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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推荐表 

                                                             
1 提供最近三个学年（2019-2020 学年、2020-2021 学年和 2021-2022 学年）授课情况。可自行增加行数。 

案例名称 
思政引领、夯实基础、打造卓越、对接标准的课堂改革与探索 

——以《GIS 技术及应用》课程为例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课程属性 课程类型 所属专业（代码） 学时 

GIS 技术及

应用 
06102E13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纯理论课 

理实一体化课

□纯实践课 

420303 48 

二、授课1情况 

授课教师 授课时间 授课班级 所属专业（代码） 学生评教分数 

常德娥 2019-2020-2 学期 18 级 4 班 
测绘地理信息技

术（420303） 
优秀 

常德娥 2020-2021-1 学期 19 级 4 班 
测绘地理信息技

术（420303） 
优秀 

常德娥 2021-2022-1 学期 20 级 3 班 
测绘地理信息技

术（420303） 
优秀 

三、案例内容 

（一）摘要（500字以内） 

1、课程介绍：《GIS 技术及应用》是一流高水平专业“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的“专业

核心课”，重点开展空间思维和空间技能训练，提升实践动手和创新应用能力。通过学习本

课程培养学生数据采集与编辑、数据处理与分析、数据查询与制图输出的综合能力，养成

规范数据生产、精益求精、热爱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具有团队精神和科学审美的地理工匠。 

2、教学模式：课程以“学生为中心”，以“课程思政”为引领，以“测绘地理信息产

业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为指导，以“1+X”职业资格及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夯

实基础、打造卓越、对接标准”为目标，构建了“思政引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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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训练、对接证书标准”的“递进式”课程教学模式，实施“成长监测+成果评价”的形

成性多元课程评价，以达到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和复合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 

本案例以课程思政为引领，将专业特色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的全过程，实现价

值塑造、能力培养与知识传授的有机统一。依托省级精品开放课在线平台，开展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解决教学重点，夯实基础技能。打造“全系列技能训练”，对接“1+X 证书”标

准，通过“虚拟仿真训练”突破课程教学难点，联合“产教融合训练”进行高阶职业技能

训练，培育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通过创设 GIS 竞赛卓越（创新）班及工作室，推进“全

系列”竞赛选拔与训练，对接“1+X”标准，突破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壁垒，打造卓

越人才培养。 

3、改革成效：近三年，基于课堂教学改革实践成效显著。课程评教 3次优秀，最高分达

97.49 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新创业能力明显提升，在全国 GIS 技能竞赛中

获奖 20 多项，在省“挑战杯”竞赛中获奖 3 项，在省创意地图设计大赛中获奖 2 项，1+X

证书通过率达 80%以上。 

（二）解决的问题（500 字以内） 

1、以“学生为中心”，定制了“递进式”的教学目标，解决了分层教学、因材施教难

以开展的困境。 

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学习需求为出发点，定制了“夯实基础、打造卓越、对接标准”

的课堂目标，实施了“递进式”的课程教学目标。 

2、以“学生为中心”，精选了教学内容：解决了学生学习目标不清、任务不明、动力

不足的问题。 

在教学中精选真实具体、生动活泼的教学案例，学生的课堂任务明确，以任务驱动教

学，目标清晰，技能要求具体、规范，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明显提升，成效显著。 

3、以“学生为中心”，组织了“渐进式”的教学活动：解决了技能学习与“赛”、“证”

脱节的问题，驱动了学生的高阶能力。 

以“思政为引领”，通过组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全系列技能训练”+“对接证书

标准”的“渐进式”教学活动， 达成了“夯实基础，打造卓越、对接标准”的教学目标，

实现了“课”、“赛”、“证”融通。 

4、以“学生为中心”，实施了多元学习评价：解决了学习评价模式单一化的问题。 

将“成长监测+成果评价”贯穿于技能学习的全过程，实施“形成性多元”评价，突破

了课程学习评价模式的单一化，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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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解决策略（思路、过程和做法等，2000 字以内） 

