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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学计划 

学习项目 典型工作任务 思政教学内容 学时 

项目一：测量的

基本知识 

任务 1：测量的基本知识 
激发学习兴趣，确定规矩，树

立社会责任感，测绘发展史 
2 

任务 2：地面点坐标的表示 

测绘科普人文知识学习，弘扬

测量精神，良好的品德、行为

习惯养成 

2 

项目二：测量基

本工作 

任务 1：水准测量 
测量基本职业素养；民族自豪

感；科技创新意识 
12 

任务 2：角度测量 
爱护仪器、规范操作仪器、严

谨认真、实事求是等职业素养 
12 

任务 3：距离测量 
测量基本职业素养；树立文化

自信 
8 

项目三：小区域

控制测量 

任务 1：平面控制测量 

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依

据国家规范进行测量的素养、

精度和质量意识 

6 

任务 2：高程控制测量 

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依

据国家规范进行测量的素养、

精度和质量意识 

8 

项目四：地形图

识读与应用 

任务 1：地形图的基本知识 
文化自信、依法测绘、国家版

图意识、爱岗敬业 
2 

任务 2：地形图的基本内容 
文化自信、依法测绘、国家版

图意识、爱岗敬业 
2 

任务 3：地形图应用 
国家基础测绘建设，科技报国

情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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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总体介绍 

课

程

目

标 

知识目标 

（1）理解测量的基本概念； 

（2）掌握水准仪、全站仪的基本构造及操作方法； 

（3）熟练掌握水准测量、角度测量、距离测量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 

（4）掌握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实施步骤及方法； 

（5）掌握地形图识读和应用的基本知识； 

（6）熟悉测量相关法律、规范、标准。 

技能目标 

（1）能够使用水准仪完成点位高程的测量； 

（2）能够使用全站仪完成水平角、竖直角的观测和计算； 

（3）能够使用钢尺、测距仪或全站仪完成距离测量； 

（4）能够进行图根导线的外业与内业计算； 

（5）能进行四等水准测量的外业与内业计算; 

（6）能够进行地形图的识读； 

（7）能进行地形图上进行基本计算。 

思政目标 

（1）品德修养目标：具有遵守纪律、诚信友善、热爱劳动、

爱护环境、懂得感恩、独立学习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良好品德修

为。 

（2）思想政治目标：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怀、国家认同感、

中华民族自豪感。具有“热爱祖国、忠诚事业、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的测绘精神。 

（3）职业素质目标：具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严谨认真、

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具有遵纪守法、规范作业、维护国家版

图、保守秘密法法治意识；具有敢于担当、科技报国的责任意

识；具有提出新方法、新思路，进行发明创造、改革的创新意

识；具有精度保证的质量意识。 

（4）身心健康目标：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

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

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能适应工作环境，承担工程测量

外业工作。 

（5）文化素质目标：具有广泛的人文科学、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工程伦理知识、测绘人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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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教学

方法

及 

手段 

教学方法： 

（1）项目化教学。基于工程测量的典型工作任务，设计学习项目，以项目

导向、任务驱动的方式组织教学。 

（2）“教学练做一体化”教学。教师示范教学，学生边练边学，职业素养、

理论、实践融为一体。 

（3）“教、赛、证”三位一体，加强专业技能培养，发挥技能大赛对学生

专业专项技能的培养功能。将技能大赛的内容、技术规范、标准引入教学过程。

学生通过参赛，激发学习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团队协作和创新能力。并将职业

资格鉴定和技能大赛有机结合，实现课证融通。通过“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提高教学效果。 

（4）融入思政元素。通过实操训练，让学生及早适应从业环境；强化科学

教育，提供学生法制观念，减少安全隐患，培养责任感；融入中国测绘历史、

先进人物事迹，树立文化自信；引入测量新技术，树立强国梦，培养民族自尊

心、自豪感；教师以德立身、言传身教，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 

教学手段： 

（1）实操演练。教师对水准仪、全站仪等设备进行示范操作，边讲边练，

学生养成规范操作仪器的习惯。 

（2）信息化教学。借助云课堂、云班课等教学平台，运用课件、视频、动

画、网络资源等信息进行教学，借助微信等平台交流互动，答疑解惑。 

（3）启发式教学。课前通过问题导向、头脑风暴等方式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学习，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4）案例教学。通过工程案例，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培养

学生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等精神品质。 

 

课程

实施

条件 

 

（1）需配备工程测量相关规范、标准及地形图图纸； 

（2）需配备足够数量满足精度的测量仪器、设备； 

（3）需配备理实一体化教室，多媒体教学设备； 

（4）建立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 

（5）建立课程思政典型案例库、素材库； 

（6）提供网络教学资源、信息化教学平台； 

（7）需建立校内工程测量实训场，满足校内练习的需求； 

（8）建立一定数量校外实训基地，完成测量实践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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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考 核

标准 

及 

方法 

《测绘基础》是一门理实结合课程，以培养掌握扎实的测绘基础知识、具

备测绘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的新时代测绘人才为目标，因此课程考

核包含知识、技能、素质三方面内容，采用全过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评

价方式，即：学校教师与企业导师共同制定含知识、技能、素质三方面内容的

课程考核方案，包括评价内容、权重、评价方式等；以项目为评价单元，知识

的评价借助云班课等线上平台完成，技能和素质以学生自评与互评、教师评价、

企业导师评价多方综合评价完成。 

   考 核 内

容 

 

项目 

知识（35%） 技能（35%） 素质（30%） 

内容 
评价 

方式 
内容 

评价 

方式 
内容 

评价 

方式 

项目一

（10%） 

测 量 学 基

础知识 

线上： 

云班课 
  

学习兴趣、

学习习惯、

文化自信 

作业完成

情况；课

堂参与活

动情况。 

项目二

（50%） 

角度测量、

距离测量、

高差测量、

定 向 测 量

理论知识 

线上： 

云班课 

具 备 角 度 测

量、距离测量、

水 准 测 量 能

力，能进行定

向测量，进行

坐标推算。 

线下： 

以小组

为单位

开展技

能考核 

严谨认真、

实事求是的

工作态度；

团结协作、

吃苦耐劳的

精神。 

技能任务

完 成 情

况；小组

合 作 情

况；成果

规范性。 

项目三

（30%） 

掌 握 小 区

域 控 制 测

量方法 

线上： 

云班课 

能进行小区域

平 面 控 制 测

量、高程控制

测量 

线下： 

以小组

为单位

开展技

能考核 

先控制后碎

部、从高级

到低级的工

作原则；规

范意识；团

结 协 作 精

神；科技创

新意识。 

技能任务

完 成 情

况；小组

合 作 情

况；外业

操作及成

果 规 范

性。 

项目四

（10%） 

掌 握 地 形

图 基 础 知

识 

线上： 

云班课 

能进行地形图

识读 

线下：

小组讨

论 

尊法懂法、

依法测绘、

增强国家版

图意识；标

准意识和质

量意识，严

谨认真的态

度；科技创

新精神。 

学习任务

完 成 情

况；小组

讨论、合

作情况。 

备注 项目一没有技能目标，故考核内容只有知识和素质，比例为 70%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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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教学总体设计 

