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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遥感科学与技术是近年来新增本科专业，也是一门具备较强学科交叉性质的工科专业。目前，针对该专

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实践教学单一、各实践环节彼此孤立、缺少对创新实践的考核以及教师队伍参与创

新实践不足的问题，本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详细介绍了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如何将学科竞赛融入到实践

教学中，以及学校和学院为保障该举措而建立的保障机制。学科竞赛融入教学实践将有效提高学生的实

践操作能力，研究结果为其他院校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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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mote sen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newly established undergraduate major in recent years,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Currently, in response to issues in the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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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of this major, such as the lack of diversity in practical instruction, isolation between differ-
ent practical components, insufficient assessment of innovative practices, and limited faculty in-
volvement in innovation, this study presents a detailed approach to integrating discipline competi-
tions into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the remote sen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Additionally, it discusses the support mechanisms established by the school and 
the college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initiative. Integrating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into 
practical teaching will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and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may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s in other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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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本科教育“体量”占据世界首位，本科毕业生的逐步增多为社会提供持续性的人才红利，

社会综合素质得到普遍提高。但我们仍需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仍

有不小差距。传统的育人方式已经跟不上如今高校建设的要求[1]，因此探索出高效率培养创新人才的教

育方式势在必行。各类学科竞赛已成为培养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的有效途径，在培养创

新型人才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学科竞赛融入到实践教学环节能提高学生实践操作，团队

协作以及综合创新应用能力，也能促进实践类课程的教学改革[2]-[4]。不仅如此，学生参与学科竞赛，还

能促进竞赛内容与科研项目相结合，达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以赛促研的教育方式。老师也会根据

竞赛的内容在教学研究上做出与时俱进的改变，让学科教育始终走在“一流学科”的前端[5]。 
在上述背景下，学者们研究了影响大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的因素，从而优化学科竞赛模式，激发大学

生参赛兴趣。石梅等从正负两个维度，研究大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的促进和阻碍因素，归纳出内在促进、

外在促进、内在阻碍、外在阻碍和时间阻碍五个方面因素[6]。方世巧等研究了影响学生参赛意愿的主要

因素，认为经济状况、家庭态度、学校课程等因素与学生参赛意愿正相关[7]。冉陆荣研究了大学生创新

创业参赛行为，分析个人、教师、学校和社会等七大因素，并依据影响程度进行了排序[8]。沈华等从个

人特征、经费支出、经济来源和学习投入四个指标展开研究，总结整理出 20 项影响因素并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指出影响因素的正负相关性，并提出了改进建议[9]。孙兴盛等利用 DEMATEL-ISM 模型从个

人层面、导师层面、学院层面、竞赛层面、机制层面和环境层面，并将层面下划分多个影响因素，对大学

生参与学科竞赛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10]。 
还有相关学者分析了教育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等对学科竞赛的内在促进作用。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研

究教育过程中文化、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学科，旨在理解和改进教学和学习行为。例如从学习动机理论入

手，从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两方面研究学生学习的内在驱动力和外部激励因素，使其对竞赛产生兴趣，

激发其更大动力。积极心理学也对学生参加竞赛起到促进作用，积极心理学是一门致力于研究和促进人

类幸福、优良品德和积极体验的心理学分值，其研究内容包含三个方面：积极的情感体验、积极的人格

特质和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积极心理学致力于实现人类潜能的发掘、活力的激发、能力的提升、创造

力的培养等等，被誉为现代心理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也是人类发展史中一个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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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科学与技术是一门多学科(地理信息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农业、环境科学、

城市规划等)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11]。自 2002 年武汉大学创立第一个

遥感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到 2022 年遥感科学与技术正式成为一级学科列入学科专业目录，仅仅 20 年的

时间，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蓬勃发展。河北地质大学土地科学与空间规划学院遥感科学与技术 2019 年开

始招生，目前已经有一届毕业生。经过两次培养方案，目前实行的是 2021 版本人才培养方案。该方案设

定的培养目标是面向国家、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理念与鲜明河北地大品格，理论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组织管理能力、

创新意识、继续学习能力和国际视野，能够在国家基础测绘、自然资源调查与监测、土地利用规划、地

理信息服务等领域胜任测绘遥感工程项目设计等工作的基础宽、实践强、素质高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2. 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目前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课程实验、课程实践和综合实践。课程实验是指

一门课程既包含理论课又包含相应的实验课。课程实践是单独的实践课程，与某门具体的课程相对应。

如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下的遥感图像程序设计包括理论课和实验课，同时还有一门为期一周的遥感图像