1、思路： 

以“学生为中心”，以“课程思政”为引领，以“夯实基础，打造卓越，对接标准”为

目标，构建了“思政引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全系列技能训练、对接证书标准”的课程

教学模式，实施“成长监测+成果评价”的形成性多元课程评价，以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和

复合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如图 1。 

 
图 1 课堂改革思路 

2、过程： 

（1）思政引领：将专业特色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实现价值塑造、能力

培养与知识传授的有机统一。 

课程构建以“行业数据生产标准、规范”以准绳，培养热爱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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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具有科学严谨、精益求精，团队精神和职业信仰的新时代地理工匠，将“课程思政”

融入课程教学的始终。 

（2）基于省级精品开放课，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夯实技能基础。 

基于省级精品开放平台，以“测绘地理信息产业新工艺、新技术、新规范”为指导，

依据岗位工作过程构建教学项目，以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推进课堂教学。 

本案例摘取教学项目三的任务 2-地物的几何特征表达。通过任务驱动知识点、技能点

学习，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实现“理实一体化”，如图 2。 

 

图 2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教学项目及本案例教学内容 

（3）推进“全系列技能训练”打造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 

通过“虚拟仿真训练”突破课程教学中的难点，联合“产教融合训练”促成高阶职业

技能训练，促进知识拓展和技能提升，培育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推进“全系列”竞赛选

拔与技能训练，创设“GIS 技能竞赛”卓越（创新）班及工作室，实现创新型、应用型人



 

  5 

才的培养，如图 3。 

 

 

 

 

 

 

 

 

 

 

图 3 全系列技能训练打造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 

（4）对接“1+X证书”标准，打通复合技能型卓越人才培养的路径。 

依据“1+X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获取与处理证书”考证标准、重构课程内容，重组课程

技能训练案例，突破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壁垒，培养具有吃苦耐劳、精益求精、团

队协助、创新创业的地理工匠，打通复合技能型卓越人才培养的路径，如图 4。 

 
图 4对接“1+X”标准的高阶技能训练案例及本案例对标的高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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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施“形成性多元”评价，将“成长监测和成果评价”贯穿课程技能培养全过程。 

依据“夯实基础、打造卓越、对接标准”的培养目标，参考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技术规

范及标准，构建了“成长监测和成果评价”的课堂考核评价模块及比例，对学生学习全过

程进行信息采集和成果评价。 

3、做法 

以案例“项目三任务 2-表达地物的几何特征”为例进行详细阐述，包括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过程及考核评价，如图 5。 

 

图 5 案例教学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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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学生为中心”，定制“递进式”的教学目标：以满足不同层次同学学习需求

为出发点，定制了“夯实基础、打造卓越、对接标准”的课堂目标。 

以相同知识起点为出发点，向着不同的技能目标及素养目标晋升，完成不同层次的技

能及素养成就，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 

（2）以“学生为中心”，精选教学内容：精选真实具体、生动活泼的教学案例，明确

课堂学习任务及技能目标，提升学生课堂效率。 

首先，以“学生为中心”明确学习任务及技能目标，解决学生 “一知半解，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 的疑问。 

本案例的学习任务是地物几何特征的表达，基础技能目标是将地理空间实体抽象表达

能力。 

在授课中，引入典型地理实体，案例形象、真实，任务具体、明确。 

以“制作广州市的地铁线路图”为技能目标来完成“点、线数据编辑”的学习任务，

案例以“地铁站点、地铁线路”为具体“点、线数据”，讲授“点、线编辑”的内容及实际

案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授课目标清晰，学习任务明确，同学们的课堂参与度、积极性都

非常高，基本都可以做到 100%完成技能目标。 

（3）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渐进式”的教学活动：以“思政为引领”，通过“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全系列技能训练”+“对接证书标准” 达成“夯实基础，打造卓越、

