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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简介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是计算机技术与现代地理学相结合的产物，以“3S”（遥

感、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定位系统）技术为代表，采用计算机建模和模拟技术实

现地理环境与过程的虚拟，以便于对地理现象进行直观科学的分析，并提供决策

依据。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是地球科学研究的基础技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重点研究关于地学现象与地学过程的空间表达，探讨空间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学校于 2002年设立地图学与地理地理信息系统硕士学位点，拥有资源环境信

息系统设计与开发、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应用、遥感信息分析与应用等三个稳定

方向。本学科利用“3S”技术为资源环境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撑，在资源与环境

数据自动化管理、空间分析与建模计算、环境灾害遥感监测与管理、地表参量遥

感数据模型及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模型、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决策分析等方面形成

了特色与优势。近五年，主持“基于地表参量的污水灌溉区农田生态安全遥感监

测研究”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余项，省部级课题 20余项，发表高层次论文 200

多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5项，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11项，年均横

向经费 400 万元左右，为国土、规划等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生态

山东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现有专业教师 16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导师 10人，同时有教授 5人，副教授 6

人，均具有博士学位；有省级协同创新中心（人地协调与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地表过程与环境生态重点实验室）等 17 个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研究生省级培养基地等 7 个

省部级人才培养实践基地、产学研合作基地。 

二、培养目标 

硕士研究生教育承担着为博士研究生教育输送合格生源和为社会培养各类高

层次专门人才的任务。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品德良好，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 

2．掌握遥感地图学、地理信息系统及地球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具有较强的从事科学研究、高校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论文写作能力和

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语言能力；具有较强地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的能力。 

4．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健康的身心素质。 

三、质量标准 

1.学科基本知识标准 

（1）具有良好的数学、物理、化学、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 

（2）具有良好的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应用基础； 

（3）具有良好的部门地理学基础； 

（4）具有一定的区域地理学基础； 

（5）较为系统地掌握所从事学科方向的专业基础； 

（6）具有地理数量分析的基础； 

（7）具有利用地图表达地理学问题的基本技能； 

（8）受过一定的野外调查技能训练。 

2.学术素养和学术道德标准 

（1）学术素养 

①了解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领域； 

②了解社会发展对地理学应用研究的要求； 

③了解国家关于地图和地理数据资料的保密规定； 

④尊重他人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与成果。 

（2）学术道德 

硕士生应遵守共同的学术道德规范。在地理学研究中，数据、地图和研究方

法是表征地理研究成果的几个重要方面，硕士生应对他人的这些成果能够进行正

确辨识，并在自己的研究论文或报告中加以明确和规范的标识。 



 

 

3.学术能力标准 

（1）获取知识的能力 

①能够熟练运用一门外语阅读本专业的学术文献，获取相关的知识、学术思

想、研究方法和技术； 

②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通过规范途径获取地理学的学术信息。 

（2）科学研究能力 

①能够对地理学领域的某一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评述； 

②能够应用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去解决具体的地理学实

际问题。 

（3）实践能力 

①至少能够在地理学的某一个方面从事学术研究或应用研究与实践； 

②应具备 GIS 二次开发的能力； 

③应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 

（4）学术交流能力 

能够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所用数据、研究

结果、结论和问题讨论等。 

（5）其他能力 

具备野外调查或调研所需要的组织、联络和沟通等社交能力。 

4.学位论文标准 

（1）规范性要求 

论文所包含的以下几个部分是不可缺少的：选题依据、研究进展综述、研究

方法和技术路线说明、数据和资料来源说明、研究结果、结论及其可靠性与有效

性分析。 

论文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论文选题的理论前提成立且可靠； 

②所有地图图件均需要采用国家标准地理地图或以之作为底图； 

③原始数据和资料要标注来源出处；野外试验点、采样点或所研究区域的样



 

 

