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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专业毕业实习的改革实践与成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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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具有操作实践性强的特点,毕业实习作为检验本科教学的试金石,以及提升学生综合技

能的重要过程,在GIS人才培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培养目标、实习大纲、基地建设、实习效果、就业概况

等方面探讨了西南大学GIS专业在毕业实习上做出的改革实践与成效,提出了进一步改革毕业实习、寻求最佳实

习模式的建议,以期为其他高校GIS专业的毕业实习和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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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GIS)从20世纪60年代初萌芽,到网络GIS概念的提出,已从研究室走向了

生产一线,从空间数据管理发展为空间信息服务[1],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方式.地理信

息系统专业作为我国高等院校积极申办和发展的专业,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据《中国普通高校本

科专业设置大全》和“高考填报志愿参考系统”统计,2000年有37所院校设立了GIS专业,2003年有93
所,到2009年全国共有169所高校设置了GIS专业[2].

作为一门新兴专业,各院校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都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相互之间可借鉴的经验较

少.但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培养学生的GIS应用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创新实验能力和科技研究能力成为

了普遍共识.为培养这些能力,除本科期间GIS相关专业课程教学以及实验课程外,GIS专业毕业实习在

全面提高学生GIS综合技能和系统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西南大学地理信息系统专业自2002年开设以来,至今已有7届毕业生,在毕业实习模式上不断探索,

并于2009年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立项.以西南大学本科地理信息系统专业为改革实践对象,合理制定培养目

标,不断调整实习大纲,积极改革实习制度和建立实习基地.本文即阐述了本校在GIS专业毕业实习上做

出的改革与努力,并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座谈、就业统计等方式评价了毕业实习改革的效果,提出了进一

步改革毕业实习,寻求最佳实习模式的建议,同时也为其他高校 GIS专业的毕业实习和人才培养提供

借鉴.

1 GIS专业本科培养目标

21世纪GIS技术的发展对GIS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在当前大环境下,制定地理信息系统专业本

科培养目标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一级学科的设置,二是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首先,不同的一级学科设置,其培养目标会有所差异.如以地理学为背景的GIS专业侧重于 GIS的应

用,包括与专业(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环境管理等)地理模型构建相结合,建立面向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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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GIS等;以测绘工程为背景的GIS专业侧重于信息获取和数据处理,包括地图与遥感技术结合,3S集

成,以及建立多尺度和时空GIS等;以计算机科学为背景的GIS专业则会侧重于GIS软件设计和系统开发

与集成,WebGIS的建设,数据共享、互操作方面[3-4].
其次,社会上对GIS人才的需求主要包括四大类———地学研究、GIS自身的理论研究工作、GIS软件

开发、GIS应用和项目组织管理[5].其中,科研方面一般需要的是GIS专业的博士或水平较高的硕士,软

件开发一般需要的是硕士生和水平较高的本科生,而应用方面则是以本科生为主[6].应用型人才一般要求

具备一定的GIS软件开发能力,对GIS系统非常了解,有实际操作经验,能独立完成系统和数据库的日常

维护以及大量数据采集与编辑、制图工作等.当前,各层次人才的需求量呈金字塔形,以应用型人才的需

求数量最大,并且在今后GIS的普及与推广中,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还会不断增加.
综上,结合本校为综合性大学的特点和本专业以地理学为依托的实际情况,本研究从顺应GIS人才市

场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出发,对本科GIS专业制定了如下培养目标:在掌握扎实地理学知识的基础上,
培养全面掌握GIS专业基础理论,具备GIS应用技能和一定的GIS软件系统开发能力,能够胜任城市、区

域、资源、环境、交通、人口、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从事与地理信息系统有关的技术应用与系统开发等

机构工作的基础性专门人才.

2 GIS专业毕业实习改革与成效

2.1 历年毕业实习大纲调整

实习大纲调整主要着力于学时、实习方式和实习内容3个方面.为更好地说明毕业实习的改革举措,
本文对2002级至2008级GIS专业毕业实习大纲进行了纵向对比,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2002—2008级GIS专业毕业实习大纲情况

年级 学分 实践周数 开课学期 主要实习内容 实习方式

2002 7 4周 7 参观实习、专项实习、GIS综合实习 校内实习

2003 7 5周 7
GIS软件实习、专项野外实习、参观

实习、GIS综合实习
校内实习

2004 7 9周 7
GIS软件实习、专项野外实习、参观

实习、GIS综合实习
校内实习

2005 7 9周 7
GIS软件实习、专项野外实习、参观

实习、GIS综合实习
校内实习

2006 7 9周 7
GIS软件实习、专项野外实习、参观

实习、GIS综合实习

校内实习(个别学生可

自主联系校外实习)

