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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测量学是我校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一门综合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该课程内

容丰富、实验仪器较多，需要团队合作完成实践内容。为了提升课程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好的培

养学生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来处理问题的能力，本课程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改进，利

用设问式的方式完成课程设计，实现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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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ineering surveying is a major compulsory course for the major of Earth Informati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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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chnology in our school, and it is a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course. The course is rich in 
content and many experimental instruments, so it needs team cooperation to complete the prac-
tical cont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to better train stu-
dents’ ability to deal with problems through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course has made some ten-
tative improvements in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completed curriculum design by using the 
way of question setting, and realized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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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测量学是测绘学、土木工程、交通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该课程的特点

是理论为基础、实践性很强，在所有的工程建设中均涉及到了工程测量，都需要用到工程测量技术以及

方法，为工程施工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数据基础，工程测量贯穿于工程施工的全过程，包括工地勘察、方

案设计、工程实施、竣工检验以及后续监测等。工程测量学是一门综合实践性强、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的

课程，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通过了解测量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掌握测量任务

的基本理论和仪器操作方法，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各种工程测量、地籍测量等方面的生产、服务和管理的

工作。由于该课程的概念较多、实践性强，在开展教学工作时难以突出重点概念和实践性，需要对课堂

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改进[1]-[6]。 

2. 工程测量学教学现状分析 

工程测量学课程涉及概念很多，需要研究的测量问题较多，实践性强。目前，在不少院校开设的工

程测量学课程中，课堂概念讲解较多，学生学习比较枯燥，缺乏实践能力的锻炼，教师弱化了实践内容

的设计，学生也只是停留在概念的理解，不能熟练的操作仪器，并利用测量仪器进行测量。目前，工程

测量学的教学过于关注课堂的理论知识讲授，缺乏实验仪器认识和实践操作的训练，使得学生缺乏实践

能力的锻炼，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 

2.1. 传统工程测量学课堂教学模式单一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工程测量学课程教学仍然采用以教师课堂教授为主的方式进行，主要在基本概

念和基本测量原理的讲授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忽视了学生操作实验仪器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

学生理论知识掌握较好，但实践起来就无从下手。教学方法手段很单一，缺乏课堂互动，讲授较多，仪

器操作较少，课堂氛围不活跃。 
工程测量学是一门综合实践性极强的课程，概念较多，在道路、桥梁、交通工程等施工中都有许多

的应用，不少本科高校还是过于注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理论性知识的讲授，不能很好的关注实践性

内容，如水准仪、全站仪等测量仪器的构造、使用以及注意事项、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等，导致学生缺

乏实践能力的培养。此外，任课老师都有自己的专业方向，很难对每个测量内容都精通，在课堂讲授时

难以将重点内容讲透彻[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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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传统工程测量学课程实践内容不足 

受课时的限制，学生对仪器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并不熟悉，实践动手能力没有很好的得到提高，教师

和学生没有充分的互动，使得教师对学情的分析不够细致，这些都导致教师没能制定出符合课程学时和

学生实践能力锻炼的教学计划，最终没能让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很好的提升。 
实践内容较少，由于课程学时的限制，除了理论知识的讲解外，实践内容安排较少，由此并不能让

学生对整个课程内容的掌握，也不能深入理解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不能系统了解课程内容的安

排。同时，由于实践课时较少，学生难以熟悉测量仪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无法通过实践课程锻炼理论

联系实际的处理问题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  

3. 以实践能力培养为牵引的课程教学 

针对目前工程测量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实践能力培养为牵引的教学方法。立足工程测量

学教学内容的特点，即理论讲授的内容分两种：测量任务的基本概念和测量原理，而实践课时不足以满

足测量的任务，将实践内容融入课堂教学中，便于学生形象生动的理解测量的原理，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3.1. 课堂教学方法与手段 

目前，高校的教学手段已经从传统的“黑板 + 粉笔”转变为多媒体，即“投影仪 + 电子笔”的形

式，但是教学理念和方法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还是传统的灌输型的模式，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理论

知识，学生在台下被动的接受知识，学生能学到的知识更多的归结于课后的自学，这样并不能让学生很

好的掌握课程内容。 
在课堂讲授时，以实验设问为引入，吸引学生对问题的探究性，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课堂的氛围，

在教师的引导下，引导启发学生对问题进行分析、解决问题，通过对实验现象的分析、比较、概括，让

学生对基本概念加以理解。同时，在讲授测量原理时，现场介绍测量仪器的构造，引导学生利用测量仪

器来进行测量。例如，在讲授水平角的测量原理时，首先由教师介绍全站仪测量角度的方法，引导学生

如何利用测回法和方向法对水平角进行测量，并分析测量带来的误差，这样就可以形象生动地完成课程

内容的讲授，同时，也可以及时调动学生的积极性[10] [11] [12] [13]。 

3.2. 课程实践内容与设计 

在课程实践内容安排中，主要安排了水平角测量、四等水准测量和导线测量，这三个实践内容相辅

相成，共同完成了对课程内容的概括，能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同时，通过实践操作，

培养学生仪器操作实践、团队协作、理论联系实际等能力。 
 
Table 1. Course practice content 
表 1. 课程实践内容 

测量任务 测量内容 测量仪器 测量方法 

水平角测量 水平角 全站仪 
在一个测站上需要观测 2 个以上的方向时，一般采用方向观测法。若

方向数大于 3 时，每半测回均应从一个选定的零方向开始观测，依次

观测完应测目标后，还应再次观测零方向(归零)。 

四等水准测量 高差 水准仪 
在校园内布设一条闭合水准路线约为 1 km，在路线上选定四个待测水

准点，设为 BM1、BM2、BM3、BM4，由已知水准点 BMA 出发，依

次测到 BM1、BM2、BM3、BM4，在闭合到 BMA。 

导线测量 距离、水平角 全站仪 导线点的选设、导线边长丈量及内角和连接角测量、导线坐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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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所示，三组实验的内容分别是测量水平角、测量高差、测量距离和水平角，通过实验，学生

可熟练掌握水准仪和全站仪的操作原理，并能利用两种测量仪器来完成各种复杂的测量任务。三组实践

内容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水平角测量对应的测量元素是角度；四等水准测量对应的测量元素是高差；

导线测量对应的测量元素是距离、角度，这些测量元素都需要进行误差来源与分析，从而进一步提高测

量精度，而测量误差主要来源于测量仪器、观测者、外界条件三方面。 
 

 
Figure 1. Connections between practice contents 
图 1. 实践内容之间的联系 

 
通过对课程实践内容进行设计，使得学生能很好的掌握课程实践内容，同时能调动课堂氛围，提升

学生的实践能力。 

4. 结语 

工程测量学广泛应用于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如方案设计、施工、竣工等，是测绘工程、土木工程、

交通工程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工程测量学的显著特点是实践性很强，传统的课程内容设计并不能很好

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需要对课程的内容安排和教学方法进行改进，以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本

文以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为牵引，通过改进课程教学内容与设计、课堂教学方法与手段，使得课程内容更

加合理，便于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理论联系实际分析与处理问题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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