本取样点必须配有全球定位坐标； 

④所有研究和分析采用标准或规定的分析方法，并注明出处；新方法必须详

细描述其机理、步骤与操作程序； 

⑤文中需附中英文图表题，计算式应清晰规范，必须用公式编辑器编排，并

有顺序号； 

⑥核心学术概念要明确、严谨、有效、避免将生活习语或流行语用作学术概

念；除了本一级学科惯用缩略语外，文中缩略语必须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全称； 

⑦论文必须有适量的外文参考文献，且与中文文献一起做到规范引用； 

⑧论文应用专门章节对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进行可靠性与有效性分析。 

（2）质量要求 

①选题应围绕一个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领域的学术问题或应用地理学的理

论和研究方法解决社会实践问题来进行； 

②所用数据详实和有效； 

③研究方法针对性强； 

④技术路线清晰可行； 

⑤逻辑较为严谨； 

⑥研究结果具体，可信度高； 

⑦写作规范； 

⑧结论明确。 

（3）创新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在地理学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可以是理论概念的创新，

方法的创新，开发新数据或创新现有数据的使用方式，研究问题的创新。具体如

下： 

①概念和理论的创新。在本学科领域提出新的概念或理论，新的概念和理论

具有一定的概括或解释能力； 

②方法的创新。使用和开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数据采集、观测、实验、分

析、测量、计算和展示的方法或指标体系，新的方法和指标体系有一定的合理性； 



 

 

③数据的创新。通过采用更为先进的观测或实验设备，或者设计新的调查方

案获得新数据，或者开发已有数据，用新的理论视角找到新的数据使用方式； 

④研究问题的创新。采用现有的理论或者方法，对最新出现的自然或人文现

象进行研究，并有一定的发现。 

四、学科(专业）方向 

1.资源环境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 

2.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应用 

3.遥感信息分析与应用 

五、培养方式 

硕士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导师指导与学生自学相

结合的培养方式。 

导师是硕士生培养的第一负责人，起主导作用。硕士生导师按照培养方案的

要求，因材施教，教书育人，严谨治学，全面关心硕士生的成长，定期了解硕士

生的思想状况、学习情况和科研进展，及时予以指导和帮助。 

硕士生指导小组配合导师全程参与硕士生的指导工作。由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3-5名高水平教师成立本专业指导小组，采取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保

证硕士生培养基本要求，提高硕士生的培养质量。 

注重学生自学能力提高，导师通过启发式教学，增强学生的独立思考、开拓

创新的能力，做到教学相长。 

六、学制与总学分 

研究生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4 年，其中课程学习至少 1 年，学位论

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12个月，应修总学分不少于 34学分。 

提前修满学分、完成学位论文并达到学校和本学科规定条件的硕士生，可申

请提前毕业。提前毕业的条件执行学校有关提前毕业的统一标准，提前毕业时间

一般为一年。 

为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鼓励研究生赴境外高校交

流学习，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可以确认为相关课程学分。 



 

 

七、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研究生课程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4学分，具体结构为： 

1.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 6学分；学科基础课程 8学分； 

2.必修课程：专业英语 2学分；专业必修课程 3门，6学分； 

3.选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 3 门，至少修满 6 学分；公共选修课程 1 门，至

少修满 2学分； 

4.创新实践：学术研讨 2学分；实践环节 2学分。 

同等学力、跨专业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专业大学本科课程 1-2 门，

补修课程不计学分，以通过考试为准。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教学计划 

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课 

S0000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2 36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S00002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S000004 高级英语 3 72 1.2 考试 外国语学院 

学 

科 

基 

础 

课 

S013G01 地理数学方法 3 54 1 考试 地理与环境学院 

S013G02 
地理信息技术与 

空间分析 
3 54 2 考试 地理与环境学院 

S013G03 论文写作指导 2 36 2 考试 地理与环境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S013I01 专业英语 2 36 2 考试 地理与环境学院 

S013I02 地理信息科学前沿 3 54 1 考试 地理与环境学院 

S013I03 遥感信息分析与应用 3 54 2 考试 地理与环境学院 

非    

学    

位    

课    

程 

专 

业 

选 

修 

课 

S013I04 空间数据挖掘 2 36 1 考查 地理与环境学院 

S013I05 定量遥感 2 36 1 考查 地理与环境学院 

S013I06 虚拟现实技术 2 36 1 考查 地理与环境学院 

S013I07 数字地球技术 2 36 2 考查 地理与环境学院 

S013I08 WebGIS二次开发 2 36 2 考查 地理与环境学院 



 

