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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总结笔者采用国外原版教材 Elements of Cartography 开展的“地图学”研究生课程保持型双语教学实践的经验基础上，探

讨保持型双语教学模式的含义; 阐述“地图学”双语教学的 3 个基本原则，即学科本体性原则、语言工具性原则和学生主体性原则;

分析适合于“地图学”双语教学的语言使用比例; 提出“阅读优先、翻译次之，任务分配、分组合作，模仿写作、兼练口语”的教学方

法; 并较系统地列举了从原教材中遴选出的适合双语教学的“地图学”教学内容。通过数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该教学模式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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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双语教学是指采用两种语言教学，即在讲授课

程、教材使用、课堂讨论、作业布置等教学环节中同

时使用母语和外语进行部分或全部的教学活动。
在我国高等院校，双语教学特指在非语言类专业课

程中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并用外语授课的一种教学

方式。
为了适应 21 世纪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教育部在

2001 年的第 4 号文件中明确要求直属高校“要创造

条件 使 用 英 语 等 外 语 进 行 公 共 课 和 专 业 课 教

学”［1］。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生物科学等专业领域

力争 3 年 内 使 外 语 讲 授 的 课 程 达 到 所 开 课 程 的

5% ～10%。在地理信息科学领域，国内高校近年来

已经部分开展了地图学、GIS 和测绘工程等双语教

学工作尝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2 － 6］。

作为地理信息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图学，随

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自身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

革。大量的新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几乎

重新定义了地图学的学科内容，这可以从国际上地

图学的经典教材 Elements of Cartography 的版本内容

变化清楚地反映出来。国内现有的中文翻译的《地

图学原理》教材是原书的第 5 版，而国外最新的第

6 版中大量引入了数据库、GIS、遥感、GPS 等相关技

术在地图学中应用的内容。笔者在地图学与地理

信息系统专业研究生课程“地图学”中，采用该书第

6 版的英文原版教材进行了双语教学的探索与实

践，获得了一些相关的经验，特别是对于双语教学

模式的认识，在此进行总结。

二、保持型双语教学模式

在理科教学中开展双语教学，教学模式是首要

的问题。不同的教学模式其教学方法不同，且会产

生不同的教学效果。根据《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

言学词典》对双语教学的定义，可以将其分为 3 种

模式:① 沉浸型 ( immersion model) ，即全部以外语

进行教学，不使用母语;② 保持型( maintenance) ，即

部分采用母语教学，部分科目上逐步采用外语教

学;③ 过渡型( transitional) ，先部分或全部采用母语

教学，随后逐渐过渡到全部采用外语教学
［7］。

沉浸型和过渡型双语教学通常是西方国家采

用的模式，例如美国的沉浸型和过渡型双语教学是

希望尽快使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掌握英语而逐渐

废弃母语，达到融入英语社会的目的。而根据我国

国情，保持型双语教学是较为适合的模式。因为随

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文已经逐渐成为世

192011 年 第 7 期 马劲松，等:“地图学”研究生课程保持型双语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界范围内的主要强势语言之一，我们不可能废弃母

语而全部采用英语。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既精通

中文，又能够很好地运用外语进行国际科技与学术

交流的人才。此外，受到原版教材资源、师资力量

和学生外语水平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保持型双语教

学模式是最适宜的选择。

三、“地图学”研究生课程双语教学模式

由于在大学本科阶段学生已经学习了包括地

图学在内的基础课程，具有较为扎实的 GIS、GPS 和

遥感等专业基础知识，所以，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地图学”进行双语教学就具

备了较好的理论基础，不会因为采用英语教学而影

响学生对专业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即双语教学中常

常出现的所谓“学科损伤”现象。再者，研究生的英

语水平通常比本科阶段的学生高，这有利于双语教

学的开展，不会因为语言方面的障碍而影响学习的

积极性。此外，采用最新第 6 版的原版 Elements of
Cartography 作为教材，有利于学生接触到该学科最

新的研究成果，对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科研具有促

进作用。
1．“地图学”双语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是教学的指导思想，保持型双语教学

