 技术的实用性，使教学案例能与生活接轨[10]。GIS 的引入营造了良好的课堂氛围，学

生对地理课堂融入 GIS 的教学效果也能给予积极的反馈，因此，教师有必要及时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努力构造新型信息课堂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利用 GIS 资源，使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提高学

习效果。 
从时代发展需求来看，谢明礼指出地理信息技术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地理信息系统

基础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11]。葛文城，段玉山在对地理课程必修模块结构分析时也指出随着地理科学

的发展，GIS 已成为地理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在高中地理课程中有必要介绍 GIS 在诸多领域

的具体应用[12]。从教育教学革新来看，李先辉指出学校应该承担起教育改革的重任，把 GIS 应用到实际

的地理教学中去，使它能更好地发展学生的地理空间思考能力[13]。由此可见，将 GIS 与高中地理相结

合，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地理信息技术能力，又可以有效地培养他们的地理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地理

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将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是必要且迫切的，二者很好地融入能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教学的效率，丰富地理课堂。 
但是，目前关于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必要性的研究往往关注短期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即时反映，

缺乏对 GIS 教学对学生长期学习和发展影响的跟踪研究，无法全面评估 GIS 融入教学对学生未来的地理

学习、综合素养提升的长远意义。 

3.3.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现存问题分析研究 

GIS 如何融入高中地理教学是目前各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尚未形成一个健全的系统，导致研究成

果比较分散，不少学者也对目前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现存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 
在师资力量及软硬件资源方面，卞红，蔡珍树指出 GIS 技术教学在中学地理教学中面临许多困境，

如高考要求不高、对 GIS 技术的重要性和发展前景认识不足、硬件要求高、教师相关基础知识和技能存

在短板等问题[14]。王涛玲等人认为目前我国高中 GIS 教学受到高考试题的影响，课堂教学积极性不高，

而且缺少专门的教师，基础素材的投入也不充分，从而限制了 GIS 在高中地理教学的开展[15]。张晶香采

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法，了解到云南地区高中地理与 GIS 结合的应用状况，发现云南地区中学地

理教师运用 GIS 技术辅助教学的状况不容乐观，教学工作难以开展[16]。在实际教学情况方面，唐婉荣，

蔡珍通过校本教学实践的深入探索，发现中学课堂上仅通过讲授的形式讲授地理信息系统，学生学习途

径单一，教师难以全面顾及每一位学生，教学过程略显慌乱[17]。冯秋芳，钟广锐发现高中教师和学生对

GIS 的认识滞后于科技发展，有认识上的偏差，对 GIS 学科本质的界定过于“文科化”，不利于把地理

空间思想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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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以看出，目前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现状并不理想，师资、设备、场地以及学生学情都成

为无法更好的开展 GIS 教学活动的重要因素，在教学中不能充分发挥 GIS 的优势，也难以将 GIS 与地理

教学内容深度融合。 

3.4.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应用研究 

3.4.1.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设计研究 
目前很多学者都应用相应的教学理论、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作为支撑，研究如何设计 GIS 模块教学

内容。张岑对于中图版必修三“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一节做了教学设计，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让学

生动手参与了专题图的制作，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让学生亲自体验了 GIS 的内涵和用途，

培养了学生科学的地理观[19]。蔡袁芬则指出 GIS 这一章节的教学要选择适当的材料，要体现其实用性，

要适应时代发展的特点[20]。 
如何将 GIS 融入高中地理其他部分的教学同等重要，要求学生需对 GIS 有一定的认识，才能更好的

发挥 GIS 的教学作用。 
在教学内容整合中，杨昕等人以贵州市为例，通过夜间灯光数据对高中地理“城镇化”的教学进行

了有益的补充，有助于学生更快地把握城镇化的发展方向[21]。苏慧利用 GIS 软件在人口分布教学时发

现 GIS 教学活动提供了一种交互、开放式的学习环境，能使学生对地理问题有浓厚的探索兴趣，能够全

面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22]。黄曼通过 GIS 技术借助 iPad 以“唐山大地震”为例进行了“板块运动”

