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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测量学》作为测绘工程专业、遥感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学生的专业核心课程，已成为一门与计

算机技术、GIS、GPS、RS等相融合、相交叉的学科，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测量方面的科研和应用型人才，

促进了测绘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工程测量学》实践教学的改革，建设实践教学新模式，以此满足新

形势对测绘人才培养的需求。本文分析了《工程测量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测绘新技术和课

程思政等融入课堂，针对性的提出了整改建议和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工程测量学》教学提

供了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工程测量学，教学改革，课程思政，测绘新技术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Teaching 
Reform for the “Engineering Surveying” 
Hongbao Dai1, Herong Gui2, Jiying Xu2, Wenqiang Ru1 
1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Anhui 
2School of Resources and Civil Engineering,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Anhui 
 
Received: Feb. 1st, 2024; accepted: Mar. 5th, 2024; published: Mar. 12th, 2024 

 
 

 
Abstract 
The Engineering Surveying, as a core course in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remote 
sensing, and other related majors, has become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integrates computer 
technology, GIS, GPS, RS,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The course has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pplied talents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 the reform of practical teaching in E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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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ring Surveying, a new model of practical teaching is construct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situ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alents. This article analyzed some prob-
lems in the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Surveying, combined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
gies and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lassroom to propose targeted rectifi-
cation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which have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Surve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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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工程测量学》是测绘工程的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各类工程在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运营

管理三个阶段的测量任务，为项目建设提供测量精度支持，保障项目工程的顺利开展[1]。多年以来，《工

程测量学》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技能强、意志坚、功能多的应用型人才，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化的到来，

测绘工程已发展成为一门与计算机、人工智能、3S 技术相融合的学科，也给《工程测量学》教学带来了

新的挑战和机遇，说是挑战，因为新时代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以前的传统工程测量手段，设备上从全站仪、

GPS、水准仪等设备升级为测量机器人、三维激光扫描、航空摄影测量无人机、无人测深仪等，数据采

集也从测量点升级为测量点云，围绕这些新设备的数据处理也更加的高效、海量、全面，这就为《工程

测量学》的实践教学带来了巨大挑战，教师如何有效的学习新手段，并把新手段带入到实践教学中去，

如何把这个教学过程体现到规范化、日常化，是值得教育工作者深入研究的问题[2] [3]。 
本文以《工程测量学》课程教学改革为研究对象，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结合现代化

工程测量手段的经验总结，制定了相应的改革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2. 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2.1. 专业知识枯燥，课堂气氛沉闷 

大学生处于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年纪，自身潜力无限，很容易掌握新的知识。但《工程测量学》

课程一个常见特点就是缺少生动和有趣的教学氛围，教学内容设置相对固定，与科学发展和实际生活脱

节，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课堂气氛沉闷。 

2.2. 课程概念抽象，学习兴趣下滑 

《工程测量学》研究对象是针对于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运营管理三个阶段开展的各类工程

测绘任务，过多的理论体系和抽象的计算公式，与实际有一定脱节，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下滑。 

2.3. “填鸭式”教学，学生缺乏创新能力 

传统教学方法单一，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导致师生之间缺少互动，“填鸭式”“满堂灌”教学模式，

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惯性的接受知识灌输，思维能力难以提升，不利于提升大学生创新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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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4]。 

2.4. 传统实践教学与当代生产脱节，学生缺乏学习动力 

针对于传统的工程测量学实践教学，外业主要基于全站仪或GPS-RTK采集数据，内业采用南方CASS
等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能满足基本的技能培训需求。但在当前形势下，各类工程对于数据的全局化、矢

量化、海量化的需求日益增加，传统测量模式逐渐脱节，无法满足当前的工程数据需求，也造成学生进

入工作岗位后无所适从，也就对当前的学习缺乏动力。 

3. 教学改革方法的探讨 

3.1. 任课教师思想上的转变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在思想上未做出改变，学生也不可能做出改变。结合之前所述，教

师应当走出校园，融入生产，去高等级的学校考察更新的教学模式，去高水平的专业会议了解更新的装

备技术，去生产单位实际操作掌握更新的技术流程，从思想上改变《工程测量学》传统的实践教学理念，

才能更好的投入到教学中去[5]。 
针对于小型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在《工程测量学》实践教学来讲，专业教师需要走出舒适区，不要

怕学生操作无人机会失误，在校园里不失误，到社会上失误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找到安全的试验场地，

进行手把手教学，让学生全面的理解航测的内外业全过程，结合测绘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握学生对新事物探索的兴趣，培养高技术水平的应用型人才。 

3.2. 多种教学手段并举，强化自主学习热情 

首先，在上课之前，将教学案例、模型、外业操作流程、数据处理步骤等资料，结合视频及文件等

形式，下发给学生。因为学生对于社会实践的流程是很陌生的，教学视频等资料可以让学生提前预知工

艺流程，有身临其境的效果[6]。 
其次，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角，教师布置任务，提供过程步骤，对结果进行评价。过程中有疑问的，

