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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少数民族大学生测绘工程专业教学方法探讨
刘全明　尹承深

（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

摘要：本文以内蒙古农业大学测绘工程专业蒙古族民族班教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测绘工程专业课程的特点、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测

绘工程学习上的学习兴趣不浓厚及学习方法不恰当、基础知识薄弱和语言障碍等不足。并针对上不足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增加学习

兴趣并举例两种方法、有针对地将重点知识点着重讲、反复讲等授课方式、重视习题设计、双语教学、课余时间安排，为少数民族大学

生测绘工程专业提供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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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首届五少数民族自治区测绘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呼和浩

特召开，旨在进一步推进五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

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缺乏测绘人才，尤其是科技带头人与掌握高

技术的人才是制约各自治区测绘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多培养高素质的民族大学生对促进内蒙古的发展有着极为的

重要意义，结合我校测绘工程专业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

教学，科学分析内蒙古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特点及不足，提高民

族教学效果，是作为边疆一线教育工作者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测绘工程专业课程的特点

（一）基础概念多、专业名词抽象、计算公式复杂

主要课程包括：《摄影测量学》《地理信息系统原理》《Auto 

CAD 的应用》等。每门课程都有较多的基础概念和专业名词。比

如《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该课程有较多的函数模型、数

学公式、抽象的专业名词，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和理解

能力，尤其是对《线性代数》具有较好的学习水平。

（二）多学科交叉

不仅与物理、数学相关，而且涉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航空

航天、法学等学科。比如《遥感原理与应用》《地理信息系统》

等课程均需要通过课程设计或者实验课来达到培养学生计算机操

作能力。涉及行业较多，比如：国土资源、交通、水利、海洋等

行业就业。

（三）专业更新快

测量学发展从游标经纬仪到小平板，经纬仪、水准仪直到

现在的 3S 技术、三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等技术。今后，伴随

5G、人工智能和虚拟仿真等技术的进步，测绘工程类相关专业将

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展望未来，测绘工程将是高度智能化、自

动化的信息采集、加工、处理、表达与应用的学科，对掌握现代

高科技测绘技术的人才需求更加迫切。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的问题

（一）学习兴趣不浓厚、学习方法不恰当

一部分学生存在被动学习的状态，较少部分学生会主动学习，

学生内在学习动机不强，只能依赖外部学习动机进行学习。大学

学习和高中学习的方法是两种学习方法，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学

生步入大学殿堂后，假如在学习中还继续沿用高中学习方式方法

是不合理、不合适、不合时宜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不仅仅要突破

语言上的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方式。

汉语水平的局限不但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的能力，还影响其

理解水平及思维方式，因此大多少数民族学生无法准确找到适合

自己的学习方法，继而仍被动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

（二）基础文化薄弱

相对薄弱的基础文化知识，是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测绘专业知

识要逾越的一道屏障。因为测绘专业课是对数理化基础知识要求

相对较高的多学科交叉的课程，教学过程中，民族学生对专业课

程内容重难点理解不深入、不到位。

（三）语言障碍

汉语言能力是影响少数民族学习能力的最大因素，这是在我

国基本国情影响下形成的。少数民族学生从小接触的语言环境与

汉族学生存在差异，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学校，日常用语都以民族

语言为主，汉语在基础教育阶段仅作为一门课程。在早期的成长

生活、学习过程中的语言环境影响之下，少数民族学生形成了与

汉族学生不同的语言符码。进入高校后，汉语是主流语言，是学

习材料的载体和工具，汉语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是精密符码，而

少数民族学生惯常使用的民族语言则是限制符码。在交流过程中

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尤其是预科生，通常语速较慢，有少数民

族学生表示有时不能完全理解老师或同学的意思，如果遇到老师

带有当地口音就更加听不懂，影响学习效率。

三、教学建议

（一）培养学习兴趣

方法一：组织、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在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地理

信息局、呼和浩特市测绘院等自治区测绘类机构或者公司参观学

习，增强对测绘工程专业的认识与了解。方法二：在每门课程第

一节课讲解该课程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比如，我专业《GNSS 测

量与数据处理》课程在首节课可以直接讲解第六章“全球定位系

统的应用”，通过展示 GNSS 在各领域的应用图片和视频，牢牢

地吸引住学生的兴趣。再通过播放各导航卫星的运行动画来讲授

国际上卫星定位系统，从而以兴趣为开端展开该课程。授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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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教学大纲，穿插实验，通过教师演示和学生动手操作，抓住

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授该课程重点教授内容。

（二）课堂授课

根据学校能力和文化基础等将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的人才培

养方案区分开，量体裁衣，区别于汉族学生自主学习的培养，应

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引导式学习，培养其学习获得感与成功感。

通过授课时放慢语速、增加重点知识点的学时、增加实践学时等

手段，达到将重点知识点着重讲、反复讲，提高动手操作能力培

养的目的。建议专业课讲师接受蒙古语培训，学习简单蒙古语，

可增加与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的交流。建立汉族与少数民族学习

帮扶小组，进行“一对一”结对子帮扶。蔡文伯等通过研究表明

在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中应该注重讲授、启发与探究相结合，

提高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的互动，也要善于利用身边的生活

资源，主动将其转化为教学资源，增加民族地区数学教学方式的

丰富性。教师在设计教学环节与应用教学方法上要照顾、适应学

生的基础经验，日常注重培养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让学生有所

为才能有所思，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三）重视习题设计

专业核心课程教学的主要原则是学以致用。比如《误差理论

与测量平差》，该课程可以通过对课后习题的讲解与实际案例的

分析来达到与教学目标融会贯通的目的。

（四）双语教学

大力推进双语教学，编写适当的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的蒙语、

汉语教材与教学资料，逐步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对汉语教材的阅读

理解能力。比如在大一课程高等数学 A1、大学语文、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均采用蒙语授课。

（五）课余时间安排

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要寓教于人，因材施教，在选择担

任民族班学生教学任务的任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时应综合

考虑较强责任心、丰富的教学资历与经验、擅于和少数民族学

生交流等因素，引导学生克服学习的畏难和焦虑情绪，使学生

逐渐建立学习和生活的信心与成功感，比如我院聘任蒙古族或

者少数民族教师担任民族班班主任。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讲座

论坛、文体活动和课外学习等方面的引导，以助其建立丰富多

彩的课余生活。

四、结语

本文通过关注蒙古族少数民族学生在测绘工程教学中反应

出的学习兴趣不浓厚及学习方法不恰当、基础知识薄弱和语言

障碍等学习问题与不足，提出增加学习兴趣并举例两种方法、

有针对地将重点知识点着重讲、反复讲等授课方式、重视习题

设计、双语教学、课余时间安排五个方面的建议，为内蒙古地

区的少数民族教学发展做出一份贡献，为我国其他地区少数民

族教学提供参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书育人是一项长期

的工程，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还应对少数民族教学给予长期的

关注与支持，积累、总结、分享教学的经验，从而在教学过程

中做到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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