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科学学院《地理信息系统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08311053

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

先修课程：地图学、遥感

总学时数：54 学分：3

适合专业：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测绘工程

（一）课程教学目标

《地理信息系统》是高校地理专业的必修课，它是一门介于地球科学与信息

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GIS 已成为现代地学研究的强有力的技术工具，代表着地

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GIS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日趋成熟，在社会上将会得到

广泛应用，它对地理学的振兴有重要意义。本课程的任务是让学生掌握地理信息

系统的基本理论，空间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方法，培养学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初

步应用能力。

（二）课程的目的与任务

该课程注重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理论，全面系统讲述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体

系，重点突出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理论、技术与应用。

该课程力求将地理空间基础理论、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的

实践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学习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方法的同时，掌握与地理信息系

统的技术实现和方法应用有关的基础理论，从而使学生能够真正领会和把握作为

现代高科技的地理信息系统的科学性、技术性和实践性。

（三）理论教学的基本要求

掌握地理信息系统组成及其功能；了解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阶段；掌握空间

数据模型；理解空间数据结构；了解空间数据的组织和管理；了解空间数据的采

集及处理；掌握空间分析方法。

（四）实践教学要求

实验（上机）

学时
18 应开实验项目个数 7



实验项目

编 号

实验项目

名 称
内容提要

学时

分配

实 验

类 型

每组

人数

必开/选

开

0811002301
常用设备的

认识与ArcGIS
操作基础

了解数字化仪、扫描仪、打印

机或绘图仪使用方法，认识实

验主要应用软件：ArcGIS
2 验证性 1 必开

0811002302 空间数据配准
理解物理坐标与用户坐标的概

念及其转换关系。
2 验证性 1 必开

0811002303 空间数据采集
用数字化仪或扫描矢量化方法

采集地理空间数据
2 验证性 1 必开

0811002304
空间数据库的建

立

掌握GIS空间数据库建立的基

本方法
2 验证性 1 必开

0811002305 地理查询
利用GIS工具进行相关的地理

查询
2 设计性 1 必开

0811002306
GIS基本空间分

析

掌握GIS基本空间分析的操作

方法
2 验证性 1 必开

0811002307 空间分析应用
利用基本空间分析方法解决应

用问题
2 综合性 1 选开

0811002308 地形分析
基于DEM提取坡度、坡向等

地形因子
2 验证性 1 选开

0811002309
专题图的制作与

地图输出

用ArcGIS软件编制地学统计

图或专题图，并输出地图
2 综合性 1 必开

小计 18

（五）教学学时分配数

章次 各章名称
总学

时

学时分配

讲课 实验 上机 课外 小计

1 绪论 4 4 0 4

2 地理空间数学基础 4 2 2 4

3 空间数据模型 4 4 0 4

4 空间数据结构 6 6 0 6

5 空间数据组织与管理 10 8 2 10

6 空间数据采集与处理 6 4 2 6

7 GIS空间分析原理与方法 10 6 4 12

8 数字地形分化 2 2 2 2

9 空间统计分析 4 2 2 4



10 地理信息的可视化 4 2 2 4

（六） 大纲内容

第一章 绪论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讲述，使学生初步掌握 GIS的基本概念，为进一步深入学习打下

基础。

教学要求：

1. 了解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应用领域、地理信息系统与其它学科的联系

及国内外 GIS的发展概况；

2. 理解 GIS的构成和功用；

3. 熟练掌握 GIS的相关概念、及其与其它 IS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基本知识点:

GIS 概念；GIS 发展；GIS 构成；GIS 的功能；GIS 主要应用领域；GIS

相关学科。

教学重点及难点:

GIS概念；GIS的功能。

学法指导：

本章主要使用讲授方式，辅以案例式、问题式、点拨式等方式指导学生进行

学习。

作业：

1．一个完整的 GIS系统有哪几部分组成？其主要功能有哪些？

2．GIS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国内国外的发展有什么不同？

3．举例说明 GIS可应用的行业。

小结：

本章讲授了地理信息系统基本概念，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构成，地理信息系

统的功能简介，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通过学习学生可以对地理信息系统有初步

的认识。

第二章 地理空间教学基础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空间参考系统和空间投影，空间数据的类型与

关系。

教学要求：

1.了解地理空间模型；

2.理解空间参考系统和空间投影；

3.掌握空间数据的类型与关系。

基本知识点:

地理空间模型；空间参考系统和投影系统；空间数据的类型及关系；空间元

数据。

教学重点及难点:

空间参考系统和投影系统；空间数据的类型及关系。

学法指导：

本章主要使用讲授方式，辅以案例式、问题式、讨论式等方式指导学生进行

学习。

作业：

1.地球表面、大地水准面及地球椭球体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地理空间数据的描述有哪些坐标系？相互的关系是什么？