学习项目 主要知识点 思政目标 相关思政素材 实施途径 

项目 1.测量

基本知识 

1.测量的历史、定

义 

2.测量的任务 

3.地面点位的表

示 

4.测量的基本工

作、基本原则 

1.培养学生学习

兴趣； 

2.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 

3.树立文化自信； 

4.树立社会责任

感、使命感； 

5.测量基本原则。 

1.测绘新技术的应用（3S技术、4D

产品、无人机测绘、测量狗等）； 

2.课程特点和学习方法； 

3.测量历史发展、高斯在测绘方面的

贡献、中国古代测绘名人故事； 

4.测量在工程建设（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建设）、人民生活、国民经济建

设中的应用； 

5.电影《攀登者》片段； 

6.测绘人文景观，我国水准原点简

介； 

7.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1.数字资源展示：通过图片、视频

等展示测绘新技术应用； 

2.树立规矩：制定学习规格、明确

学生方法； 

3.测量历史和名人故事：弘扬测绘

人文文化，学习测绘先辈测绘精神； 

4.引入案例：通过案例介绍测量的

应用领域，培养学习兴趣； 

5.影视短片：电影《攀登者》经典

片段，《测量世界》片段引入； 

6.测绘人文景观：通过人文景观弘

扬老一辈的测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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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项目 主要知识点 思政目标 相关思政素材 实施途径 

项目 2.测量

基本工作 

1.水准测量 

2.角度测量 

3.距离测量 

1.培养学生严谨

认真、实事求是的

工作态度； 

2.培养学生爱护

仪器、爱护自然环

境的习惯； 

3.培养学生团结

协作、吃苦耐劳的

精神； 

4.培养学生树立

理想信念，具有责

任担当意识； 

5.坚定文化自信。 

1.记录计算的具体要求、教师示范、

学生实操； 

2.教师示范并监督学生养成“仪器不

离人”的习惯，爱护自然环境； 

3.分组练习，角色互换，合作完成外

业实践任务； 

4.珠峰高程测量案例、国测一大队人

物故事； 

5.直线定向错误案例（“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 

6.指南针进化史；宋代科学家沈括最

早发现了“磁偏角”、运用罗盘测量

地形；中国导航系统促进世界互联互

通。 

1.教师示范：教师示范测量仪器的

操作过程，介绍注意事项，外业练

习全程陪同、巡回指导； 

2.学生分组练习：以小组为单位进

行外堂训练，培养合作精神、沟通

能力、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 

3.案例引入：通过工程典型案例、

往届学生错误案例、测量技能大赛

中失败教训等引导学生； 

4.测绘历史：通过指南针进化史、

古代科学加成就增强文化自信； 

5.新闻事件：借助媒体资源，将导

航系统发展与直线定向关联，培养

科技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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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项目 主要知识点 思政目标 相关思政素材 实施途径 

项目 3.控制

测量 

1.平面控制测量 

2.高程控制测量 

1.培养学生严谨

认真、实事求是的

工作态度； 

2.培养学生历史

责任感和使命感，

具有文化自信和

理想信念，具有责

任担当意识； 

3.培养学生不怕

吃苦，不怕牺牲，

爱岗敬业的精神； 

4.培养学生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 

5.培养学生团结

互助的品德； 

6.培养学生爱护

仪器、爱护自然环

境的习惯。 

1.全国范围内控制网的建立和施测； 

2.分级布网，逐级控制的测量原则； 

3.珠峰高程测量案例； 

4.《工程测量规范》、《三四等水准测

量规范》； 

5.大国工程中对精度的要求； 

6.数据记录的规范性，数据处理的严

谨性； 

7.测量过程中小组成员间团结协作，

互帮互助； 

8.我国精密测量仪器的进步。 

1.教师讲解：通过全国范围控制网

的建立，培养学生历史责任感和文

化自信； 

2.学生实践：通过分组完成任务，

培养不怕吃苦、团结互助的精神； 

3.工程案例：结合大国工程、具体

规范，了解控制测量的严谨性和规

范性； 

4.精度控制：了解观测方法和数据

处理的严谨性，培育工匠精神；了

解我们精密测量仪器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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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项目 主要知识点 思政目标 相关思政素材 实施途径 

项目 4.地形

图基本知识 

1.认识地形图 

2.地形图比例尺 

3.地形图分幅与

编号 

4.地形图图外注

记 

5.地物、地貌符号 

1.帮助学生树立

文化自信； 

2.培养学生尊法

懂法、依法测绘、

增强国家版图意

识； 

3.培养学生标准

意识和质量意识，

严谨认真的态度； 

4.培养学生科技

创新精神。 

1.我国地图发展史，列举《禹贡地域

图》、《皇舆全览图》等古代标志性图

件，现代地图的发展趋势； 

2.测绘法宣传片，“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都不能错”，新闻事件； 

3.最新版《地形图图式》、《数字测图

技术规程》等规范文件，地形图标准

样图； 

4.“精度”和“质量”的重要意义，

历代珠峰测量体现的测绘精神和科

学精神。 

1.引用历史典籍：借助“大禹治水、

定九州”，《皇舆全览图》等古代地

图和典籍，介绍地图发展历史，树

立文化自信，同时引导学生思考科

技创新的重要性； 

2.测绘法宣传片：增强法制意识、

国家版图意识； 

3.引入规范、标准：培养学生地形

图测绘标准意识和质量意识； 

4.珠峰测量事件：引导学生关注测

量大事件，体会珠峰重测背后的测

绘精神和科学精神，激发民族自豪

感和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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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案 