对接标准”的教学目标。 

 精选课堂教学案例，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夯实基础技能。 

课前：学生首先线上领取学习任务，接着线下完成任务，最后线上提交课前任务成果。 

在【点、线数据编辑】环节，学生首先线上领取【查找“广州市的地铁线路图”】的任

务。接着，线下学习数据查找方法，并在查找数据的过程了解【点、线数据编辑】的适用

情境，完成数据查找，并了解广州市的城市发展历程。最后在线上提交查找到的“广州市

的地铁线路图”栅格图。 

在【面数据编辑】环节，课前发布“禹贡”视频学习资源，学习“大禹治水，定九州，

华夏九州的开篇”，让同学们领略中华典籍，学习先人的智慧，发表课前学习体会。 

课中：完成技能目标并反思课前任务成果存在的问题，并予以改进。 

在【点、线数据编辑】环节：将学生查找的“广州市的地铁线路图”栅格图，制作成

“一幅广州市地铁线路”矢量图。首先老师将详细分析及演示制作矢量数据需要注意的事

项以及关键技能点。接着学生对课前“查找数据”进行反思并改进（查找的数据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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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以及后续改进的方向），然后，学生根据老师的演示完成矢量图的制作。最后是数据

展示与分享环节，学生将自己制作的矢量图上传到线上平台，同学们互评并相互学习。 

在课堂中，同学们制作完成了一幅复杂的地铁线路图，学生获得了非常高的成就感。 

在【面数据编辑】环节：制作“华夏九州图”，完成【面数据编辑】的各项技能学习。

在完成了专业技能学习的同时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完成“华夏九州图”之后，很多同学

都被自己震撼而发布了朋友圈，表达了“热爱我华夏”的赤诚之心，实现了专业技能与课

程思政的有机统一。 

课后：升级技能训练，夯实基础技能。 

在【点、线数据编辑】环节：以完成技能升级任务“红军长征路线图”进行课后技能

提升，在加强巩固课中知识技能的同时通过制作“红军长征路线”，了解了红军长征历史，

以及长征路线中的各个城市站点，学习长征精神。与课内的“广州市地铁线路”遥相呼应，

感恩先烈，珍惜当下。    

在【面数据编辑】环节：以绘制“三国疆域图”来完成【面数据编辑】技能巩固，同

时也激发同学们对三国人物及三国故事的热烈讨论，增添了课程的趣味性。 

 通过“全系列技能训练”，提升创新应用能力。 

在夯实职业基础技能的基础上，展开“全系列技能训练”对同学们进行创新应用能力

培养。 

通过重组、汇编 GIS 全国技术技能应用竞赛试题及历届全国 GIS 技能大赛的优秀作品，

形成了有针对性的“全系列”提升训练案例。  

在本案例中学生需要提升和探索的创新应用能力为：三维地形模型和数字校园模型的

构建。将“行业数据生产规范”嵌入案例中，学生需要按照行业产业标准数据生成规范完

成两个案例模型构建，从而提升创新、应用能力。 

 对接“1+X”证书标准，打造复合技能型卓越人才。 

在本案例中学生需要对接的证书能力是：1:2000 地形图入库。根据“1+X”证书考核

标准，汇编了形成了卓越培养案例资源。 

学生根据老师发布的卓越训练任务，进行组队，组织协调任务分工。标准任务相对都

比较复杂、任务量较大，需要队员之间的通力配合，并进行深入探究。在深入解读“1:2000

地形图入库”考证标准规范的基础上，以科学严谨的地理工匠完成卓越任务。 

该任务一方面考察同学们对于问题的洞察和探究能力，激发同学们的科学精神，另一

方面考察同学们的组织协调能力及团队精神。 

至此，则完成了一个学习任务的闭合环，既保证了职业基础技能的学习与掌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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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了卓越技能培养，完成了“夯实基础、打造卓越、对接标准”的目标。 