要通过自己学的知识进行解决，直至解决不了，教师才提供解决方案。 
例如在线路工程放样实验中，将放样的教学视频、方案设计、精度标准、成果要求，在课前交给学

生，让学生明确接下来的任务，分工协作，自己安排好全部的实习任务。待上课时学生已经基本将流程

掌握，教师负责把控全局，对结果进行点评即可。例如小型无人机在《工程测量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首先要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无人机航测的原理，包括设备的组成、外业的流程、内业的流程，也要结

合视频资料，操作软件等手段。然后在摄影测量模拟试验室进行模拟操作，实施过程中如操作不当，会

发生无人机炸机等风险，所以模拟操作要进行多次操作，人人过关。最后进行实战教学，选取空旷场地，

设计航摄方案，制作像控点，对航线、航高等进行设计，按照规程进行航摄影像采集，完成外业工作；

内业数据处理，常用的 CC 建模基本步骤：数据准备、第一次空三处理、刺点、第二次空三处理、导出

数据等，模型建立后，检查模型精度并分析处理，再利用 EPS 软件进行三维数据采集，直至成图。最终

获得测区三维模型、正射影像、CAD 图等多种资料，让学生掌握全套的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流程。通过

教学内容的改革，可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增强学生在行业的竞争力。 

3.3. 提升课程章节关联度，增强学生的工程大局观 

很多高校选用的陈永奇教授编著的《工程测量学》，该教材将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运营管理

三个阶段所需要的工程测量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叙述。从工程三个阶段编教材是编著者的必然选择，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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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需要活学活用，列举典型案例将这三个阶段的测量工作关联起来，体现一个工程所需要的完整测量工

作，例如教学过程中，第二章讲述设计阶段线路工程测量的地形测量、线路中线测设、纵横断面测量，

第七章的线路工程放样，第十三章的变形监测，制作成一个线路工程测量工作的专题进行讲解[7]。同样，

在工程测量控制网、水下工程测量等方面也建立相关的专题讲座，提升了关联度的同时，也让学生对于

工程有宏观上的认识。 
例如《工程测量学》第二章线路工程设计阶段地形图测量，传统的方法是用全站仪或者 GPS 等仪器，

人工去进行数据采集，在学校的实习教学中也是采用该方法。而现阶段生产已经普遍采用无人机航空摄

影测量来完成，新方法无论从人力、物力、效率上均取得大幅进步。针对于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在《工

程测量学》实践教学的应用，应该把教学内容系统化、规范化、纸质化。多参与生产实践，从数据产品

多样性来源的认知、数据处理软件流程的不同特点、成果质量检核的不同方法等多个方面指导学生。下

图 1 是指导学生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教学全过程的部分图片。 
 

 
Figure 1. On-site teaching pictures-aerial photogrammetry 
图 1. 现场教学图片–航空摄影测量 

3.4.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提升工程测量教学层次 

近年来，国家鼓励高校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工程测量学》作为一门纯工科的课程，好

像没有什么思政元素啊？实则不然，有，并且很多。 
本校测绘专业《工程测量学》教学中，把素质培养、品德修养融入到个人思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涵纳入整体的课程设计中，做到专业知识培育和德育相结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世界观，具体包括创新精神、工匠精神、法制精神、团队精神。结合《工程测量学》课程内容中

蕴含的思政元素，从工程测量的内外业和工程案例角度说明该课程在思政教育中的可行性，在教学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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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拟通过工程测量相关问题引入：提出问题→承接：回答问题→展开讨论→引申与思政教育→结束

与总结等多个环节渗透思政教育理念，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工程测量理论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并

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宏观把握测绘能力和动手能力，达到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培养的

双重目标。 

3.5. 考核方法的改革 

传统的《工程测量学》实践教学考核方法，依据外业考勤和内业成果质量来评价成绩，这种考核无

法精细的区分出自主学习能力和项目设计能力的差异。通过完成的项目报告结合外业考勤、内业成果质

量进行考核更为合理，项目报告包括项目设计、外业操作、内业处理、成果质量分析等全过程，这样能

提升学生的参与度，推动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有效的提高了教学效果。 

4. 结论 

本研究将有力推进应用型本科测绘工程《工程测量学》课程体系和学科建设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结

合生产实际，改革课程实习方案和激励机制，发挥教师团队优势和集体智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

水平，创新专业人才培养理念和育人机制，推进创新型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形成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

模式，取得突出成绩。具体成效如下： 
(1) 利用应用型本科院校等学科协调发展优势，形成《工程测量学》实践课程系统管理方案，建立课

程应用能力导向的课程考核体系； 
(2) 建立工程测量课程的测绘新技术方向大学生创新团队，形成知识发现机制和经验积累传承体系，

制订《工程测量学》课程实践培养方案； 
(3) 建立《工程测量学》知识发现机制和实践体系，培养学生实践生产能力，形成培育应用型人才的

教育理念； 
(4) 建立测绘专业学生集体实践机制，以实践教学模式和机制的创新来推动学生知识结构、科学精神、

创新能力和和综合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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