 

授课单元 项目一：测量的基本知识 单元学时 4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1：测量的任务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作为大一第一学期的课程，学生尚未有专业学习基础，

但部分中职升入的同学有学习测量的经历，学生间对测量的认识不同的专业、

不同班级之间有差异。学生对测量充满好奇，期待实践性的课堂教学。 

能力水平：尚不具备测量专业素养，具有数学基本计算能力、地理常识，

为本课程学习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思想状况：对大学各种新鲜事物比较好奇，需要正确的引导他们，形成

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理解测量的定义； 

2.了解测量的分支，明

确课程的定位； 

3.明白测量的基本任

务； 

4.了解测量在工程建设

1.能说出测量的定义； 

2.知道测量的基本任

务； 

3.能区分测量在工程建

设不同阶段中的应用。 

1.激发学习测量的兴趣； 

2.培养责任感、使命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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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 

教学重点 测量的基本任务。 

教学难点 测量在工程建设中承担的任务；测量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课件 

2.资源内容：PPT、PDF 

2 
1.资源名称：测量应用案例 

2.资源内容：图片 

3 
1.资源名称：电影《攀登者》片段 

2.资源内容：视频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为学生搭建自由平等的学习和交流平台；成立学习小

组，为课程的开展做准备。参与话题讨论：测量是什么？ 

课中，任务实施：教师设计问题导入，引用案例启发引导，学生分组讨

论，积极思考，总结出测量学的定义和测量的任务。 

课后，知识拓展：教师通过教学平台发布拓展作业任务，借助微信群等

媒体进行交流，答疑解惑。教师针对下一节课的内容设计讨论话题：“地面点

位的表示方法”，并组织学生展开话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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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2.针对性话题讨论  

1.搭建教学平台，与学生建

立联系； 

2.划分课堂学习小组和实

践操作小组； 

3.发起讨论话题：测量是什

么？ 

1.加入教学、交流平台；  

2.成立学习小组和测量实

践小组，确定小组长；  

3.参与话题讨论。 

为学生搭建自由平等的学

习、交流平台； 

成立学习小组，有利于后

续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 

参与话题讨论，培养自主

学习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1.自主学习； 

2.交流互动。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 10 

分钟） 

交流对测量的初步印象 

1.提出问题：测量是什么？你对测

量有什么印象？ 

2.对学生讨论结果归纳总结，并做

出补充。 

1.提出问题：测量是什么？

你对测量有什么印象？ 

2.对学生讨论结果归纳总

结，并做出补充。 

分组探究，说出自己对测量

的初步印象。 

借助各种案例、图片、视

频，说明测量在各行各业

的应用，培养学生家国情

怀，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

考能力。 

1.案例教学 

2.分组讨论 

 

5 分钟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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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讲解

（15

分钟） 

测量学的定义 

测量学是研究地球的形状、大

小以及地表(包括地面上各种固定

物体）的几何形状及其空间位置的

科学。 

 

1.提供案例，结合疫情中测

绘的贡献和电影《攀登者》

片段，激发学生的爱国情

怀； 

 

2.总结点评学生讨论结果，

并给出测量的定义 

1.通过教师提供的一个个

案例，感受测量在工程建

设、国民经济、资源环境、

自然灾害、人民生活等各个

方面的应用； 

 

2.归纳并理解测量学的定

义，分享讨论结果。 

借助各种案例、图片、视

频，说明测量在各行各业

的应用，结合疫情中测绘

者的贡献，电影《攀登者》

中“测出中国高度”的豪

迈气概，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家国情怀。 

 

 

1.案例教学 

2.分组讨论 

 

10分钟 

 

 

 

 

 

 

 

 

 

 

 

 

5分钟 

 

理论

讲解

（10

分钟） 

测量的学科分类 

1.大地测量学 

研究地球表面及其内部一

个较大区域甚至整个地球的形

状、大小和其定位等等内容的

测绘科学。 

2.工程测量学——重点 

城市建设、大型厂矿建筑、

水利枢纽、农田水利及道路修

建等在勘测设计、施工放样、

讲解 PPT，介绍测绘学科分

类； 

学习测绘学科分类，明确本

课程的地位与作用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能

力。 

1.启发引导 

2.案例教学 

2分钟 

 

 

5分钟 

 

 

 

 

 

 

 

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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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和工程监测保养等方

面的测绘工作。 

3.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4.摄影测量学与遥感 

5.海洋测量学 

 

案例

分析 

（10

分钟） 

测量的基本任务 

1.测定 

从地面→到图纸——供使用                                                                                                          

是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 

2.测设 

从图纸→到地面——作为施工依据

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 

1.讲解 PPT，分别列举“测

绘地形图”和“工程施工测

量”案例，提出问题：测量

的基本任务。 

2.启发引导学生总结，对结

果进行点评。 

 

 

1.分组学习案例； 

2.结合案例，总结出测量的

基本工作任务，绘制思维导

图；各小组分享讨论结果。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实践意识。 

1.案例教学 

2.思维导图 

5分钟 

 

 

 

5分钟 

 

总结

应用

（ 15

分钟） 

测量在工程建设中的作用： 

1.规划设计阶段——测绘 

测绘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 供规

划、设计使用。 

2.施工阶段——测设 

施工测量、测设(施工放样)、竣工

测量和变形观测。 

3.运营管理阶段——变形监测 

建（构）筑物变形观测和安全监测

以“校园建设”为例，引导

总结工程建设不同阶段，测

量的任务和作用是什么？ 

规划设计阶段——施工阶

段——运营管理阶段 

结合案例分析总结出，在工

程施工的规划设计、工程施

工、运营管理等不同阶段的

任务。 

作为一名施工技术人员，

必须掌握测量的知识和技

能，才能担负起工程勘测、

规划设计、施工及管理等

任务。培养职业素养和工

匠精神。 

1.启发引导 

2.案例教学 

5分钟 

 

5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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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扩建改建。 

课堂

练习

（ 15

分钟） 

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作业 

1.发布随堂练习； 

2.根据作业和学生互评情

况，做总评，发现教学的薄

弱环节。 

1.完成练习 

2.互评作业，查漏补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能

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和

创新精神。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10分钟 

 

5分钟 

 