模式下的教学原则对教学过程中采用的教学方法

和教学效果评价具有指导性意义。“地图学”研究

生课程的双语教学原则可以总结为 3 个方面，即学

科本体性原则、语言工具性原则和学生主体性原则。
学科本体性原则指的是在双语教学中教学目

标应遵 循 学 科 目 标 为 主、语 言 目 标 为 辅 的 原 则。
“地图学”研究生课程双语教学的目标不应该是学

习语言，而应该是提高地图学的专业水平。如果过

分强调文本中的生词、语法等，由此影响了地图学

科内容的学习，则失去了双语教学的意义。
语言工具性原则是指在双语教学中应把英语

作为学习工具来使用，而不能上升到文化认同的层

次。现实中有些学生常常过高地评价了英语的地

位，忽略了母语中文的学习。甚至在思想上产生认

同英语世界的文化价值观，贬低本民族语言文化的

错误认识，这对于人才培养是极其不利的。在“地

图学”研究生课程的双语教学中，英语应仅仅作为

启发科学思想、开阔认知视野、获取广泛学习资源

的有力工具来使用。
学生主体性原则是指双语教学的结果取决于

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积极性和必备的学科基础。研

究生的地图学专业基础较本科生牢固，但双语教学

的内容不能简单重复本科期间的地图学内容，要在

各个方面有所提高，增加最新的地图学科知识，才

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配

合适当的教学方法，才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
2．“地图学”双语教学的语言比例

保持型双语教学中的语言比例通常是 50 ∶ 50，

即中文和英文的使用比例各占 50%。不过对于语

言使用比例往往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地图学”研究

生课程双语教学中，考虑到采用的是国外的原版教

材，而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已经有了一定的地图学

基础，所以将教材内容进行了分类。其中一类是本

科阶段已经学过的内容，这一部分可以全部采用英

语讲授，让学生从专业英语的角度深化原有的认

识; 另一类是新增的地图学前沿的内容，这在教材

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例如地理编码、空间采样、数字

地图信息的数据模型、地图数字化、地图制图数据

库、数据测量与统计、动态 /交互式地图制图等。对

于这些新的内容，可以采用英语讲授，并辅以适当

的中文解释以利于学生准确掌握。
3．“地图学”双语教学方法

双语教学方法是在上述教学原则的指导下所

采用的具体方法，它既不同于理科课程常规的中文

教学方法，又有别于英语语言课程的教学方法。因

此，需要根据双语教学课程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

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就“地图学”研究生课程的

双语教学情况而言，笔者通过 4 年的教学实践，摸索

出一套较为适合的双语教学方法，可以总结为: 阅

读优先，翻译次之; 任务分配，分组合作; 模仿写作，

兼练口语。下面具体说明。
由于研究生此前大多数没有经历过双语教学

的课程学习，所以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将以后

每一次课程所要讲授的教材上的具体内容告知学

生，让他们在上课之前提前进行相应内容的阅读。
中国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在听说读写四项中通常

是最强的，优先安排阅读训练，最有利于学生掌握

地图学的学科内容。
在提前阅读的基础上，对每一次讲授内容的难

点和要点，将教材中相应部分分配给不同的学生，

让其进行有针对性的精读和翻译。这种翻译主要

目的是让学生仔细研究地图学专业英语的表达方

法，熟悉专业词汇的中英文对应关系，且翻译作业

的成绩还可以作为考核成绩的一部分加以参考。
对于上述翻译任务的分配，采用让学生以分组

合作的方式来完成。通常是将每一次课堂教学任

务的内容分配给 3 个学生。让他们组成一个学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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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小组，通过彼此督促、共同学习和相互讨论，达到

提高学习积极性的目的。而在共同的研究探讨中，

可以对地图学专业词汇形成统一的大家共同认可

的翻译，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相同的英文不同的人有

不同翻译的现象出现。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研究生通常都有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英文论文并作英文学术报告