的教学设计，通过不同图层的叠加分析来解释某些地理事物的成因，发现地理信息技术可以极大地激发

学生兴趣[23]。周晶也以“板块运动”教学为例，利用地理信息技术技能，包括制作专题地图、动画演示、

对比分析等多种方式结合来提高学生的地理媒介素养能力，也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作图、读图、析图、

用图能力和地理信息运用能力[24]。 
在软件操作教学中，郑发美运用 ArcGIS 软件处理遥感卫星数据，直观地向学生展示了 GIS 的灾害

监测以及预测功能，提出了创新型的教学设计，发现相比理论教授的传统教学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提高学生的地理信息素养[25]。任良军等人借助 QGIS 和 LocaSpace Vierer 软件平台，以“黄河源

区水体间的相互关系”为案例进行主题式实践活动教学设计，指导学生操作相关软件，可以加深了解他

们所学的知识，并训练他们的地理实践力[26]。高艳冰以“体验学习圈”为基础，运用谷歌地球、百度地

图以及线上 GIS 模拟选址等方式进行了课堂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 GIS 应用实践，培养了学生的人

地协调观[27]。 
殷蒙蒙等人则通过实验班和对照班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把 GIS 技术运用到地图教学活动的教学设计

的实验班学生上课热情程度较高，注意力较集中，对知识掌握程度比较灵活，同时也提高了地理知识的

应用能力[28]。由此可见，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目标非常明确且具有针对性，教师可以利用 GIS 强大

的空间分析功能，让学生理解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能提升学生对地理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有效提升课堂效率、培养学生地理素养。 
在现有研究中，笔者发现，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设计的研究集中在某些特定章节，对高中地理其

他众多内容的 GIS 融入研究不足，无法全面展现 GIS 在整个高中地理教学的应用价值。并且各项研究相

对独立，未形成完整的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体系化研究，对于如何在不同教学阶段、不同地理主题

中系统地运用 GIS，缺乏连贯性与整体性的设计与研究。在教学实践与效果评估方面，研究也多关注学

生在课堂上的即时反映和短期学习效果，对教学效果的评估多集中在学生的知识与技能层面，对学生的

情感态度及价值观以及对地理学科的长远影响等方面的评估不足，无法全面衡量 GIS 融入教学的综合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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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软件应用研究 
新课标中明确要求，在高中地理课程中必须介绍有关 GIS 的知识，而 GIS 技术本身具有强大的数据

库和地图制图功能，可同时作为地理课程的辅助教学工具。 
现在很多老师都把 GIS 相关软件引进到课堂中来，使课堂更加充实，让学生有更加直观的地理体验。

王秉建以“安徽省的工业分布”为例，介绍了如何利用 Mapinfo 软件制作专题地图以辅助教学[29]。ArcView
是 GIS 技术的主要操作软件之一，宋西军在“等高线”教学中应用了 ArcView，发现应用 GIS 软件进行

教学既能解决教学中的难点，又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30]。黄晓和，叶滢利用 VentuSky 动态地图进行

“地球上的大气”教学时，发现利用“百度地图”进行问题式教学效果更明显，动态地图在高中地理教

学中具有显著优势[31]。章旭，陈薇提出 MeteoEarth 软件在地理教学中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32]。葛芳，刘育蓓利用 ArcGIS 软件开展高中地理研究性学习，发现在课堂上

实现 GIS 与地理教学深度融合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探究兴趣，同时增强了学生的问题意识，提升学生的高

阶思维，有效促进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33]。文奕凡等人指出利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与 GIS 结合不

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还能提出定制化的教学建议，促进个性化教学的实

现[34]。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在课堂教学或者地理研学实践中，利用 GIS 相关软件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以上这些研究多集中在课堂教学和地理研学实践，对于其他场景的教学，如课后辅导、线上教学等

场景的应用研究较少，不能全面体现 GIS 在高中地理教学全场景中的应用价值。部分研究只是简单地将

GIS 软件应用于某个知识点教学，未能充分挖掘 GIS 与地理教学内容在多个层面的深度融合点，没有形

成系统的融合模式。并且目前的研究现状对新技术结合的探索不足，虽然提到了 ChatGPT 等人工智能与

GIS 结合，但相关研究只是初步探索，对于如何更好地将多种新兴技术深度融合并应用于教学，缺乏更

深入、全面的研究。 

3.4.3.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教材应用研究 
GIS 是进行地理教学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辅助教学的重要手段，那么如何应用 GIS 融合高