总结

评价

（15

分钟） 

1.教学总结； 

2.教学效果评价。 

1.引导学生总结课程知识

点，绘制思维导图； 

2.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总结

评价； 

3.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1.绘制思维导图； 

2.交流学习心得，提出疑

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能

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和

创新精神。 

1.任务驱动 

2.思维导图 

10分钟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课后作业和教学活

动任务； 

二、拓展提升，查阅资料，探索“地面点位

的表示”方法。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话题讨

论； 

3.自主探索学习，形成总结

性材料。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的能力。 

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

深层次的探索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从学生生活中对测量的初步印象入手，列举测量在工程建设、国民经济、资源环境、自然灾害、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应用，总结出测量学的定义，

帮助学生进行课程定位，激发学习兴趣和热情。通过案例教学，引导学生认识测量的基本作业和在工程建设中的具体应用，明确学习目的好方向，确定学

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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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一：测量的基本知识 单元学时 4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2：地面点位的表示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课程前序教学任务学生让了解了测量的历史发展状

况，掌握了测量的定义、任务，明确了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方法。本次任

务学习地面空间点位的表示方法。 

能力水平：已经能区分工程建设不同阶段测量的工作任务。 

思想状况：对大学各种新鲜事物比较好奇，需要正确的引导他们，形成

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地面点位的表示

方法； 

2.了解我国坐标系统。 

 

1.能用高斯平面直角坐

标和独立坐标系表示地

面点的平面位置； 

2.知道我国的坐标系

统、大地坐标原点及其

历史状况。 

1.通过高斯与我国古代

测绘名人在测量事业中

贡献的对比，激发学生刻

苦、谨慎科学探索精神，

增强文化自信； 

2．通过我国测绘人文景

观，弘扬测绘精神； 

3.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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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 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应用，国家坐标系统的建立。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电影《测量世界》片段 

2.资源内容：视频 

2 

1.资源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 

2.资源内容：图片 

3 

1.资源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 

2.资源内容：文本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学生通过教学平台、APP 接受教师推送的教学任务，

学习教学资源，教师设计讨论话题，引导学生思考、进行轻直播讨论，根据

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教学设计。 

课中，任务实施：教师设计问题导入，借助实物（苹果、橘子等）进行

小实验，将名人故事、测绘人文知识融入如课堂，通过启发引导和针对性点

拨讲解掌控课堂节奏。学生分组讨论，积极思考，成为课堂的主体。 

课后，知识拓展：教师通过教学平台发布拓展作业任务，借助微信群等

媒体进行交流，答疑解惑，关心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学生提交作业，预习新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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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预习新课 

2.针对性话题讨论 

1.发布教学资源； 

2.发起讨论主题：在地球表

面如何表示点位的平面坐

标？ 

3.根据讨论情况和学生反

馈问题，调整教学设计。 

1.自主学习； 

2.参与轻直播讨论； 

3.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有自己的见解。 

通过问题导向，借组教学

平台、APP 讨论问题，为

学生搭建自由发言的平

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1.自主学习； 

2.借助自媒体轻直播。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 5 

分钟） 

提出问题：如何在地球表面建立统

一的坐标系，表示点的位置，引导

学生自主思考，引出本节教学内容。 

1.提出问题：如何在地球表

面建立统一的坐标系，表示

点的平面位置？  

2.对学生讨论结果归纳总

结，并做出补充。引出本节

内容。 

分组探究，说出列举出所有

可能的方法。 

启发学生要善于观察，从

已有知识、生活经验中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1.启发式教学 

2.分组讨论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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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讲解

（5分

钟） 

测量的基准 

通过平均海水面的水准面，称为大

地水准面。 

外业测量的基准线——铅垂线 

外业测量的基准面——大地水准面 

内业计算的基准面——参考椭球面 

内业计算的基准线——参考椭球面

法线 

1.提问：测量工作以什么为

参照呢？ 

2.带领学生学习水准面、大

地水准面、参考椭球的相关

概念。 

1.分组讨论，汇报讨论结

果； 

2.学习并思考。 

启发学生自主思考 
1.启发引导； 

2.案例教学 

2分钟 

 

3分钟 

 

理论

讲解

（10

分钟） 

地理坐标 

用经度和纬度来表示 A(L,B) 

1.提问：如何表示球面上的

坐标？ 

2.带领学生回顾经纬度相

关概念； 

3.例举实例。 

1.分组讨论，汇报讨论结

果； 

2.回顾经纬度的概念，并与

“地理坐标”进行关联。 

3.根据实例深入理解。 

理论与实例相结合 
1.启发引导； 

2.案例教学 

5分钟 

 

5分钟 

 

理论

讲解

（30

分钟） 

高斯平面直角坐标 

1.高斯投影   

在参考椭球上横套一个椭圆柱面，

让某一子午线与之相切，将中央子

午线两側范围内的地区投影到椭圆

柱上，然后沿某一棱线展开，构成

高斯平面坐标系。 

2.高斯投影的分带 

从零子午线开始自西向东每隔 6°

为一个投影带。第 N 带范围是

【6*N-6，6*N】，第 N带中央子午线

1.提出问题：如何将地球表

面变成平面？ 

2. 播放视频：电影《测量

世界》片段； 

  

3.小实验：如何将橘子皮展

成平面？  

1.分组讨论； 

2.带着问题观看视频； 

 

 

 

 

3.协助教师完成实验，并分

析要点； 

4.探索高斯投影的原理； 

5.感受测绘名人的科学精

神，认同我国古代的测绘成

1.由高斯投影的产生，介

绍高斯在大地测量方面的

主要成就（发明了六分仪、

正形投影，建立高斯平面

直角坐标系，应用至今），

以及他刻苦（他的成功是

“刻苦学习得来的”）和谨

慎的科学态度。 

2.与我国古代测绘名人

（裴秀、郭守敬、康熙皇

帝）在测绘方面的成就进

1.启发引导 

2.案例教学 

2分钟 

 

 

5分钟 

 

 

 

 

 

 

 

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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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度为： 6*N-3 ，由此建立 6°投

