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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信息技术作为智能交通的核心支撑，在交通系统感知、分析与优化中发挥关键作用。面对新技术产

业快速发展带来的交通人才供需错位及多学科融合不足等挑战，本文提出面向交通专业的《地理信息系

统及应用》课程改革方案。改革以“新技术融合 + 智能应用”为导向，构建“需求挖掘–课程重构–评

估优化”闭环培养体系：首先通过政企调研精准识别用人单位对3S技术、AI、大数据等技能的复合型需

求；进而重构课程体系——理论教学以综合应用案例串联地理信息、遥感、时空分析等交叉知识，实践

环节搭建融合高精定位、交通仿真等技术的实训平台，设置基础操作与综合项目两阶段递进训练；最终

通过校企联合实习评估机制，持续跟踪人才技能匹配度并动态优化课程。该方案旨在培养掌握智能交通

系统建设与空间分析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智慧交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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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es as a core pillar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the perception,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Facing chal-
lenges such as the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for transportation talent and insufficien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industri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curriculum reform plan for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Applica-
tions course targeting transportation majors. Guided by “New Technology Integration + Smart Ap-
plication,” the reform constructs a “Demand Mining-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Evaluation Optimi-
zation” closed-loop training system. Firstly, it conducts government-enterprise research to pre-
cisely identify the industry’s composite demand for skills such as 3S technologies (GIS, RS, GNSS), AI, 
and big data. Subsequently,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restructured: theoretical teaching employs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cases to integrate cross-disciplinary knowledge like geographic infor-
mation, remote sensing, and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while the practical component establishes a 
training platform integrating technologies like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and traffic simulation, 
featuring a two-stage progressive training model of foundational operations and comprehensive 
projects. Finally, through a university-industry joint internship evaluation mechanism, the align-
ment of talent skills is continuously tracked, enabling dynamic curriculum optimization. This 
scheme aims to cultivat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proficient in building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spatial analysis capabilities, providing essential talent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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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能交通是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城市内部、城市群、甚至更大的区域范围，实现

交通系统的感知、互动、分析、预测、控制等能力，使出行、运输等实现智慧化运行及管理[1]。地理信

息从空间、时间、强度三个维度为交通系统的构建、分析、评估及可视化提供技术与方法[2]。从用地规

模、用地性质对交通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到交通流与空间位置、交通布局的密切相关，到交通路径、出

行轨迹的特征分析与模型优化，再到地理信息对用户的高可得性的独特优势，地理信息技术已在交通领

域占据突出位置。地理信息作为智能交通的核心技术手段之一，不仅在交通领域人才培养过程中作为核

心内容，而且是现代化交通规划与治理的重要手段[3]。 
近年来，随着 3S (地理信息系统 GIS、遥感 RS、卫星定位系统 GNSS)、5G、物联网、车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为智慧城市与智能交通的架构带来了新的契机，时空大数据的可得性和管理分析技术

的提高也为新技术与智能应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6]。交通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也随着时空大数据时

代的到来而不断更新，地理信息相关课程体系架构也需随之优化。在新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对

交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城市交通应用要求，面向“5G + 8K + AI + 云”新引擎交通平台构

建与管理的人才需求，地理信息技术融入交通领域人才培养体系，以实现人才需求与供给的契合与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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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与技术助力。 
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一种以“新技术融合 + 智能应用”为特色，以交通专业学生为主要培养对象，

以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时空大数据挖掘技术等为支撑的学科交叉融合为设计理念，

以输送新时代技术融合和智能应用人才为改革目标，结合 3S、人工智能等相关理论与技术，系统性地调

整和改进《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课程内容体系，将新理论、新技术融入到交通人才培育中，加深学生

对新技术的认知和理解，培养学生智能交通与地理信息技术方法结合应用的实践能力，使其具备从事智

能交通系统建设与优化相关工作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经过企业实习与实践，基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与

评价，构建时空间分析教学体系评价体系，以实际的实习结果评估培育人才与实际用人单位需求的匹配

程度，进一步从用人单位需求出发，对课程体系进行改进与优化。 

2. 交叉型交通人才培养的挑战与应对 

目前，国内高等院校的交通学科人才教学研究已意识到智能交通方向应用地理信息相关技术的重要

性，并在交通人才培养方案中融入智能交通系统、大数据技术与方法应用、地理信息系统、人工智能等

相关课程[7]-[9]。然而，现有传统地理信息课程与交通就业出口的人才需求契合程度不够，与其他智能交

通课程间关联性和承接性有待优化，对智能交通应用的新技术、新方法相关理论与实践课程设置仍需进

一步完善。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发展规划随之与时俱进，对交通人才的需求也有所提高，因此，

