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研究的现状与背景 

1 研究背景 

随着地理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得到

广泛的普及，人才市场对具有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的 GIS专业新型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在增长。地理信息系统的

快速发展，我国人才市场供求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是

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是高校输送的 GIS

专业毕业生社会实践能力不强。GIS 专业是应用性很强的专

业，地理信息系统本科专业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GIS

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通过高等教育培养的

专业人才能否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由此，对高校 GIS

专业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当前，VR虚拟现实应

用于教育是教育技术发展的一个飞跃。它营造了“自主学习”

的环境，由传统的“以教促学”的学习方式代之为学习者通

过自身与信息环境的相互作用来得到知识、技能的新型学习

方式，促进这种教育方式的创新和教学方法的变革。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 

美国是 VR技术的发源地,目前美国在该领域的基础研究

主要集中在感知、用户界面、后台软件和硬件四个方面。美

国将 VR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美国大学校园的信息

化建设己经涉及图书馆网络、学校管理工作、教学活动、科

研活动、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已经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绩。美国大学“VR 全景智慧校园”的大门己经向世界敞

开。在紧跟国际新技术的同时，国内一些重点院校，已积极

投入到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尤其在科技研究、虚拟仿真

校园，虚拟教学、虚拟实验，教育娱乐等方面进行了更深入

的研究。网络教育的特点，虚拟现实技术的特点，决定了我

们可以仿真我们的校园环境，因此虚拟校园是虚拟现实技术

与网络与教育最早的具体应用。这种应用在国内一些高校己

经开始逐步推广、使用虚拟校园模式，比如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教育学院、香港职业技术培训学院的类似系统实现了虚

拟校园的部分功能，特别是香港理工大学的校园信息系统是

一个较为成功的集虚拟现实技术、互联网和电子地图为一体

的虚拟校园系统。可以浏览虚拟校园环境，利用虚拟图书馆

查找和阅读书籍，通过访问虚拟实验室来使用计算机设备，

通过虚拟教室进行网上学习，让用户有身临其境感。 

但是，VR全景技术在地理信息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并没有

推广，江汉石油学院通过对 VR数字技术教育教学研究发现，

VR 技术对于某些知识的学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可

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对于地理信息专业教师而言，要把握好

运用时机。VR技术只是在极少学校试用，最终效果还有待实

际论证。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教育发展的趋势都是以信息

技术为背景的现代教育。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区域开发模拟

实验室通过多年实践教学发现 VR 技术能形象、生动地表现



教学内容，有效地营造跟随技术发展的教学环境，提高学生

掌握知识、技能的效率，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调

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突破教学重难点，使学生学习地理知识

的兴趣得到提高，有效解决很多以前根本无法解决的教育问

题。 

3 研究意义 

促进校企合作项目与行业发展前沿技术紧密结合。当前

测绘地理信息专业群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行业背景，企业生产

任务大部分已由现代先进仪器所取代，高职院校应紧抓行业

改革新背景，利用自身设备优势、师资优势和专业优势，努

力对接优势企业，扎实推动校企合作，为人才培养走出一条

符合自身学科特点的好路子。 

推动课程体系改革，主动适应行业转型与技术革新。实

践实训是高职院校区别于其他专业教育最大的不同，更是学

生课堂理论内化生成能力的重要环节，走细走实实践实训，

可有效避免高职学院测绘类学生毕业就业的“礁石”。坚持

把校内 VR 实训一体设计、统筹规划，深刻认识校内实训是

校外实践的基础，校外实践是校内实训的升华，把握住 VR

虚拟实训与校外实践时间比例，达到效益最大化。以工程化、

过程化管理的方式推进 VR 虚拟校内实训，按照学科特点，

统筹安排好各岗位实训时间、内容、方法和标准要求，切实

使学生了解相关岗位、熟悉本职岗位、掌握核心岗位工作方



法、内容、流程等基本内容，为校外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 

践行“项目体验式”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以

项目为根基的高职教育实践平台，实践中，要抓住项目之根，

建立企业用人、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双重评价标准，立足项目

建立教学体系，模拟实际生产任务、公司运营，使 VR 技术

项目成为铁打的营盘，不因一届届的学生毕业而中断项目之

成长，从而不断提升学科办学的档次。 

4 研究目标 

本项目通过研究与实践,旨在构建高校基于虚拟实训室

建设、师资建设、课程建设和项目建设新背景下地理信息专

业 VR实践教育教学模式,推动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深化与改革,

为我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主动融入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转型

升级、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一定的支持;为测绘地

理信息行业教育模式改革系统谋划、协同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与做法。 

5 拟解决问题 

一是解决校企合作项目“技术不同步”的问题。具各高

校开设课程统计，无论是基础课程，还是专业课程的设置，

都与目前的企业、公司岗位需求相脱节，出现学生毕业后到

社会工作时不能快速的适应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由于师资

力量所限，地理信息涉及到得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课

程根本不能开设，并且学生在实际动手能力上普遍偏差。VR



全景技术综合测绘地理信息专业群的学科特点，利用过程化、

项目驱动的授课形式使学生和企业之间实现无缝对接，真正

达到校企合作机制最优化。 

二是解决专业课程体系与行业技术革新“不配套”的问

题。实践教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教学活动，一般指教学活动

中的实验、设计、实习、实践等，是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 GIS 专业自身特点的要求。而利用 VR 技术构

建测绘地理信息实训场景，模拟真实地理信息工作环境。通

过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三是解决课程教学与新技术应用结合“不紧密”的问题。

VR 虚拟技术能够提供图文、声像并茂的多种感官刺激，能够

创设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能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源。目前在高校

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课堂教学中，基本上采用 PPT 讲授的方

法，对于其他新型技术使用还很少。如果能够运用这种教学

模式，不仅有利于学生主动发现、主动探索精神的培养，还

有利于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