 

S013I09 遥感地学分析 2 36 2 考查 

S013I10 现代测绘技术 2 36 2 考查 地理与环境学院 

S013I11 时空大数据技术与方法 2 36 2 考查 地理与环境学院 

公 

共 

选 

修 

课 

 至少选修一门 2 36 1.2 考查 相关学院 

八、创新实践环节 

根据国家对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要求，强化实践环节、实践育人，突出创

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将创新实践环节作为研究生必修环节，包括学术研讨和其

他实践形式。 

1.学术研讨 

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贯穿整个培养过程。在校期间，参加学术研讨包括

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学术会议、读书报告会等。在学期间参加学术研讨不

少于 10次，主讲学术讲座不少于 2次。计 2学分。 

2. 其他实践 

硕士研究生需要有实践环节，可以是科研实践、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等。科

研实践的考核根据硕士生承担的科研任务完成情况及取得的科研成果综合评定。

教学实践与社会实践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学年进行。教学实践与社会实践的考核由

接受研究生参与实践的部门与指导教师综合评定。计 2学分。 

研究生每次参加的学术研讨和其他实践形式等都需有详细记录和不低于 2000

字的个人总结，毕业前形成个人创新实践活动手册，由导师或学科组进行考核，

考核合格后方可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九、中期考核 

硕士生实行中期考核制度。考核委员会由导师组组成，对硕士生入学以来思

想、课程学习、科研能力、论文准备、健康状态进行综合评估。中期考核时应提

交论文 1篇，字数不少于 5000字。中期考核时间一般在第三学期。中期考核不通



 

 

过者，应于 6 个月后再次进行考核。本学科建立淘汰分流机制，对没有达到培养

方案要求的研究生予以淘汰。 

十、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研究生的培养采取系统的理论学习、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必要的实践活动相结

合的方式，使研究生既牢固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又具有一定

的从事科学研究、高校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1.科学研究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具体形式和要求由各学院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根据学校总体要求和地理学科的《硕士学位基本要求》来制定，应不低

于学校的最低要求。 

2.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综合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为确保论文质

量，实行严格的论文审核制度。 

   （1）论文开题 

    第三学期期末确定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毕业（学位）论文题目，通过论

文开题报告论证，并写出论文研究计划。 

   （2）论文工作检查 

    硕士研究生用于学位论文的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导师组定期检查论文

写作计划的进展和完成情况，并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 

   （3）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 

    论文查重、论文预审（预答辩）、论文评审、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工作严格

按照山东师范大学的相关规定与要求执行。 

    学位论文规范格式、学位论文质量标准、学位论文的评审和答辩要符合国家

学位条例、国家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新要求、山东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等有关文件规定。 



 

 

十一、必读文献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硕士研究生必读文献目录 

序号 名     称 

1 毕硕本：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工程的原理与方法，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2 付品德，秦耀辰：WebGIS：原理和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3 何正国：精通 ArcGIS Server 应用与开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年版 

4 黎夏：地理模拟系统：元胞自动机与多智能体，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 

5 黎夏，刘小平，李少英 ：智能式 GIS 与空间优化，科学出版社，2010 年

版 

6 李崇贵：ArcGIS Engine 组件式开发及应用，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 

7 李德仁、王树良、李德毅：空间数据挖掘理论与应用，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 

8 邓书斌等著：ENVI 遥感影像处理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 

9 李勇卫(译) ：遥感精解，测绘出版社，2011 年版 

10 梁顺林：定量遥感， 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 

11 刘玉洁、杨忠东：MODIS 遥感信息处理原理与算法，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 

12 柳钦火：定量遥感模型、应用及不确定性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 

13 邱洪钢：ArcGIS Engine 开发从入门到精通，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年版 

14 吴信才等著：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方法。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年

版 

15 宋彦，彭科 著：城市空间分析 GIS 应用指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年版 

16 汤国安：ArcGIS 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实验教程（第二版），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7 毕思文主编: 地球系统科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 

18 修文群，李晓明，张宝运：ArcGIS 云计算：开发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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