需要根据实际需求不断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方案，为社会输入与实际需求匹配的交通人才。 

2.1. 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交通人才供需错位 

近年来，随着高精导航、高精遥感、大数据挖掘等技术的高速发展，基于空间地理位置的交通数据

采集、分析和挖掘方法也不断迭代，交通领域的实际应用场景与要求在不断进步，交通相关的企事业单

位对招聘人才提出了新要求。现有地理信息相关课程难以与不断更新的企业人才需求相匹配。针对此问

题，重构交通专业《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课程体系，实现与社会、企业需求对接的理论与实践人才培

养。 

2.2. 多学科融合的地理信息理论与实践教学方法重构 

地理信息系统本身是一门交叉学科，在交通领域应用较为广泛，但现有教学内容和方法与新时代的

实践应用契合度不高，且对于前沿的新技术、新方法涵盖程度不够。通过设计基于多重新技术的综合实

际应用案例与实践项目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让学生理解与掌握前沿技术和方法，以实现理论与实操

兼顾的人才培养。 

3. 面向学科交叉型人才的《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课程改革方向 

从用人单位需求出发，改进和优化理论与实践课程，实现与企业对接的综合创新型交通人才培养，

通过校企结合的企业实习过程评估教学成果并进一步优化教学体系，建立“需求挖掘–课程体系构建–

教学实践–评估优化–循环实践”的闭环人才培育体系为交通领域提供交叉综合型人才。 

3.1. 面向企事业单位的交通人才需求挖掘 

为了能够了解企事业单位对交通领域相关人才的实际需求，首先，理解“新技术产业 + 智能应用”

的内涵，通过搜集资料、文献搜索等方法探索和解析深圳市新技术产业规划的具体内容，剖析其对城市

各部门、各企业单位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提取和整理与交通领域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分别与

交通相关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建立联系，利用实地考察调研、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获取对交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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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具体技术与能力需求，应用统计分析、文本挖掘、语义聚类分析方法对人才技能需求进行挖掘和

整合。 

3.2. 基于综合应用案例的理论课程重构 

理论教学方面，以用人需求挖掘结果为基本依据，提取用人单位急需人才的关键技能，并以此构建

交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技能需求知识图谱，构建知识点之间的起承逻辑关系，重构课程理论知识主干。

在理论知识主干基础上，分析智能交通应用现状与前景，对应相关知识点，结合智能交通行业发展前沿

和用人单位实际应用，穿插设计交通综合应用案例内容。同时，融入案例涉及的交叉学科知识，包括 3S
技术、激光点云技术，遥感技术、GNSS 技术、三维点云街景重建、人工智能、大数据挖掘等技术理论与

方法。使学生在案例学习中夯实地理信息系统理论基础之上，综合新技术应用情景，扩充交通地理信息

相关发展前沿，并将综合应用案例贯穿于理论体系主干，从而构建学生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知识体系。 

3.3. 基于多技术手段交叉融合的实践课程重构 

实践教学方面，为了实现与理论教学的综合应用案例结合，并对接新技术智能交通应用，实践课程

将充分整合高校先进的实验教学平台，应用计算机、服务器、GPS 定位装置、交通仿真平台等软硬件设

施，搭建结合地理信息分析与可视化综合实训平台。依据理论知识框架，将实验课程分为两大板块：地

理信息系统基础空间分析操作和交通综合实践项目。其中基础操作部分主要培养和增进学生对地理信息

软件操作的熟悉程度，同时夯实地理信息基础知识，主要包括与理论知识主干相关内容，如空间数据模

型与表达，空间参考定义与转换，GPS 数据坐标纠偏与地图匹配，路径分析基本操作等。交通综合实践

项目与理论课程中的实际应用案例对应，并结合学生熟悉或感兴趣的话题，鼓励和引导学生自主选题，

参考理论课程的实际案例，应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结合 3S 技术、机器学习技术、时空大数据挖掘等技

术，从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结果可视化等全流程实现智能交通应用项目，解决实际城市交

通问题。 

3.4. 校企结合的教学成果评估与优化 

面向不同类型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政府部门的实际需求，将实习人员投入到新兴技术产业单位、

智能交通相关部门，并在实习过程中定期对实习人员与用人单位访问与考察，深入探讨实习人员与用人

单位需求匹配情况，并了解实习人员的切身实习体会，实习结束后对用人单位与实习人员进行调查问卷，

汇总实习过程中各项资料，分析实习单位对实习人员的满意度，以及实习人员对实习期间工作内容的熟

悉度和适应度，整体、全面地评估改革后本课程的体系与内容，进一步凝练提取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不足，

并根据现有培养体系问题对培养方案进行优化与实践。 

4. 实施路径 

针对《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课程进行学科交叉重构，包括多学科理论方法融入理论教学框架设计，