（4）以“学生为中心”，实施形成性多元学习评价：实施“形成性多元”评价，将“成

长监测+成果评价”贯穿于技能学习的全过程。 

在职业基础技能学习阶段，以“成长监测”为评价标准，记录学生线上线下学习的全

过程；在卓越技能培养阶段，则以“成果评价”为主要评价依据，对学生个人及团队完成

训练作品成果进行打分。 

（5）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改革成效：学生的学习任务明确、学习目标清晰，对自

己的能力、潜力有了清晰的认知。学习的获得感、成就感得以满足，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的

职业生涯规划，分层效果显著。 

（四） 实施效果（500字以内） 

1、因材施教，向着不同技能目标及素养目标晋升，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一方面通过课堂学习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不同层次学

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分层效果显著。 

2、以思政为引领，学生的职业精神、职业认同感、使命感得到提升。 

将专业特色思政元素贯穿于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在课堂教学中始终以“科学、严谨、

精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引领激励学生，将职业精神和职业使命感深深植入学生心中。

学生的就业对口率 95%以上，毕业生获得用人单位一致好评。 

3、精选课堂教学案例，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学生的课堂任务明确、目标清

晰，学生的课堂任务完成率明显提升，课堂效果显著。 

通过精选真实具体、生动活泼的教学案例，任务清晰、目标明确，学生不再迷茫，课

堂技能训练任务完成率基本可达 100%，学生学习成绩明显提高，2022-2023-1学期 21地信

4 班学生的平均成绩达 82 分，优秀率达 45.1%,效果显著。 

4、通过全系列的竞赛技能训练以及对接“1+X”证书标准，学生的职业创新、应用能

力及“1+X”考证的通过率大幅度提升。 

通过“全系列技能训练”，学生 100%参加 GIS 校园技能竞赛，竞赛热情得到激发，并

且在在各项竞赛中获奖的数量及质量都有明显提升，“1+X”证书通过率超过 80%。 

5、通过实施“成长监测+成果评价”的形成性多元评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成

绩明显提高。 

将多元评价贯穿于技能学习的全过程，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成绩得到提升。同

时学生的通过率、优秀率得到提升。 

6、学生对教师授课的满意度提高，2020-2021-1、2021-2022-1学期课程教学学生评

价均为优秀，其中 2021-2022-1 学期学生评价分数达 96.7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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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与示范（500 字以内） 

1、思政引领：将专业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

与知识传授的有机统一。 

解决了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思政元素挖掘不系统，思政元素与职业素养培

养偏离的问题。 

2、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以“夯实基础，打造卓越、对接标准”为目标，通

过“全系列技能训练”以及对接“1+X”证书标准的卓越人才培养路径，满足了不同层次

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解决了创新型、应用型、复合人才培养的困境。 

 以“夯实基础，打造卓越、对接标准”为目标，实施分层教学，教学向着不同技能目

标及素养目标晋升，解决了课程教学无法兼顾技能竞赛及无法与“1+X”考证对接的难题，

实现了“课”、“赛”、“证”的联通。 

3、课程实施“成长监测+成果评价”的形成性多元评价，突破了课程考核评价模式的

单一化，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将多元评价贯穿于技能学习的全过程，对学生技能学习的全过程进行信息采集和记录，

突破了课程考核评价模式的单一化。 

（六）反思与改进（500 字以内） 

1、丰富课程思政资源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在现有专业特色思政资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内涵，引入更丰富系统的专业

特色的课程思政元素。另一方面需要丰富思政资源的表现形式，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进行

展示。 

2、进一步探索更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不断探索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新手段、新方法，融合竞赛、企事业实践案例，精选更

经典的实践教学资源，更新课程教学的手段和方法，满足学生个性化教育及发展的需求。 

3、不断完善在线学习平台和虚拟仿真训练的功能，突破教学中的重点、难点，进一

步完善课程考核标准。 

进一步优化课程评价的内容和形式，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4、建设新形态教材及优化在线开放平台的课程资源。 

依据改革成果，更新教材内容，建设新形态教材并进一步优化在线开放平台的课程资源

并丰富课程内容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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