中地理教材，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建议。汪文达认为湘教版高中地理教材关于地理信息技术应用的内

容中“活动”占比很大，在实际教学中利用好这些活动内容准确把握学习目标，形成基本的地理信息素

养，也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形成在网络中获取信息的能力[35]。陈和平对于教材中 GIS 这一部

分的教学内容做出了教学建议及案例选择建议，对高中地理 GIS 内容知识对教师进行了教学指导[36]。
蒋志强，刘恭祥提出地理信息技术不能止步于教材的系统提出，教师应尽量将 GIS 与生活实际相结合，

让学生对 GIS 的运用有更深层次的认识[37]。王乐祝认为 GIS 应用层面较为广泛，在教学应用中，最关

键的一点就是教师要从教材入手，对教材的内容进行优化，并适当地降低教学的难度[38]。 
教材是教学中的最直观工具，它让学生明确自己要学什么、让教师明确自己要教什么，所以若将 GIS

与高中教材有机结合不仅能激发学生对地理学科的兴趣和关注度，也能帮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

行有效的指导，提高教学质量。但各位学者随从不同角度提出了 GIS 与教学、教材结合的观点，却缺少

综合考量，导致融合仅停留在表面，缺乏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差异化教材使用策略，可能影响部分学生

的学习效果。 

3.5.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模式及评价研究 

3.5.1.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模式研究 
目前对于教学模式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很多学者开始尝试通过不同的教学模式来使 GIS 更好地融

入高中地理教学。万军，张明鑫指出 GIS 的技术特点体现出分析和归纳的特性，如果在探究性教学中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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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GIS 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探究性教学的有效性[39]。肖捷，张琦以“澳大利亚山林火灾”为情境，以

ANEW 学习模式为基础，突出强调了 GIS 在防灾减灾中的重要性，有效刺激了学生对 GIS 的学习期望和

认知内驱力[40]。张亚琳，戴文远指出对 G-TPACK 模式进行正确的理解，可以实现能力建构和技术的掌

握，使其有效结合地理信息技术保证教学进程实施和教学效果的提升[41]。刘梅花提出可积极采取多层次

教学的建议，实现 GIS 基础教育最优化发展[42]。结合不同的教学模式将 GIS 有效融入高中地理教学对

于教学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二者有机结合也将会为地理教学开辟新的路径。 
以上研究均未通过大规模的教学实践检验，且各研究侧重单一策略，未全面考虑教学资源、学生个

体差异、教师技术水平等多因素对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影响，实际应用易遇到阻碍。 

3.5.2.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评价研究 
教学评价是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对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指导学生学习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评价的方式不拘泥于教师评价，也存在考试、作业之中。不同学者也对 GIS 融入高

中地理教学做出了评价。江原，肖擎认为新课标高考试题的价值取向也侧重于地理信息的收集、整理以

及分析运用能力的培养，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GIS 在高中地理教学的重要性[43]。张佩佩，王玲则认为 GIS
将引入地理课堂的研究过于集中在某几个主题中，而且现有的研究背景大多忽视了对国外 GIS 的应用情

况描述，不利于研究的广泛开展[44]。鄢银银等人也指出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课堂教学，很少在地理实践、

地理研学中进行突破，并且已有的研究也只是针对不同教材的个别章节来介绍 GIS 在地理教学中的作用，

缺少针对性、系统性[45]。 
目前各学者对于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评价非常中肯，GIS 在高中地理中具有重要作用，未来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也将成为主流趋势。但关于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评价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值得完善