2007 8 9周 7
到企事业单位参加 GIS相关项目的

生产实习、校内GIS综合实习

校外基地实习、校内

实习

2008 8 12周 7
到企事业单位参加 GIS相关项目的

生产实习、以导师项目带动学生实习

校外基地实习、校内

实习、自主联系实习

  从表1可以看出,实习周数在不断增加,从最初的4周时间逐渐增加到08级的12周,实习周数的增

长极大地改善了由于实习时间短而带来的实习深度不够的问题.以02级为例,较短的毕业实习时间使得实

习内容相对简单,实习容量小,实习质量不高,学生对实习内容刚有一点点的深入又因实习时间的结束而

草草地撰写了实习报告,提交了专项实习作业.
其次,随着实习周数的增加,实习内容也相应丰富起来.02级学生的实习主要以见习为主,通过参观

了解重庆市GIS研究与开发现状.这主要是由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是本校新建专业,尽管在申办时对培养

目标、课程建设、教材、师资队伍等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对毕业实习方案探讨不足,导致第一届毕业生毕

业实习仓促而简单.总结问题后,对03级学生就增加了行业主要软件的应用实习,包括ERDAS,Map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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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Info,ArcGIS,GIS综合实习中增加电子地图制作,并确定重庆地理信息中心和重庆邮电大学GIS软件

开发实验室为参观实习地点.之后根据历届毕业生实习情况,对实习内容逐步做出调整,使内容更贴合学

生实际需求.
在实习方式上,单一的校内实习延续了5年.校内实习可以方便管理与考核,对巩固课堂知识有较大

帮助,但是毕竟不是生产实习,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锻炼是不足的,单一的校内实习对学生毕业后迅速

融入社会、适应工作的作用微小.综合考虑本专业特性和学生实际情况,于是从07级开始实行校内校外2
种实习方式并行,为专业发展积极增加对外联系、开拓实践基地,并基本规范了校外实习学生在实习单位

的作业要求和实习单位对学生实习成果的评定制度.
2.2 毕业实习基地建设

从2007级学校实行GIS专业校内校外毕业实习并行后,目前这2种实习的方式、内容和考核制度也

日臻完善.2007级时,校内实习为集中式,即根据实习大纲,制定详细的实习计划,统一安排和组织所有

校内实习生;到08级革新为导师制,即以教师的项目带动学生实习,每个教师必须提供相应的项目及实习

内容,供学生选择,每个教师至少指导1人,最多不超过3人.以这样的实习方式确保校内实习学生的实习

质量,改善了过去校内实习内容重复、不系统、无针对性和脱离科研的情况.这部分学生在实习结束时,以

答辩的形式进行考核.
校外基地实习则因经费问题和西南地区GIS发展不够成熟、相关企事业单位较少的实际情况,仅设在

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数字城市等单位.校外实习对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倾向和了解社会需求等方面具有

较大帮助.目前实习单位为本科生提供的岗位多偏应用型,且可以选择的实习单位较少,因此开发更丰富

的GIS实习单位也是优化学生毕业实习活动的重要工作之一.不过,应我方要求,实习单位在实习周数内

会尽量为实习生调换多个岗位,使实习生能接触到GIS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学生也被定位为一名真正的

员工.
2007级GIS专业44名学生,有32名选择校内实习,12名选择校外基地实习;08级时全班46人,有

15名选择校内实习,31名选择校外基地实习,出现了1∶2的校内校外实习人数比例.这从侧面反映了学

生对接触社会实际工作的积极需求.
2.3 毕业实习效果探析

通过学生座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毕业实习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进行了调查.
我们对2007,2008级毕业生分别召开了座谈会,了解新实行的毕业实习方案存在哪些优点与不足.总

结发现,校内实习:①实习内容全面,研究课题具有一定挑战性,学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用GIS思维解

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②对遥感、GIS软件的应用以及GIS的软件开发都有接触,使GIS综合应用方

面得到巩固,更利于长远的职业选择,择业面更宽;③提高了科研水平,为有意在GIS方向上继续深造的

同学作了一个良好的铺垫.但是,校内实习都是和熟悉的人一起完成课题,从适应新环境和处理新事件的

角度来说是不利的,特别是心理得不到锻炼;其次,由于学生没有接触到一整套的工程(项目)操作流程,
对就业后工作快速上手有影响;再则,由于本专业是新建专业,实验室建设和硬件设施不配套,对高效完

成实习项目有一定影响.校外基地实习:①涉及实际的生产工作,是在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有利于训练

解决实际问题和随机应变的能力;②在公司的环境中磨练,有助于学生找到未来工作的兴趣点,帮助学生

明确职业方向;③实习不仅涉及专业知识的灵活运用,还对学生的情商有要求,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锻炼