处理课程设计。课程实践设置的目的是针对某门课程在课程实践基础上的综合实践。综合实践是学生在

学完多门课程之后才可以进行的实践课程，如遥感科学与技术综合实习，实习内容包括遥感图像获取、

遥感图像解译、验证及可视化等，还包括测量学实践。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内容： 

2.1. 实践教学内容单一，专业实践深度不够 

目前在培养学生实践应用、创新能力上，大多数的专业实践课程都是验证性实验，以验证性实验为

主，缺少创新设计型项目。实验本身缺乏设计性和综合性，虽然这类实践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

的认知、动手能力，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创新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2.2. 各个实践教学环节彼此独立，缺乏联系 

现行的教学过程都是按照所选教材的编排顺序进行教学，在前后衔接和联系上较为零散，实践教学

根据教学内容和进度开展，知识点较为孤立，使得学生容易孤立地看问题，缺乏整体性思维，不能将知

识融会贯通。 

2.3. 优质实践资源建设力度不够 

总结高校数字化实践教学资源，建设的数字化实践教学资源来源主要有两方面：自主制作的基础实

验课程计划内的各种实验大纲、指导书、PPT、教学视频等，借鉴在线教育平台以及其他高校已经建成的

相关网络资源。资源建设过程中，缺少对具有本校专业特色、体现创新能力培养效果的实践教育资源建

设。 

2.4. 缺少对创新实践的考核 

传统实验、实习、课程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主要以基础项目学生的实验报告数据、图表等作

为参考依据，缺少综合创新项目设计能力的考察。这就导致学生对实验项目的具体设计、完成程度重视

不够，又受到实验设备数量的制约，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利于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2.5. 教师队伍参与创新实践活动不足 

教师参与各类学科竞赛以及创新实践项目的覆盖面较窄，积极性不高，原因之一是遥感专业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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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年轻，教研室教师平均年龄为 35 岁，多位刚毕业的博士生，年轻老师忙于做科研，申请纵向课题，没

有多余的时间从事竞赛指导。教师队伍指导竞赛频次偏少，就间接导致学生在大学期间参与实际工程案

例和实践的机会较少。另外，教师参与指导学科竞赛的积极性不高，很大原因来自学校层面对竞赛的不

重视，以及相关培训指导不到位。 

3. 学科竞赛与专业实践教学的融合 

3.1. 竞赛选择 

专业学科竞赛一般分为教育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企业组织的学科比赛。与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密

切相关的学科竞赛主要有易智瑞杯中国大学生 GIS 软件开发竞赛，全国高校 GIS 技能大赛，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大赛。“航天宏图杯”PIE 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二次开发大赛等比赛。这些比赛基本上均以团

队的形式进行，由 3~5 名学生组成一个竞赛团队，比赛的内容有的侧重软件操作基础，比如全国高校 GIS
技能大赛和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大赛；有的比赛侧重软件开发能力培养，例如“航天宏图杯”PIE 遥

感图像处理软件二次开发大赛；还有的比赛比较综合，既考察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考察软件开

发和遥感应用的能力，例如易智瑞杯中国大学生 GIS 软件开发竞赛。从比赛时间上，全国大学生 GIS 应

用技能大赛是选择固定日期分上下午限时完成。其他比赛是限定一段时间，在该段时间内完成提交即可。

学生通过参与竞赛，能够锻炼和提升信息捕获能力、团队协作意识和职业素养。现阶段根据学校遥感科

学与技术专业参与学科竞赛的情况，应该选择一个程序设计类竞赛来提高学生的基本编程能力和一个专

业学科竞赛来加强学生的专业实践应用能力。因此选择“航天宏图杯”PIE 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二次开发大

赛竞赛和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大赛，将知识点融入到学科专业实践教学中。下面以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大赛为例，从营造学科竞赛氛围、学科竞赛融入实践教学设计、学科竞赛融入实践教学实施(团
队选拔与指导参赛(统一集训)，学科竞赛融入专业实践教学保障(实践考核)。 