影带。                 

3.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建立 

每一带构成一独立的坐标系。以投

影后的中央子午线为 x轴（纵轴）；

以赤道的投影为 y轴（横轴）；以中

央子午线和赤道的交点为原点。 

4.高斯平面坐标系和数学坐标系的

不同点： 

坐标轴不同；象限顺序不一样。 

4.引导学生学习高斯投影

原理； 

5.介绍高斯在大地测量方

面的成就，并与我国古代测

绘名人进行比较； 

6.总结高斯投影特性； 

7.介绍高斯投影分带； 

8.得出高斯平面坐标系建

立的方法； 

9.总结与数学坐标系的异

同点； 

10.完成练习，巩固提高 

就，增强文化自信； 

6.讨论并总结出高斯投影

的特性； 

7.学习高斯投影分带，绘制

3°带和 6°带的对比图； 

8.绘制出高斯平面直角坐

标系； 

9.讨论并总结出与数学坐

标系的异同点； 

10.完成案例计算。 

行比较，增强文化自信。 

 

5分钟 

 

 

5分钟 

 

 

 

 

 

5分钟 

 

 

 

3分钟 

 

2分钟 

理论

讲解 

（10

分钟） 

独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当测区较小时，可以把球面看

作平面，将坐标原点选在测区西南

角， 南北向为 X轴（纵轴）方向，

向北为正，东西向为 Y 轴（横轴）

方向，向东为正。 

1.介绍适用条件； 

2.提问：如何确保所有的数

据为“正”数？ 

3.举例 

1．分组讨论，汇报讨论结

果； 

2.总结独立坐标系建立方

法。 

在自主探究和分组讨论的

过程中培养独立思考、分

析问题的能力。 

1.启发引导； 

2.案例教学 

5分钟 

 

5分钟 

 

举例

应用 

（10

分钟） 

我国的坐标系统 

1.1954北京坐标系 

建国初期建立，采用克氏椭球，

大地原点在现在俄罗斯的普尔科

沃。 

2.1980国家大地坐标系 

采用 IGA-75椭球，大地原点在

1.介绍我国坐标系统及其

建立历史； 

2.我国大地坐标原点及其

历史——陕西省泾阳县永

乐镇境内。 

 

1.了解我国坐标系统及其

建立历史； 

2.感受时代的发展和科技

的进步 

由坐标系中“克拉索夫斯

基椭球”到“国际参考椭

球”参数变化，体现测绘

科学家严谨求实、不断进

取的精神。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

点人文景观融入课堂。 

举例应用 

（10分钟） 

5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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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按局部密切

条件重新定位。 

3.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是地心系，2008年开始启用。 

课堂

讲解

（ 10

分钟） 

高程 

1.绝对高程： 点到大地水准面的铅

直距离，用 HA 、HB表示； 

2.相对高程：点到任意水准面的铅

直距离，用 HA′、HB′ 

3.高差：高程之差是高差。 

1.发布随堂练习； 

2.根据作业和学生互评情

况，做总评，发现教学的薄

弱环节。 

1.完成练习 

2.互评作业，查漏补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能

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和

创新精神。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2分钟 

 

8分钟 

 

总结

评价

（10

分钟） 

1.教学总结； 

2.教学效果评价。 

1.引导学生总结课程知识

点，绘制思维导图； 

2.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总结

评价； 

3.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1.绘制思维导图； 

2.交流学习心得，提出疑

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能

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和

创新精神。 

1.任务驱动 

2.思维导图 

5分钟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课后作业和教学活

动任务； 

二、拓展提升，查阅资料，探索“三维坐标

系”和“全球坐标系”建立方法。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话题讨

论； 

3.自主探索学习，形成总结

性材料。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的能力。 

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

深层次的探索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对于教材中和教师提供的资源中明确表示的内容，教师不要重复讲解，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总结；针对重点和难点问题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建立，用

生活中常见的实物，如橘子、苹果或者学生提供的圆形物体做实验，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便于学生类比理解；用名人故事、我国坐标系建立过程中的实

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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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12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1：水准测量 

子任务 1：水准原理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习理解了测量的基本知识，为高程测量奠定了理论

基础。 

能力水平：有较强的理论接受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思想状况：对大学各种新鲜事物比较好奇，需要正确的引导他们，形成

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了解我国高程系统； 

2.认识高程测量的三种

方法； 

3.掌握水准测量原理； 

4.掌握自动安平水准仪

的结构、学会正确读数； 

5.掌握任意两点间高差

测量方法。 

1.能够正确使用我国高

程系统； 

2.能说出水准仪各部件

的名称以及功能，能规

范操作水准仪； 

3.能用“高差法”和“视

线高”法测定两点高差。 

1.传承测绘先辈精神，培

养民族自豪感和职业认

同； 

2.体会科技兴国的内涵、

增强文化自信； 

3.体验测绘工作的艰辛、

团队合作的重要； 

4.逐步形成良好的职业

习惯。 

教学重点 水准测量的原理、自动安平水准仪的使用。 

教学难点 测定地面任意两点间高差、水准仪的规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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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珠峰高程是怎样测得的？”；2020 珠峰重测、2020 感动

中国人物“国测一大队”事迹 

2.资源内容：视频和图片 

2 

1.资源名称：科力达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2.资源内容：虚拟仿真软件 

3 

1.资源名称：青岛水准原点外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零点景观 

2.资源内容：图片、故事，我国高程系统 

4 

1.资源名称：珠峰高程测量中使用的三种测量方法 

2.资源内容：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量、GNSS测量短视频 

5 

1.资源名称：教学课件、网络教学资源 

2.资源内容：PPT、网络链接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水准仪的操作过程知识学习

清单，推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通过教学平台、APP 接受教师推送的

教学任务，学习教学资源，教师设计讨论话题，引导学生思考、进行轻直播

讨论，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教学设计。 

课中，任务实施：引出本节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图片、动

画、视频演示，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然后用任务驱动的方式，逐

步讲解水准仪操作的方法，并进行实操练习，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实训课程

获得的自测数据，并进行数据质量的评价，将计算结果和质量评价结果上传

平台，组间互评，教师实时指导，并给予评分。 

 



23 

 

 

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预习新课 

2.针对性话题讨论 

1.发布教学资源，高程测量

的施工实例； 

2.发起讨论主题：高程是如

何测出来的？ 

3.根据讨论情况和学生反

馈问题，调整教学设计。 

1.自主学习； 

2.参与轻直播讨论； 

3.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有自己的见解。 

通过问题导向，借组教学

平台、APP 讨论问题，为

学生搭建自由发言的平

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1.自主学习； 

2.借助自媒体轻直播。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5分

钟） 

播放“珠峰高程测量原理”视频，

提出问题：珠峰高程的起算面是什

么？ 

 

