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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教学目标

1.掌握点数据抽象的意义；

2.掌握点数据分布特征度量的方法；知识目标

1.增强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2.提高学生专业自信；

3.引导与激发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家园情怀。

德育目标

教学
目标

1.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激发学生提升知识迁移能力和反思研究能力。能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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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导入，提出问题2分钟
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为政策
背景。（国家政策与专业融合）
提出问题：江西省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

作业布置5分钟

课后作业：思考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途径？
展示学生获奖作品，播放学生调研视频。（激
发专业自信和专业认同，投身乡村建设的家园
情怀。突出实践育人的重要性。）

总结知识点，思维拓展（5分钟）

1.总结空间分布特征测度方法。
2.拓展思维。如何发挥区县之间的联动、带动作用，引领、激发较落后区县的经济
发展（城市引力模型），引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关注政策导向，思考传统村落
兼顾保护与开发的乡村振兴途径。）

师生互动，学生回答3分钟

通过学习通回答，词云点评。
引出知识点。

问题探究，知识点讲解25分钟
一阶特征度量（事件之间的绝对位置具有决定作
用）：样方法、核密度法，揭示地理实体的分布
集聚特征。
二阶特征度量（事件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具有
决定作用）:位置特征、范围特征和方向特征上进
行度量。

解决问题（5分钟）

回答江西省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

空间
分布
特征

Part 2：教学设计思路 说课展示



国家政策与专业知识融合（情景式教学方法，以政策背景为导向，引导学生关注实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任务驱动教学方法，以解决问题为落脚点，激发学生兴趣）

以“如何确定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为任务，融入到“点数据的空间分布特征”教学过
程中，利用所学方法解决问题，增强专业自信。（线上教学，实验操作）

1

Part 3：思政元素融入

保护传统村落，是全社会应有的责任与担当。以乡村振兴和传统村落保护为政策背景，引
导学生思考江西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专业知识点：点数据空间分布度量方法），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如何兼顾保护与开发？（专业知识点：城市引力模型）

2

以学生参赛获奖作品“兼顾保护与开发的江西省传统村落”为例，展示学生深入村庄调
研的视频，强调实地调研的重要性，了解农村现状与困境，引导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家
园情怀。（拓展思维，激发学生兴趣，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

说课展示



1.掌握了点数据抽象的意义；

2.掌握了点数据分布特征度量的方法；

达成知识目标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达成能力目标

一是学生对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振兴战略有了认识，明白当代青年
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二是强调实践育人的重要性，让学生感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的道理。
三是增强专业自信与专业认同，具有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自豪感与自信心。

达成德育目标

Part 4：教学效果 说课展示



Part 4：教学效果 说课展示



Part 4：教学效果 说课展示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土地国情调查大赛参赛作品（入围决赛，156进48，
角逐一等奖或二等奖）

说课展示





课程导入：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

知识点之一：点数据空间格局度量方法：核密度分析

传统村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被誉为经典的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乡村历史文化
活化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习总书记对传统村落保护提出的一个很高的

指标。保护传统村落，是全社会应有的责任与担当。做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对于建设美
丽中国，建设文化强国，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心灵归属感，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20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示范市的通知》（财办建〔2020〕47号）明确的程序，6月1日，两部组织专家
对申报的20个市（州、县，下同）进行了评审。根据现场评审结果，确定2020年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市，包括：大理白族自治州、渭南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山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抚州市、黄
南藏族自治州、晋城市。

教学展示



知识点之一：点数据空间格局度量方法：核密度分析

Q1:江西省传统村落呈现怎样的空间分布格局？

（学习通互动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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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密度分析用于计算每个输出栅格像元周围的点要素的密度，通过计算要素周围

的密度构建平滑表面，实现从离散对象模型到连续场模型的转变，从而对要素进行

可视化，用于要素模式的探测与发现。

基本思想：在研究区域内的任意一点都有一

个密度，而不仅仅是在事件点上。

3.1 点数据空间格局度量

01 什么是核密度分析？

每个点上方均覆盖着一个平滑曲面。
在点所在位置处表面值最高，随着与
点的距离的增大表面值逐渐减小，在
与点的距离等于搜索半径的位置处表
面值为零。

教学展示



随着带宽的增大，曲面的曲率越来越平缓。那么可以得到下面的结
论：
1、带宽越小，表面的曲率越大，越能突出不同区域之间的变化，
揭露更多的细节情况。
2、带宽越大，表面曲率越小，生成的结果越平滑，结果更加抽象
宏观。

H=3.16

H=1.33

H=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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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20km BW=30km



江西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
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呈现”
三核”格局特征。

BW=30km

①景德镇婺源为中心的赣东北传
统村落集聚区、

②抚州金溪为中心的抚州平原集
聚区
③吉安为中心的赣中吉泰集聚区。



BW=20km

“婺源—浮梁”“金溪—临川—资
溪”“吉安—吉水—泰和—安福”三
个聚集核为核心，以乐平、靖安—安
义、丰城—高安—进贤、乐安、南
城—南丰、井冈山、于都—赣县、瑞
金、龙南—全南—定南等。

2021年1月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制定《江西省传统村落整体保护规划》

“三核—九片—多点”格局

到2035年建成3处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区

“三核—十片—多点”



• 学习通线上答题

02 能拓展哪些应用？

教学展示







知识点之一：点数据空间格局度量方法：核密度分析

Q1:江西省传统村落呈现怎样的空间分布格局？

宏观上分析了分布特征，得出了聚集区域。

Q2:传统村落如何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课后作业，查阅资料，结合专业知识，从土地

利用模式、产业布局等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写

500字左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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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水旧亿乡愁新”基于旅游开发视觉的传统村落“三生空间”优
化配置 实地调研mv（3min）实践育人

“
内
化
于
心
，
外
化
于
行
”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幻灯片编号 19
	幻灯片编号 20
	幻灯片编号 21
	幻灯片编号 22
	幻灯片编号 23
	幻灯片编号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