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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多测合一”测绘大背景下，思考对高职院校工程测量专业学生与社会新模式衔接。通过对当前高

职学生培养情况分析，提出加大校企合作，以项目驱动力为导向，充分利用“1 + 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等举措来改善和提高目前高职工程测量专业学生的培养模式和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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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multi-measurement in one”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is paper con-
sider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ngineering surveying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new social model.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training situ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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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it is proposed to increas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ake the project driving force 
as the guide,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1 + X” vocational skill grade certificate, so as to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current training mode and vocational skills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ineering sur-
vey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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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测量专业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注重理论知识累积的同时，也需要熟练的实践能力。目

前针对工程测量专业培养模式的研究主要有，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1]，基于“校企双主体，双工作室”

人才培养[2]，开放式“六位一体”人才培养[3]，双元学徒制人才培养[4]。 
在我国推进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和推进“放管服”改革以及实施“联合测绘”创新“多测合一”

集成审批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工程测量专业学生是一线测绘工作的有力输送者，也是工程建设测绘环节

的主要劳动和成果的提供者。因此提高职业院校工程测量专业学生的基本素质是适应“多测合一”制度

的必要条件。目前针对“多测合一”改革并没有学者探究关于职业院校工程测量专业学生的培养，但是

针对职业院校学生学习能力欠缺、实践能力较弱、职业规划专业理解较窄的情况，改进培养模式对接“多

测合一”改革背景对将来测绘环节人才的输送非常的有现实意义。 

2. “多测合一”测绘市场 

“多测合一”是指将在行政审批中的同一建设工程项目涉及的相关测绘业务，由固有的多项测绘机

制合并为综合性联合测绘项目。由业主单位选择一家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中介服务机构承接建设工程所

需的工程测量(含控制测量、规划测量、地形测量、地下管线测量)和不动产测绘(含地籍测绘、房产测绘)
等多项测绘业务，并在行政审批中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平台或按要求分别向审批部门推送测绘成果[5]。
“多测合一”业务实行一次委托，由同一家测绘机构为同一建设项目提供相关测绘服务，即可减少业主

单位的委托次数，又能共用部分基础性测绘成果，达到简化办事手续，共用数据资源，缩短测绘时间、

节约测绘成本、全面提速增效。 

3. 高职学生基本情况 

3.1. 学习基础不扎实 

就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测量专业学生基础来说，大部分学生高考分数基本就在处于

200~300 分阶段，还包括有单招进入学院的学生，尽管也存在部分学生很努力，但是大部分学生存在学

习方法不当的缺点，而且接受能力有限，所以总的来说整体的知识储备和学习基础比较薄弱。 

3.2. 课堂学习状态不端正 

大部分学生进入大学后，没有父母的管束，对于自身的约束和认识更加放松，对于学习的专业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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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深远的思考甚至是排斥，由于基础薄弱导致对于所学知识产生厌倦和抵触，因此存在部分学生的课

堂状态不端正，知识学习效率低，知识理解不到位。 

3.3. 动手能力优于独立思考 

尽管高职学院有部分学生存在基础不扎实，课堂学习状态不佳的情况，但相对而言大部份学生的动

手能力强于独立思考能力。高职学生对于实践的求知欲相对理论更兴趣，尽管在实训过程中还是存在部

分学生实训态度不严谨，但是动手能力也是工程测量专业学生需要大力培养的部分[5] [6]。 

3.4. 校内实践脱离行业前沿 

工程测量专业是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工科专业。高职学院的学生本身就存在理论知识相对于欠

缺的情况。校内实操尽管会被大部分同学都接受，但是也存在浑水摸鱼消极实训的。学校的实践往往都

是以课本知识为依托，学生也是在熟悉仪器的基础上完成固定的实训任务，并没有完整的或者有阶段性

的完成一个具体项目的实施，再有学生实践的内容多数为传统项目，一些新型的技术实践，和仪器运用

的还是过于少，与行业前沿还是存在脱节的现象。 

3.5. 当前培养模式 

目前大部分高职工程测量专业学生主要的培养模式是以理论教学为主，校园实训为辅，通过学练结合

来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尽管校企合作培养机制在逐渐完善，但是存在深度不足，力度不够的情况。 

4. 结合工程测量学生现状培养方式改进举措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各地积极探索推进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改

革，同时为加强职业教育在基于“多测合一”背景下高职院校工程测量专业学生基本要求需要更加强化。

因此就工程测量专业学生培养提出以下举措： 

4.1. 加大校企合作机制深度 

普通高校传统教育模式大部分都是以重理论而轻实践甚至无实践，大学生素质实践能力的培养很难

适应当前日新月异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职业教育存在教学单一，教学大纲甚至有脱离本专业的社会前