1.播放“珠峰高程测量原

理”视频； 

2.提出问题，导入课程。 

1.观看视频； 

2.结合课前预习回答问题，

得出结论——大地水准面。 

根据珠峰高程测量原理导

入课程，培养学生职业自

豪感、激发学习兴趣。 

视频；问题导向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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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实施 

（10

分钟） 

我国的高程系统 

（1）我国水准原点 

青岛观象山 

（2）1956年黄海高程系 

根据青岛验潮站 1950-1956 年

的验潮资料确定的平均海平面作为

高程基准面。建立的水准原点其高

程为 72.289m。 

（3）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现行） 

根据青岛验潮站 1952-1979 年

的验潮资料确定的平均海平面作为

高程基准面。水准原点的高程为

72.260m。 

1.展示我国水准原点标志

景观，介绍我国水准原点建

立方法； 

 

 

 

 

 

 

 

 

 

 

2.结合测绘技术历史发展，

介绍我国的两个高程系统。 

1.观看景观图像，了解我国

水准原点建立方法； 

2.了解我国高程系统的建

立情况以及现行基准。 

1.借助测绘人文景观，弘

扬测绘前辈严谨认真、吃

苦奉献的精神； 

2.我国建立自己的高程基

准，增强文化自信 

人文景观图片；我

国高程系统建立的

历史过程 

5分钟 

 

 

 

 

 

5分钟 

教学

实施 

（10

分钟） 

高程测量方法 

1.水准测量 

2.三角高程测量 

3.GNSS测量 

 

 

1.提出问题：“珠峰高程测

量原理”视频中运用了几种

高程测量方法？ 

2.结合珠峰高程测量案例，

总体介绍三种方法，提出本

次课程学习重点——水准

测量。 

1.学生在手机端教学平台

回看视频，总结出高程测量

的三种方法； 

2.明确高程测量的方法以

及本次课程学习的重点。 

 

1.珠峰高程测量中应用的

三中测量方法，体现测量

职业的神圣感； 

2.我国的 GNSS 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完

成，体现科技强国重要意

义。 

视频；归纳总结 

5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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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实施 

（10

分钟） 

水准测量原理 

利用水准仪提供水平视线，读取水

准尺的读数，测定两点间的高差，

有已知点高程推求未知点高程。 

 

1.高差法 

 

ABAB hHH +=  

2.视线高法 

aHH Ai +=  

bHH iB −=  

1.教师提供“高差法”测量

微视频，布置任务——总结

出一般公式； 

2.教师根据学生作答点评

总结； 

3.教师讲解什么是视线

高？引导学生举一反三，总

结得出视线高法的一般公

式。 

1.学生观看微视频，分组讨

论，得出一般公式； 

2.对讨论结果进行修正； 

3.学习视线高的概念，举一

反三，思考视线高法测量高

程的程序，总结出一般公

式。 

 

 

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学

会归纳总结、举一反三。 

启发引导；分组讨

论；举一反三 

5分钟 

 

 

 

 

 

5分钟 

教学

实施 

（10

分钟） 

水准仪的认识与使用 

1.水准仪结构 

水准仪是指能够提供水平视线的仪

器，主要由望远镜、水准器和基座

三部分组成。 

 

2.操作注意事项 

1.教师实物演示，随机抽查

仪器部件的名称以及功能； 

2.教师举例讲解读数方法，

并随机抽查进行检验； 

3.教师强调仪器操作注意

事项。 

 

 

1.学生观看实物，辨认出仪

器各个部件的名称以及功

能； 

2.学生学习水准仪读数方

法； 

3.学生牢记注意事项。 

1.教师示范，规范操作、

言传身教； 

2.学生认真读数，养成严

谨认真的习惯； 

3.学生根据注意事项养成

爱护仪器、规范操作仪器

的习惯，具有安全意识。 

教师示范；边讲边

练 

5分钟 

 

 

 

 

 

5分钟 

bah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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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实施 

（30

分钟） 

实操训练（校内实训场） 

以小组为单位，练习仪器，小

组合作，促进技能水平和团队协作

能力。 

1.以小组为单位，每人测两点间高

差，轮流操作仪器观测、记录计算

数据、扶尺； 

2.数据现场计算，计算完成后换下

一位同学； 

3.提交成果。 

4.小组内互评； 

5.评判结果，评选优秀团队。 

1.教师布置任务 

（1）认识水准仪 

（2）测定任意两点间高差 

2.教师巡回指导 

1.学生分组练习 

2.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学生通过实操演练掌握测

量技能，在操作过程中养

成爱护仪器的习惯，培养

团结协作、严谨认真的态

度。 

任务导向；小组合

作；实操演练 

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5分钟 

教学

实施 

（10

分钟） 

技能比拼 

组织小组间技能比拼活动，评

选优秀团队，促进技能水平和团队

协作能力。 

1.以小组为单位，选出一人完成技

能比赛； 

2.每人测两点间高差，轮流操作仪

器观测、记录计算数据、扶尺； 

3.数据现场计算； 

4.提交成果。比赛结束； 

5.评判结果，评选优秀团队。 

1.教师组织技能比拼活动，

宣布规则； 

2.组织比赛并进行综合评

定。 

 

 

1.领会比赛规则，做比赛准

备； 

2.参加技能比拼活动。 

 

 

 

通过技能比拼活动，提升

技能水平，增强团结协作

能力。 

技能比拼 

5分钟 

 

 

 

5分钟 

总结

评价 

（5分

钟） 

教学总结与评价 

本次课程内容总结； 

教师对技能训练结果进行点评。 

1.带领学生总结本次课程

知识点、技能点、素质要求； 

2.点评操作中的典型问题。 

1.知识总结； 

2.吸取教训、总结经验。 
培养归纳总结能力 

归纳总结； 

测量错误案例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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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课后作业和教学活

动任务； 

二、拓展提升，查阅资料，探索水准仪的操

作规程。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话题讨

论； 

3.自主探索学习，形成总结

性材料。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的能力。 

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

深层次的探索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对于教材中和教师提供的资源中明确表示的内容，教师不要重复讲解，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总结；针对重点和难点问题做讲解，现场演示，并加入比拼