心智,促进学生的心理成熟;④企事业单位实习,有正常的作息要求,实习时间紧凑,不浪费.但是,实习

单位提供的实习岗位多为基础数据处理类,所实习的专业技能单一;其次,缺少自由发挥的平台与空间,
实习生都是在单位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做事,包办过多,且单位生产基本流程化,所以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

的机会较少;此外,在公司进行生产实习,由于比较忙碌,对其他相关就业信息了解较少,可能导致错失其

他就业机会.
同时,为进一步探究近几年学校组织的毕业实习对学生GIS综合技能是否有提升,对学生找工作是否

有帮助,我们对GIS专业2006级54名学生、2007级44名学生和2008级46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跟踪调查,
分别回收有效问卷38份,38份,46份.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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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6,2007,2008级GIS专业校内、校外毕业实习效果

调查内容 年级
实习效果

有极大作用/% 有较大作用/% 有些微作用/% 没有作用/%

对提升GIS综合

技能的作用

2006 3 52 42 3

2007
校内 4 33 58 8
校外 7 57 36 0

2008
校内 27 33 40 0
校外 16 55 23 3

对找工作的作用

2006 0 29 58 13

2007
校内 4 29 54 13
校外 14 57 29 0

2008
校内 7 43 43 7
校外 13 48 35 3

  从表2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学认为校内GIS综合实习对提升综合技能有较大帮助,以校内、校外对比

分析来看,学生对校外实习的效果评价整体要好于校内实习.但调查也发现,对于找工作所起到的作用不

强,甚至有10%~13%的学生认为对找工作没有任何帮助.从这里反映出校内实习虽然巩固了专业技能,
但是它与市场和社会需求可能存在脱节,对学生就业帮助有限.

学生从总体上肯定了本专业现有的实习体系、实习内容和实习模式.但也指出了校内、校外实习存在

的不足,尤其体现在校内实习内容与社会需求不接轨,而校外实习内容较单一的问题上,如以应用

ArcGIS,CAD,MAPGIS等软件进行基础数据处理和数据库建库为主,对运用GIS解决问题的综合技能达

不到较大提升.
2.4 GIS专业就业情况调查

GIS专业学生的就业意向和实际就业去向是毕业实习改革成效的有力证明之一.同时,学生能获得称

心的工作岗位和有能力胜任工作需求也是毕业实习改革和模式探索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为此,本研究对2010,2011,2012届GIS毕业生进行了“毕业后可能去向”的问卷调查,并统计了2011,

2012届GIS学生毕业后“实际就业去向”,结果如表3、表4所示 .从近三届GIS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可以看

出,学生对未来发展的意向偏向依次是GIS应用、从事非GIS相关工作、考研深造、GIS开发、GIS产品销

售.从近两届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来看,70%以上的学生最终从事了GIS相关工作或者在GIS领域里继续

深造.
表3 2010,2011,2012届毕业生就业意向统计表

毕业可能去向

(可多选)

2010届

人数

校内

2011届

人数

校内 校外 合计

2012届

人数

校内 校外 合计

GIS应用 13 9 2 11 6 9 15
GIS二次开发 6 2 3 5 1 7 8
GIS销售 7 1 1 2 0 0 0

考研 7 1 12 13 7 0 7
公务员 2 0 2 2 1 3 4
教师 1 0 0 0 0 4 5
其他 9 4 6 10 3 7 10

  就业意向和就业去向体现了学校培养从事与地理信息系统有关的技术应用与系统开发等机构工作的基

础性专门人才的目标,同时也反映了时代和市场的需求.自从我国将信息产业列入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

信息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地理信息系统产业获得了极大发展,尤其是随着“中国GIS协会”和“中国海外

GIS协会”的成立以及一批相关高科技企业的建立,我国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已经步入初步繁荣阶

段,为GIS专业毕业生提供了大量的应用、研究与开发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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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1,2012届GIS毕业生就业去向统计表

就业去向 有效人数及占总数比

总  计
2011届

n=34 比例/%
2012届

n=32 比例/%
GIS应用 5 15 7 22
GIS软件与程序开发 3 9 4 13
GIS市场销售与管理 3 9 2 6
GIS相关事业单位 3 9 4 13
GIS教育与研究 11 32 8 25
其它 9 26 7 22

  注:2011届总44人,有效统计34人;2012届总46人,有效统计32人.