沿；单纯的知识教育；固有的经验的复制；忽视学生的实践教育，从而导致学生动手能力薄弱[7] [8]。为

改善学生传统的培养模式，校企合作机制成为大中高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也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

起到了非常大促进，但目前存在校企合作机制深度不够，政策落实有待提高等因素，导致高职院校校企

合作存在力度深度不够的情况，从而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成效。 
为提高工程测量专业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更加适应“多测合一”测绘需求和标准，需强化与企业

的合作力度和深度，使学生可以深入测绘企业一线，加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能产出，形成更能促进

学生对工程测量专业的认同感和价值观。并以此威契机建立企业师徒制模式，由企业有经验的测绘师傅

指导和实践教学，产生“传帮带”的企业合作机制，从而加大了校企合作的深度。 

4.2. 项目驱动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项目驱动教学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独立或者团队完成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为线索，把

课程教学知识体系巧妙地隐含在每个项目之中，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并经过队项目的思考和老师的点

拨，自己解决问题。在完成项目的同时，学生培养了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团队意识以及自主学习的习

惯，学会如何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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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固然重要，但是就职业院校学生存在理论基础不牢固的现状，为适应新测绘市场要求，需

要学生掌握更多的工程测绘技能和项目全局观，因此在学生培养方面以项目作为驱动力，将学生带入真

正的项目之中，贯穿整个项目的所有工作，可增加学生思考能力和项目的处理能力以及测绘实践能力。 

4.3. 加大政策力度解读融入课程思政 

相对于本科学生，高职院校学生自学，自律性较差，往往学习都是被动接受多，主动接受少。作为

工程测量专业学生除了对于专业理论知识要有一定的储备，行业动态的关注也是必不可少。尤其对于现

在“多测合一”测绘市场标准的把控更要去了解。 
专任教师授课过程中以理论为主，但需加入测绘行业新政策解读和宣传，促进学生对于整个行业的

动态有及时的了解，也是培养学生与一线接轨的重要途径.其次在授课过程需加大融入思政元素。就工程

测量专业学生课程有《地籍测量》《控制测量》等专业性较强的，可以融入大国工匠精神以及当代测绘

行业劳动模范榜样来树立学生的专业和职业价值观。 

4.4. 完善“1 + X”证书培训 

为促进“1”为学历证书，“1 + X”为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校的素质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主渠道，

学历证书能够反应大学生在校期间满足基本的毕业要求和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在国家人力资源开

发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则是有效代表毕业生、社会成员职业技能水平的凭

证，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能力。 
作为“多测合一”测绘市场，高职院校的学生需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因此大力提倡和“1 + X”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培训是适应新测绘市场的重要途径，不仅要根据高职学院学生具体的情况来落实学历，

更要大力提高学生职业等级证书的学习和通过率，专任教师在完善自身“1 + X”考评员培训的同时，要

积极做到学练结合，将“1 + X”考试培训和技能提升纳入学生培养模式中。 

4.5. 目前培养模式成效  

基于“多测合一”背景下工程测量专业学生改进的培养模式目前正处于初始实行阶段，在课程思政

和 1 + X 证书体系完善方面都有所成效，呈现好的效果。但是项目驱动力以及深度校企合作方面由于涉

及问题较多，需要进一步对接和计划，也在积极的实施中。故改进模式成效如下表所示(见表 1)。(表中

数据来源(以某高职学院 20 级工程测量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总人数为 101 人)：1) 其中学生的

听课率是使用超星学习通平台的统计数据，主要由签到数据、发布任务的学生反馈数据组成；2) 成绩优

秀率数据是根据学校教务系统的成绩来统计的；1 + X 的考证率是学生报名参加职业等级证书考试数据。) 
 

Table 1. Effectiveness comparison chart 
表 1. 成效对比图 

对比项/学期 2021-2022-1 2021-2022-2 

学生听课率(学习通统计) 75% 85% 

成绩优秀率(>85 分) 45% 49% 

成绩良好率(70 < x ≤ 85) 41% 43% 

成绩合格(60 ≤ x ≤ 70) 5% 6% 

1 + X 证书考证率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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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基于“多测合一”测绘市场的开展，需要的是高效、精准的测绘服务。高职院校工程测量专业的学

生需掌握更加全面的技术，需要强化项目的整体流程和项目衔接。因此通过校企合作，以项目为驱动力，

加大行业政策和思政融合，以及完善 1 + X 证书制度的融入对于人才培养有很大的促进，也为学生适应

新的测绘市场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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