环节，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竞争意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增强责任使命感，培养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不怕困难、奋力拼搏的职业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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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12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1：水准测量 

子任务 2：水准仪的操作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和实训场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习了高程系统，理解了水准测量的基本原理，认识

了水准仪，学会了水准尺读数，根据小测试成绩，分析学生对水准仪的认识、

水准尺读数的掌握情况，为水准仪的实际操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能力水平：有较强的理论接受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思想状况：对大学各种新鲜事物比较好奇，需要正确的引导他们，形成

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 DS3 水准仪的操

作过程； 

2.会熟练使用 DS3 水准

仪。 

1.掌握水准测量基本原

理，会计算高程。 

2.能使用 DS3水准仪 

进行一测站的观测。 

1.体验测绘工作的艰辛； 

2.认同测量工作的基本

原则； 

3.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水准仪的操作；会读数；会进行一测站的高差测量。 

教学难点 会进行一测站的高差测量。 

教学资源 1 
1.资源名称：动画和图片 

2.资源内容：水准仪的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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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2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水准仪的使用步骤 

3 
1.资源名称：水准仪和水准尺 

2.资源内容：水准仪操作示范演示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水准仪的操作过程知识学习

清单，推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通过教学平台、APP 接受教师推送的

教学任务，学习教学资源，教师设计讨论话题，引导学生思考、进行轻直播

讨论，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教学设计。 

课中，任务实施：引出本节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图片、动

画、视频演示，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然后用任务驱动的方式，逐

步讲解水准仪操作的方法，并进行实操练习，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实训课程

获得的自测数据，并进行数据质量的评价，将计算结果和质量评价结果上传

平台，组间互评，教师实时指导，并给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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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预习新课 

2.针对性话题讨论 

1.发布教学资源，水准仪的

操作步骤； 

2.发起讨论主题：水准仪的

操作步骤？ 

3.根据讨论情况和学生反

馈问题，调整教学设计。 

1.自主学习； 

2.参与轻直播讨论； 

3.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有自己的见解。 

通过问题导向，借组教学

平台、APP 讨论问题，为

学生搭建自由发言的平

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1.自主学习； 

2.借助自媒体轻直播。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 5 

分钟） 

学习平台发布操作规程，引出本次

课程 

1.提出问题：水准仪的操作

步骤？ 

2.对学生讨论结果归纳总

结，并做出补充。引出本节

内容。 

分组探究，列举出操作步骤

及如何操作。 

启发学生要善于观察，从

已有知识、生活经验中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1.启发式教学 

2.分组讨论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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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讲解

（15

分钟） 

水准仪的操作程序： 

1.安置 

2.粗平：调节脚螺旋，采用左手拇

指法则，使圆水准气泡居中 

 

3.瞄准 

目镜调焦-粗略瞄准-物镜调焦-精

确瞄准 

4.精平 

5.读数：连读四位 

1.引导学生学习操作步骤 

2.读数练习，纠正错误。 

3.说明操作过程中的注意

事项。 

4.举例说明严谨的重要性。 

1.学习操作步骤； 

2.完成读数练习； 

3.领会注意事项，增强严谨

的工作态度； 

4.通过实例，深入理解。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读数

中强调测绘人精益求精的

精神。  

1.启发引导； 

2.案例教学 

5分钟 

 

5分钟 

 

5分钟 

示范

演示

（10

分钟） 

1.回顾总结操作要领； 

1）安置 

2）粗平：调节脚螺旋，采用左手拇

指法则，使圆水准气泡居中 

 

3）瞄准 

目镜调焦-粗略瞄准-物镜调焦-精

确瞄准 

4）精平 

5）读数：连读四位 

2.逐步操作； 

1.回顾总结操作要领 

2.逐步操作； 

3.强调注意事项。 

 

 

1.复习操作步骤； 

2.看老师现场演示； 

3.思考为什么注意，并在实

践中真正做到。 

1.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2.培养独立思考、不怕困

难的职业素养。 

1.启发引导 

2.现场演示 

2分钟 

 

 

 

 

5分钟 

 

 

 

 

 

 

 

 

 

 

file:///F:/LY/2020-2021（2）/思政/3.19/电子挂图/210.swf
file:///F:/LY/2020-2021（2）/思政/3.19/电子挂图/210.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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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调注意事项。 3分钟 

实践

练习 

（30

分钟） 

实训：水准仪的操作 

以小组为单位，练习仪器，小组合

作，促进技能水平和团队协作能力。 

1.以小组为单位，每人测两点间高

差，轮流操作仪器观测、记录计算

数据、扶尺； 

2.数据现场计算，计算完成后换下一

位同学； 

3.提交成果。 

4.小组内互评； 

5.评判结果，评选优秀团队。 

1.布置任务，测出两点间的

高差；强调数据记录的规范

性； 

2.解答疑问，指导动作要

领，纠正数据不规范操作； 

3.点评测量结果。 

1．分组练习；每人练习完

成一个完整仪器操作流程，

完成表格记录；  

2.如有疑问，组内讨论或向

老师提问； 

3.小组内互评。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3.培养独立思考、不怕困

难的职业素养。 

1.任务驱动法 

2.小组练习 

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5分钟 

技能

比拼 

（20

分钟） 

组织小组间技能比拼活动，评

选优秀团队，促进技能水平和团队

协作能力。 

1.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技能比赛。 

2.每人一测段，轮流操作仪器观测、

记录计算数据、扶尺。 

3.数据现场计算，计算完成后换下

一位同学 

4.提交成果。比赛结束。 

5.评判结果，评选优秀团队 

1.布置技能比拼的规则，小

组内比拼 

2.各小组比拼，点评测量结

果，定出优胜组。 

1.小组内互相比拼，定出优

胜者 

2.各小组比拼，点评测量结

果，定出优胜组。 

1.提高学习兴趣，自主学

习； 

2.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3.不怕困难、奋力拼搏的

的竞争意识。 

1.任务驱动法 

2.小组练习 

10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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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评价