基于新技术综合应用项目的实践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改革评估和进一步优化。实施方案如下： 
首先，对交通相关用人单位进行实地调研，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用人单位，尤其是新技

术产业相关单位对于交通人才的技术需求，利用文本分析方法，提取交通人才所需的关键技术，并整理

其涉及的多重学科理论与方法。 
在明确企业用人需求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理论课程的体系，根据涉及不同学科的知识关联和起承关

系构建课程的知识主干线，并分成四大模块，包括空间认知、空间参考、空间模型、空间分析，循序渐进

推进理论教学。而后，在主体框架基础上，填充实际应用案例，结合新技术与新方法进行案例教学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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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部分，为实现充分与理论内容结合，重整教学软硬件资源，搭建实践教学平台，在原有地

理信息软件基础上，引入大数据处理分析平台、机器学习框架、高精定位导航设备等软硬件设施，为实

践课程改革奠定坚实基础。根据用人单位对综合应用人才的技能需求，改进实践应用内容，在原有地理

信息软件操作基础上，加入多技术融合的综合性实践项目设计，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最后，持续跟踪实习人员在实习单位工作情况，获得实习状况反馈，并根据反馈结果评估课程改革

效果，进一步发现问题，持续优化。 
本项目实施方案框架如图 1。 

 

 
Figure 1.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图 1. 实施方案框架 

4.1. 案例研究 

国内相关高校、国外相关专家学者提出的智能交通方向人才培养教学案例进行调研，分析和借鉴有

益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构建学生的理论知识框架，为其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打下良好基础。 

4.2. 实地调查与访谈 

走访有交通方向人才需求的多个政府部门(如城市规划、交通规划、交管部门等)、多家企事业单位(发
展研究中心、交通信息指挥中心、规划研究院等)，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用人单位对交通人才

的实际需求，汇总、分析各用人单位对招聘人才的必要条件与关键技术能力掌握要求，为《地理信息系

统及应用》课程体系优化提供基础。 

4.3. 知识图谱构建 

依据用人单位的用人条件与具体技术需求，利用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构建面向多学科交叉应用的《地

理信息系统及应用》的课程体系知识图谱，汇总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厘清理论、方法之间的层次关系，

分析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知识图谱基础上，对课程内容进行合理的时序安排，保证循序渐进、

由浅入深地让学生掌握复杂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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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于层次法的理论教学体系重构 

依据地理信息课程的基本理论内容构建课程体系主干，将知识内容划分成四个模块，根据实际内容

关联度纳入相应模块，进一步基于主干知识框架的对应模块设计应用案例内容，穿插讲解案例应用的其

他学科知识点与新兴技术，在学科融合的同时，达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效果。 

4.5. 硬件系统整合与软件系统平台构建 

本项目依托交通运输专业已具有较为完备的软硬件用于本项目实践教学改革内容。但仍需要整合现

有实验资源，搭建软硬件实验平台，包括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接口与大数据处理平台对接，卫星导航

数据接入，遥感数据处理平台构建等。 

4.6. 分段式实践教学设计 

实验课程设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紧密结合理论主干模块，对应应用案例设计实验项目融合

相应的交叉学科技术。第二阶段，引导学生自主设计多学科技术交叉的综合项目，解决实际交通问题。 

4.7. 实践研究与跟踪调查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项目重点在于将结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解决智能交通系统中

的实际问题中，拟采取分阶段、分步骤推行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培养学生对交通大数据处理、分析的实

践应用能力。在企业实习阶段，定期进行教学成果持续跟踪，及时收集学生和实习企业的反馈信息，作

为优化教学体系的关键依据。 

4.8. 实践检验与评估法 

基于用人单位与实习人员的反馈问卷，建立人才评价数据库，并结合统计分析、语义挖掘、聚类分

析等分析方法，建立用人单位需求与人才的匹配综合评估体系，从而能够详实有效的评估，为进一步优

化多学科交叉的新型交通人才培育体系提供重要参考。 

5. 总结 

本文聚焦地理信息技术在智能交通领域的核心作用，提出面向“新技术融合 + 智能应用”的交通专

业课程改革方案。针对当前人才培养中存在的技术供需错位、多学科融合不足等挑战，构建了以企业需

求为导向的闭环培养体系。通过政企调研精准定位交通人才技能需求，进而综合应用案例串联地理信息、

3S、AI 等交叉知识并搭建多技术融合平台，分基础操作与综合项目两阶段强化实操，实现理论与实践课

程的重构，而后，通过实习反馈动态优化课程，确保人才输出与用人单位匹配，最终形成“需求–教学

–评估–优化”循环体系，为智能交通发展提供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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