3. 空间数据的类型及关系？

小结：

本章主要讲授地理空间模型，空间参考系统和空间投影。通过学习学生对空

间投影有初步的认识，掌握常用的投影。

第三章 空间数据模型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地理空间以及空间抽象，进而了解空间数据概

念模型、空间数据逻辑模型，以及进一步讨论空间数据与空间关系。

教学要求：

1. 了解地理空间概念、描述及空间实体；

2. 了解空间认知和抽象；

3. 了解各种模型的定义及应用；



4. 掌握模型的设计及表示；

5.掌握空间数据类型及其表示以及空间关系。

基本知识点:

空间实体及其描述；模型定义及应用；模型设计；空间数据类型；空间关系。

教学重点及难点:

数据模型设计；空间关系。

学法指导：

本章主要使用讲授方式，辅以案例式、问题导向式、讨论式等方式指导学生

进行学习。

作业：

1.空间实体关系一般具有哪些主要的特征？

2.谈谈你对空间概念模型的理解？

3.逻辑数据模型的主要设计内容有哪些？

小结：

本章主要讲授空间数据模型，主要包括概念模型、逻辑模型、物理模型等。通过

学习学生对空间数据模型有深刻的理解。

第四章 空间数据结构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栅格数据结构及矢量数据结构的图形表示、获

取方式、编码方法，了解三维数据结构。

教学要求：

1. 了解地理实体的概念、描述及空间特征；

2. 了解三维数据结构；

3. 理解栅格数据结构及矢量数据结构的图形表示、获取方式、编码方法；

4. 掌握矢栅一体化数据结构。

基本知识点:

空间实体及其描述；栅格数据结构；矢量数据结构；矢栅一体化数据结构；三

维数据结构。

教学重点及难点:



栅格数据结构；矢量数据结构。

学法指导：

本章主要使用讲授方式，辅以案例式、问题导向式、讨论式等方式指导学生

进行学习。

作业：

1.拓扑空间数据结构主要有哪些？

2.栅格空间数据结构有哪些？

3.栅格、矢量数据结构的优缺点？

小结：

本章主要讲授空间数据结构，主要包括矢量空间数据结构、栅格空间数据结

构、矢栅一体化空间数据结。通过学习学生对空间数据结构有深刻的理解。

第五章 空间数据组织与管理

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空间数据模型及空间数据库的设计，能够进行空间数据库的建立

与维护。

教学要求：

1. 了解三维数据结构地图投影的变形及相关投影公式；

2. 理解空间数据库、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概念；

3. 掌握空间数据模型及空间数据库的设计；

4. 能够进行空间数据库的建立与维护。

基本知识点:

空间数据库的概念；空间数据模型；空间数据库的设计；空间数据库的建立

与维护。

教学重点及难点:

空间数据库的建立。

学法指导：

本章主要使用讲授方式，辅以案例式、问题导向式、讨论式等方式指导学生

进行学习。



作业：

1.空间数据库的概念

2.数据库领域中最常用的数据模型有哪些？

3.空间数据管理模式有哪些？

小结：

本章主要讲授空间数据库的基本概念。通过学习学生能够进行空间数据库的

建立与维护。

第六章 空间数据采集与处理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空间数据采集与处理的基本原理，掌握空间数

据采集的基本流程。

教学要求：

1.了解空间数据来源；

2.理解及掌握空间数据采集与处理的基本原理；

3.掌握矢量数据及栅格数据相互转换的基本方法；

4.掌握矢量数据压缩的基本方法。

5.融入我国空间数据采集方法的历史变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道路

的重要性。

基本知识点:

数据源分类及特征；空间数据采集与处理的基本原理；数据重构；矢量数据

压缩算法；空间数据误差。

教学重点及难点:

空间数据采集与处理的基本原理；数据重构

学法指导：

本章主要使用讲授方式，辅以案例式、问题式、讨论式等方式指导学生进行

学习。

作业：

1. 栅格数据重采样的几种方法。

2. 空间数据编辑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3. 分析空间数据误差的主要来源

小结：

本章主要讲授空间数据与采集的基本流程，采集后的数据处理过程，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空间数据的误差来源。

第七章 GIS基本空间分析

教学目的：

空间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统区别于一般空间系统的重要的特征。通过本章的学

习，使学生理解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窗口分析及网络分析的基本原理，掌握

以上基本分析实现方法。

教学要求：

1. 了解 GIS基本空间分析的内容；

2. 理解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窗口分析、网络分析的基本原理；

3. 掌握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实现方法。

4. 在授课中将空间分析的方法利用与精准扶贫，社会公共资源分布相结合，

增强学生的专业自信心及社会责任感。

基本知识点:

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窗口分析、网络分析。

教学重点及难点:

叠加分析、网络分析及窗口分析。

学法指导：

本章主要使用讲授方式，辅以案例式、问题导向式、讨论式等方式指导学生

进行学习。

作业：

1. 叠加分析的基本原理及流程。

2. 网络分析的基本原理及流程。

3．窗口分析的基本原理及流程。

小结：

本章主要讲授空间分析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窗口

分析及网络分析。通过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的基本流程。



小结：

第八章 DEM与数字地形分析

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 DEM 发展历程，理解 DEM 基本原理，掌握 DEM 建立的基本

过程及利用 DEM进行数据地形分析的方法。

教学要求：

1. 理解 DEM内涵。

2. 掌握 DEM建立流程。

3. 掌握 DEM数字地形分析方法。

基本知识点：

DEM概念；DEM内插方法；数字地形分析方法（基本地形分析、地形特

征分析、流域及可视性分析）。

教学重点及难点：

DEM数字地形分析方法。

学法指导：

本章主要使用讲授方式，辅以案例式、问题导向式、讨论式等方式指导学生

进行学习。

作业：

1. DEM数据源及其特点。

2. 简述规则格网及 TIN数字地形分析的主要内容。

3. 思考 DEM在 GIS空间数据与空间分析中的作用与地位。

小结：

DEM作为 GIS 一种重要的数据源，其包含丰富的地形信息。基于 DEM 数

据，能够提取基本的地形因子信息，获得区域地形特征，并进行流域及视域分析。

通过本章学习，能理解 DEM数据的内涵，掌握基于 DEM进行数字地形分析的

方法与过程。

第九章 空间统计分析

教学目的：

空间统计分析主要是主要是利用空间位置自相关分析。通过本章的学习，学



生能够了解常用的统计量、理解探索性空间分析的内涵，掌握探索性空间分析、

分级统计分析、空间插值等基本方法与流程。

教学要求：

1. 了解基本统计量。

2. 理解探索性数据分析的内涵，掌握探索性分析过程。

3. 理解空间分级统计及空间插值的内涵，掌握空间分级统计及空间插值过

程。

基本知识点:

基本统计量；探索性空间分析；空间插值。

教学重点及难点:

探索性空间分析内涵及过程。

学法指导：

本章主要使用讲授方式，辅以案例式、问题导向式、讨论式等方式指导学生

进行学习。

作业：

1. 阐述探索性空间分析数据分析的一般步骤。

2. 解释统计分析、空间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空间插值。

3. 了解距离倒数加权法、趋势面法、克里金插值几种空间插值方法的优缺

点。

小结：

空间统计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统重要的空间分析的方式。通过本章的学习，了

解了空间分析的基本统计量，尤其理解了地统计空间分析的内涵及分析过程，掌

握了空间分类统计、空间插值等方法。

第十章地理信息可视化

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可视化的一般原则，掌握空间信息输出的方式，理解地理信息可

视化的表现方式，掌握几种常用的 GIS空间数据的方法。

教学要求：

1.了解空间信息输出的方式与类型及可视化的一般原则。



2.理解可视化表现方式，掌握几种常用的 GIS空间数据可视化方法。

3.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与职业教育内容，强调制图工匠精神与政治敏感意识、

注重安全保密意识。

基本知识点：

空间信息输出方式；可视化一般原则；可视化表现形式。

教学重点及难点:

空间数据可视化表现形式。

学法指导：

本章主要使用讲授及演示方式，辅以案例式、问题导向式、讨论式等方式指

导学生进行学习。

作业：

1. 简述空间信息可视化的概念及形式。

2. GIS输出产品有哪些，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3. 空间信息可视化表现形式？

小结：

本章主要讲授地理信息可视化的一般原则及常用的地理信息空间数据可视

化的常用方法。通过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常用的空间数据可视化方法。

（七）课程有关说明

教学方式采用多媒体教学；考核方式为闭卷考试，考试成绩占 70%，实践教

学环节占 30%。

本教学大纲应随着教学实践的深入，及时予以补充和完善。

（八）主要教学方法与媒体要求

教学方法：讲授法、启发式教学、讨论法、实验法

媒体要求：多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的方式

（九）使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教 材：《地理信息系统教程》，汤国安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主要参考书：1.《地理信息系统》，汤国安，科学出版社，2006；

2.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黄杏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地理信息系统》，张超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4.《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和应用》，乌伦等，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5.《地理信息系统》，汤国安，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6.《地理信息系统基础》，龚健雅，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7.《地理信息系统建库技术及其应用》，毛锋等，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8.《数字地球导论》，承继成，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十）推荐的教学网站和相关专业文献网站

信阳师范学院网络空间；中国知网。

（十一）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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