3.2. 营造学科竞赛氛围 

通过组织新生专业介绍会，由教研室/系主任专门介绍各项专业学科竞赛，以及学校和学院的组织与

辅导机制，和获奖之后的学校和学院的奖励措施，让学生初步了解学科竞赛。除此之外，为了创造更好

的学科竞赛氛围，以学院学生会为依托，创建相应的学科竞赛社团。学生通过加入社团，更加深入地了

解各项竞赛特点，并通过社团高年级的同学传、帮、带作用，让低年级同学更早地熟悉学科竞赛所需的

知识和技能，从而做好长期备赛的规划。通过以上操作，充分调动学生进行实践锻炼和参与学科竞赛的

兴趣。 

3.3. 统一集训 

以全国大学生 GIS 能力竞赛为例，有专门讲授 GIS 实验课程的老师作为参赛指导老师，为参赛学生

进行培训。专业学生不分年级，均可统一参加集训。培训内容包括：(1) 帮学生剖析竞赛主要考核哪方面

能力，并介绍如何提高相关能力的方式方法；(2) 向学生讲授竞赛涉及知识点，特别是教学过程未涉及或

讲授不充分的地方。通过以上操作，促使教师去了解当前遥感和地理信息科学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对

比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实现教学相长，以赛促教；学生也能透过培训提升能力实现以赛促学。 

3.4. 团队选拔与指导参赛 

对于全国大学生 GIS 能力大赛，竞赛内容主要涉及 GIS 空间基本操作，和 GIS 的综合应用能力。在

全国大学生 GIS 能力竞赛第一轮通知后，便在本院发布院内选拔通知，并告知学生比赛内容以及学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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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练习的内容。6~7 月，让报名院内比赛的学生重点练习 GIS 基本操作，在 7 月底进行第一轮选拔。选

拔出测试赛前十名同学，在 8~9 月份开展能力提升练习，9 月底进行第二轮选拔，选拔出综合能力前四

名的同学组队报名。10 月到正式全国比赛，通过指导学生做历年真题，进行查漏补缺，并且四位同学进

行合理分工，模拟真实考试练习打好配合。 

3.5. 学科竞赛对教学内容的指导 

GIS 技能大赛竞赛内容涉及地理配准、坐标系转换、属性编辑与修改、专题图制作等基础操作，还包

括结合实际生活的矢量数据空间分析和栅格数据空间分析。这些竞赛内容与实际课程直接相关，教师通

过参与竞赛，深感教学内容的滞后性和不足，将一些相关的竞赛题内容作为 GIS 实验课程的课堂练习，

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让学生更能深刻体会所学的书本理论知识如何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 

3.6. 学科竞赛融入专业实践教学保障 

目前，为了促进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河北地质大学指定了学科竞赛管理办法，并制定了《河北

地质大学本科生参加学科竞赛学分认定办法》，该办法规定，学生参加国内外各类学科竞赛获得奖励，

可根据奖项级别认定对应的学分，所认定的学分课作为素质拓展类课程任一模块学分，但不可作为人才

培养方案中其他类课程的学分。学生以学科竞赛成绩认定素质拓展类课程学分在修业年限内不受学分限

制，最多可认定 10 学分。同时河北地质大学还出台了《河北地质大学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奖励办

法》，文件中明确规定，对指导学生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指导教师或团队，按获奖等级

计算，以教学工作量认定方式给予奖励(见表 1)。同时，河北地质大学土地科学与空间规划学院专门为各

类学科竞赛提供比赛经费，并为指导比赛获奖的老师给予绩效奖励。以上规定出台，将极大促进学生和

老师参与学科竞赛的积极性。 
 

Table 1. Reward teaching workload of teachers at Hebei GEO University for 
guiding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ubject competitions 
表 1. 河北地质大学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的奖励教学工作量 

 获奖等级/奖项 认定教学工作量(个) 

A 级 

一等奖 200 

二等奖 100 

三等奖 80 

B 级 

一等奖 80 

二等奖 50 

三等奖 40 

C 级 
一等奖 40 

二等奖 20 

D 级 一等奖 20 

3.7. 健全反馈机制 

设计不同类型的反馈形式，如面谈、问卷、评价表等，并将反馈机制贯穿整个培养过程，从课程设

置、实践环节、论文指导和综合评价等多个环节，全方位收集学生反馈意见。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普

通教师的授课效果的反馈，和不定期与用人单位，收集用人单位对遥感专业毕业生的能力提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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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以科技竞赛、创新大赛等作为教学资源，实现“以赛促学”和“以赛促教”的贯通教学，不断优化知

识结构，为专业人才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实际应用依据，对综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有推进作用。近五

年来，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在国家级和省级各类学科竞赛中均有获奖，正式参赛学生 28 人，指导老师 6
人，累计参加比赛集训的学生人数多达 42 人。逐渐锻炼出一支经验丰富的学科竞赛指导教师队伍，并逐

渐构建了各学科竞赛与理论教育教学相融合的实践育人体系，为该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以及未来职

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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