的地方。例如，在进行教学评价时，主要从试题价值取向、研究方向及范围、教学类型等方面进行评价，

缺少对学生学习体验、学习收获及需求方面的评价，难以全面了解 GIS 教学对学生的实际影响。并且，

研究中虽然指出了集中的问题，但未深入探讨实现这一趋势需解决的问题和应对措施，也没有构建系统

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难以精准衡量教学质量情况。 

4. 结论与展望 

4.1.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研究结论 

将GIS融入高中地理教学是顺应教育现代化趋势的重要探索，GIS也为高中地理带来了变革性影响。

本文以《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地理教育》《地理教学》为文献来源，聚焦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研

究现状，综合分析了可行性、必要性、现存问题、教学设计与应用、教学建议及评价等多方面研究成果，

发现 GIS 在教学上借助其可视化、交互性特点，可将抽象的地理知识具体化，让学生直观看到复杂的地

理过程，极大地提升学生理解效率。同时，也可通过操作 GIS 软件促使探究式等教学模式的开展，使学

生成为地理课堂的主体。然而，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面临不同的困境，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对这些研究成果与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总结以往经验，更能为未来地理教学发展提

供关键指引。 

4.2.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研究展望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GIS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在高中地理教学中，GIS 的融入正逐渐

改变着传统的教学模式与学习体验，GIS 以其强大的空间分析、数据处理和直观可视化展示功能，为地

理教学带来了新的活力与机遇。近年来，众多学者围绕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展开了多方面研究，旨在

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 GIS 的优势，提升地理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对这些研究进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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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不仅有助于梳理现有研究成果，明晰研究现状，还能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后续研究和

教学实践提供参考与方向。 

4.2.1. 开发教学资源，推动 GIS 教学发展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聚焦于开发基于 GIS 的地理研学旅行路线和方案、构建基于 GIS 的校园地理

信息系统等，构建共享的 GIS 教学资源平台，注重 GIS 教学资源的实用性和趣味性，整合各类地理数据、

实用教学案例和可操作的教学设计素材等，不仅方便学生检索使用，也能为教师备课提供丰富的素材。

同时要加强对 GIS 技术重要性和发展前景的宣传，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开展教师专业培训，提升教师相

关知识和技能。学校和教育部也要加强信息技术人才队伍的建设，多招聘具备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定期组织培养教师开展相关技能学习和培训，加强教师的专业素养。同时，改善少数民族地

区教学条件，丰富学生学习途径，纠正师生认知偏差，促进 GIS 与地理教学深度融合，充分发挥 GIS 在

教学中的优势，推动 GIS 教学发展。 

4.2.2. 优化教学设计，拓展 GIS 教学模式 
当前，GIS 与高中地理教材相结合的教学设计较少，多集中在人文地理部分，自然地理部分较少，且

相关的教学设计案例过于趋同。GIS 作为一种重要的可视化辅助教学手段，可将学生平时未曾见过的仅

仅停留在对教材上相关图片的认知转换成生动的地理要素形象，让学生掌握和感知无法从教材和生活中

接触到的地理事象。同时，要加强对高中地理全内容的 GIS 融入教学设计研究，形成系统、连贯的教学

体系。在教学实践与效果评估中，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技能的提升，更要重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

培养以及对地理学科的长远影响。拓展 GIS 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场景，深入挖掘其与教学内容在各

个层面的融合点，形成系统的融合模式。加强对新兴技术与 GIS 结合的研究，探索更高效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充分发挥新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 

4.2.3. 完善教学策略，构建 GIS 教学评价体系 
未来研究也应对提出的教学策略、教材应用建议等进行大规模教学实践检验，综合考虑教学资源、

学生个体差异、教师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策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

习需求。构建全面、科学的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学生学习体验、收获及需求，深入探讨实现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发展趋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例如，制定《GIS 课堂观察量表》，包含“技

术操作指导”“学生协作情况”“问题探究深度”等维度，建立学生 GIS 学习档案，收录地图作品、数

据分析报告、反思日志等，定期展示与互评，精准衡量教学质量，推动教学持续改进和发展。 
尽管目前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地理教师的不懈

努力下，未来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一定能取得丰厚的成果，为有效提升地理课堂效率、丰富地理课堂

教学、提高教师素养、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实践技能提供参考和借鉴。随着未来地理学者和一线教师对

GIS 融入高中地理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存在的问题也将得到解决，二者融合路径也将更加贴切和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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