的培养计划。所以，对每个小组的 3 名学生要求其针

对相应的学习内容，上网查询最新的研究进展，用英

文写成研究综述。并在每次课堂学习中都留出一部

分时间，让他们上讲台用英语将其预先制作好的

PowerPoint 演示文档以学术报告的形式作简短的陈

述，达到练习英文科技论文写作和口语训练的目的。
4． 地图学双语教学内容

由于英文原版教材 Elements of Cartography 内容

体系庞大，再加上是用英文教学，教学进度一般赶

不上用中文教学的程度，一个学期的时间通常难以

全部讲授完，所以，对于“地图学”双语教学的内容

必然要有所选择。从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专业层

次出发，通过教学实践，我们认为比较适合的“地图

学”研究生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可以包含以下

方面，如表 1 所示。

表 1 选取的“地图学”课程研究生双语教学内容

Contents 内容

1．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地图学发展史)

地图学发展史，包括思想和技术对地图学发展的双驱动，以及信息时代的地图学等

2． Census and Sampling
( 人口普查与采样)

人口统计方法、地理编码、空间采样的方法

3． Data Models for Digital
Cartographic Information

( 数字地图信息的数据模型)

包括矢量数据结构、栅格数据结构、曲面的建模、立体的建模、关系的建模和时间的

建模等

4． Digital Databases
( 数字化的数据库)

数字化的数据库，包括基础地理数据、专题数据、数字高程数据、数字影像数据、数
据交换标准等

5． Geographic and Cartographic
Database Concepts

( 地理与地图数据库)

包括空间分辨率与比例尺的关系、地理数据库和地图数据库、变比例尺的数据库处

理、比例尺的等级、大比例尺数据等

6． Managing Large Databases
( 管理大型地图数据库)

管理大型地图数据库，包括数据组织( 分幅、空间索引、元数据) 、数据压缩( 游程编

码、四叉树编码、jpeg 压缩、弗里曼链式编码) 等

7． Data Measurement and Basic
Statistical Processing

( 地图数据的量测与统计处理)

制图数据的量测与统计处理，包括地理变量的量测 ( 4 种量测尺度: 命名、次序、间
隔和比率) 、基本的统计处理方法、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等

8．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 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包括 GIS 的组成和功能、GIS 对地图学的意义等

9． Perception and Design
( 地图的感知与设计)

包括地图设计的目标、过程和结果，设计中对感知性的考虑( 图形元素、视觉变量、
符号分类等) 、对图形传达的信息的考虑等

10． Color Theory and Models
( 地图色彩理论与模型)

地图色彩模型，包括色彩视觉的理论、传统的色彩模型系统、计算机显示器的彩色

显示模型等

11． Color and Pattern
( 地图色彩与网纹)

包括平板印刷的色彩和网纹、计算机绘图仪和打印机的色彩与网纹等

12． Typography and Lettering the Map
( 地图字体和注记)

字体和地图注记，包括字体设计的元素、地图上注记定位的原则、注记的方法、地名

的命名规则和地名数据库等

13． Map Compilation
( 地图编绘)

地图编绘，包括模拟编绘原图的制图、数字编绘原图的制图等

14． Sele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Principles( 地图选取与综合原理)

包括地图内容的选取、地图综合的概念，以及分类、简化和夸张的处理等

15． Symbolization( 地图符号化)
地图符号化，包括点线面特征的符号化、统计表面的符号化、地形的绘制、多变量制

图和建模、动态 /交互式制图等

16． Map Re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 地图复制与生产)

地图的复制与生产，包括少量和大量地图复制的方法、数据库和制图软件算法、桌
面出版系统、输出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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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 结

在“地图学”研究生课程中采用双语教学是一

种新的尝试，是在教育部的要求下，在具备国外原

版教材且学生专业基础和英语水平都达到一定层

次的条件下开展的教学活动。通过 4 年的探索和教

学实践，笔者逐渐对采用保持型双语教学模式有了

一定的认识和体会，对相关的问题如教学原则、语

言使用比例、教学方法以及“地图学”双语教学内容

等都形成了初步的方案，实践中取得了预期的教学

效果。
但由于师资力量包括教师的英语口语能力、教

学经验和专业技术水平等还相对欠缺，以及普遍缺

少英语使用环境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目前“地图

学”研究生课程的双语教学还处于探索性的初级阶

段，希望能通过进一步的教学研究和实践，逐步完

善保持型教学模式的各个方面，为我国测绘领域的

双语教学提供可资借鉴的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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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领域的科研、生产、管理、开发人员使用，也可供测绘工程、地理信息

系统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参考使用。
该书为 16 开本，定价 25． 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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