3 毕业实习改进建议

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理科学类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06—2010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中提出,要重视培

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地理科学类专业应该有自己的实习基地.学生在加强基础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应发展

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特长,低年级学生可以不分专业而按学科大类进行培养,高年级学生根据自己的兴

趣、学校的条件和特色再选择专业,按专业方向分流培养,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定位应以满足社会一般需求

为主.
根据会议报告精神与建议,结合我校地理科学类专业于第三学年度进行专业方向分流培养的方式,以

及多年来地理信息系统专业教研组对历届毕业实习情况的调查与总结,为探索出科学合理的毕业实习模

式,在此提出能对校内校外实习扬长避短的毕业实习新方案.
实习目标上,依然坚持以培养学生应用GIS创新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全面巩固GIS应用与开

发的实践技能为主要目的.
实习内容上,加大新技术和3S技术集成方面的应用,使校内综合实习基本涵盖13个专业训练内容,

包括控制测量、细部测量、地籍测量、地形图读图与补测、定向运动、电子地图制作、GIS分析、GIS软件

开发、主要GIS软件应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应用、遥感解译、GPS测量和3S综合实习.此外,对导师上

报的科研实习项目内容进行审核,对校外基地实习的生产内容进行规范,确保实习内容的有效性.
实习方式上,实行见习、校内实习、校外基地实习的三结合.本校GIS专业学生是从大三开始全面学

习GIS专业知识与技能,整体而言,专业实践训练时间紧,因此可充分利用第6学期到第7学期之间的暑

假,从7月中旬开始为期两周的单位见习.从见习中了解公司企业对GIS人才的需求特点,了解自身技能

上的不足,为之后的实习提前查漏补缺;8月到12月进行毕业综合实习,首先进行校内实习2个月,巩固

GIS综合技能,弥补自身不足,再进行校外实习3个月,实习期间可进行毕业论文选题和工作单位落实.通

过这种实习方式,学生两种实习都能参与,充分发挥了校内校外实习的长处.
实习评价上,实习基地实习由指导教师及实习接收单位考核.校内以项目制实习的学生,参加由GIS

系组织的答辩考核.考核时,由参加考核的教师无记名投票,三分之二以上老师同意,为通过实习综合考

核,否则,学生必须重新实习,相关实习费用由学生承担.
基地建设上,除长期合作的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重庆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外,还增加重庆市勘测

院等单位,扩大学生参加GIS相关项目生产实习的广度.完善与规范单位实习的岗位轮换制度.由扩大实

习基地而产生的教育经费则需根据校企间的协商情况及校方的支持力度来解决.
除上述外,GIS学生的毕业综合实习还可以做如下改进:①校内实习方面,可以建立校内工程项目基

地,效仿公司机制和流程、模拟典型实际工作流程,用实际项目对学生进行专业实习;②继续创造更好的

科研环境,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实践证明,虽然研究性实习有一定的难度,但对学生很有吸引

力,能使学生从被动应付变为主动参与,不仅提高了基本操作技能,也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③以在渝GIS相关企事业单位为依托,持续“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模式,一方面增加学生校外实习场所,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实习岗位性质的合理安排,根据学生需求提供开发、应用、管理等不同层次实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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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健康发展既要着眼于社会需求,也要注重学生个性发展[2];④为了满足社会对高层

次GIS专业人才的需要,需注重学生GIS软件开发能力的培养与实践,多提供GIS应用系统和应用功能模

块开发以及 WebGIS的应用及开发等相关实习内容.

4 结  语

到目前为止,新一轮的毕业综合实习大纲还在筹划与制定当中.通过对每一届学生的跟踪调查,发现

实习中的不足与需求,不断改革实习环节,以求适应GIS人才培养的需求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通

过对西南大学GIS专业毕业实习情况的分析与总结,提出了本科GIS专业学生的毕业实习模式构建,以及

对现有实习体系、实习内容和方式的改进意见,指明了毕业实习改革的方向.当然,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

院校在毕业实习上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作为地理信息系统专业本科培养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希望对其他

高校在GIS人才培养和专业实习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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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eformandEffectofGISSpecialtyonGraduateInternship

LUOHong-xia, ZOUYang-qing, YUTian-xia, WANG Jun
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specialtyof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hasthecharacteristicofpracticaloperation.The
undergraduateinternshipisthetouchstoneofundergraduateeducationandthemajorprocessofenhancing
thestudents’comprehensive.ItplaysanimportantroleinGIStalenttrainingprocess.Inthisarticle,the
reformpracticeanditsresultsonthegraduationpracticehavebeendiscussedtotheGISprofessionalof
SouthwestUniversityfromthetraininggoal,theinternshipprogram,baseconstruction.Andtheeffect
andemploymentsituationhavealsobeenpracticed.Itputsforwardtheproposalofthefurthergraduation
internshipreforminordertofindthebestpracticemodel.Atthesametime,itcouldprovidereferencein
GISspatialitygraduationpracticeandtalenttrainingforotheruniversities.
Keywords:GIS;undergraduateinternship;reform;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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