（10

分钟） 

1.教学总结； 

2.教学效果评价。 

1.引导学生总结课程知识

点，绘制思维导图； 

2.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总结

评价； 

3.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1.绘制思维导图； 

2.交流学习心得，提出疑

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能

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和

创新精神。 

1.任务驱动 

2.思维导图 

5分钟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课后作业和教学活

动任务； 

二、拓展提升，查阅资料，探索水准仪的操

作规程。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话题讨

论； 

3.自主探索学习，形成总结

性材料。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的能力。 

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

深层次的探索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对于教材中和教师提供的资源中明确表示的内容，教师不要重复讲解，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总结；针对重点和难点问题做讲解，现场演示，并加入比拼

环节，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竞争意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增强责任使命感，培养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不怕困难、奋力拼搏的职业

素养。 



34 

 

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12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1：水准测量 

子任务 3：水准测量的实施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习理解了水准测量的基本原理，认识并会使用水准

仪，学会了水准尺读数，能测量出两点间的高差。 

能力水平：有较强的理论接受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思想状况：对大学各种新鲜事物比较好奇，需要正确的引导他们，形成

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普通水准测量外

业观测步骤； 

2.会熟练使用 DS3 水准

仪进行普通水准外业观

测。 

1.掌握普通水准测量外

业观测步骤； 

2.会熟练使用 DS3 水准

仪进行普通水准外业观

测。 

1.体验测绘工作的艰辛； 

2.认同测量工作的基本

原则； 

3.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利用 DS3水准仪进行普通水准测量外业观测。 

教学难点 测站检核；水准路线布设形式。 

教学资源 1 
1.资源名称：文本 

2.资源内容：宋泽盛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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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2 

1.资源名称：动画 

2.资源内容：普通水准测量外业观测步骤 

3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普通水准测量外业观测记录表格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水准仪的操作过程知识学习

清单，推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通过教学平台、APP 接受教师推送的

教学任务，学习教学资源，教师设计讨论话题，引导学生思考、进行轻直播

讨论，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教学设计。 

课中，任务实施：引出本节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图片、动

画、视频演示，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然后用任务驱动的方式，逐

步讲解水准仪操作的方法，并进行实操练习，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实训课程

获得的自测数据，并进行数据质量的评价，将计算结果和质量评价结果上传

平台，组间互评，教师实时指导，并给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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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预习新课 

2.针对性话题讨论 

1.发布教学资源，普通水准

测量的实施过程； 

2.发起讨论主题：普通水准

测量的实施过程？ 

3.根据讨论情况和学生反

馈问题，调整教学设计。 

1.自主学习； 

2.参与轻直播讨论； 

3.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有自己的见解。 

通过问题导向，借组教学

平台、APP 讨论问题，为

学生搭建自由发言的平

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1.自主学习； 

2.借助自媒体轻直播。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 5 

分钟） 

由宋泽盛仪器引出水准测量的

实施步骤，提出问题如何利用水准

仪测出高差，并引导同学归纳，引

出本课程。 

1.提出问题：如何利用水准

仪测出高差呢？ 

2.对学生讨论结果归纳总

结，并做出补充。引出本节

内容。 

分组探究，列举出操作步骤

及如何操作。 

 

启发学生要善于观察，从

已有知识、生活经验中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1.启发式教学 

2.分组讨论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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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讲解

（25

分钟） 

一、普通水准测量技术设计 

1.水准点的选择 

2.水准路线的布设形式 

  （1）闭合水准路线 

（2）附合水准路线 

（3）支水准路线 

 

 

 

3.水准测量的精度要求 

二、普通水准测量外业施测 

1.一个测站上的操作步骤 

2.连续水准测量 

3.水准测量记录 

4.水准测量的检验 

（1）计算检核 

始终 HHhba −==−    

（2）测站检核 

1.给出任务，如何利用所学

的知识求得待测点的高

程？从而引出水准路线的

的概念。 

 

 

 

 

 

2.根据已知点的分布及现

场情况分析可以使用的水

准路线的类型，并提示同学

思考，为什么这样布设？有

什么优缺点，适用于什么情

况？ 

 

 

3.通过动画演示的方式，来

讲解水准路线的外业观测。 

 

 

 

 

1.认真思考，如何从已知点

的高程来推算出较远处或

地势起伏较大处点的高程。 

 

 

 

 

 

 

2.思考这些水准路线的布

设条件及优缺点，并与同学

讨论自己的思考结果是否

合理。 

 

 

 

 

3.观看动画，学习水准路线

的外业观测方式。 

 

 

 

 

展示测绘工作的艰辛，提

前让同学感知测量工作的

工作环境，培养学生吃苦

耐劳的测绘精神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读数

中强调测绘人精益求精的

精神。  

 

 

 

 

 

 

 

 

 

 

 

1.启发引导； 

2.案例教学 

5分钟 

 

 

 

 

 

 

 

 

 

 

 

 

 

 

 

 

 

 

 

 

5分钟 

 

5分钟 

 

 

5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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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仪高法； 

双面尺法 

（3）水准路线检核 

附合水准路线： 

f
h
 = ∑h

测 
- ∑h

理
= ∑h

测
-（H

终
 – H

始
） 

闭合水准路线：   

f
h
 = ∑h

测 
- ∑h

理
= ∑h

测
 

支水准路线：     

f
h
 = ∑h

测 
- ∑h

理
= ∑h

往
+ ∑h

返 
 

 

 

 

4.点评，并查漏补缺。 

 

 

 

4.总结水准路线的外业观

测步骤，注意按规程操作。 

 

 

规范操作，实事求是，培养

规范操作的意识和保护好

测量仪器的责任意识。 

 

 

 

 

示范

演示

（15

分钟） 

闭合水准路线的观测实施 

1.选四五个点，组成一个闭合水准

路线； 

2.回顾总结操作要领； 

3.逐步操作，并完成记录表； 

4.强调注意事项。 

1.回顾总结操作要领 

2.布设一闭合路线，逐步操

作，并完成记录表； 

3.强调注意事项。 

1.复习操作步骤； 

2.看老师现场演示； 

3.思考注意事项的原因，并

在实践中真正做到。 

1.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2.培养独立思考、不怕困

难的职业素养。 

1.启发引导 

2.现场演示 

2分钟 

10分钟 

3分钟 

实践

练习 

（30

分钟） 

实操训练（校内实训场） 

以小组为单位，练习仪器，小组合

作，促进技能水平和团队协作能力。 

1.以小组为单位，每人测两点间高

差，轮流操作仪器观测、记录计算

数据、扶尺； 

2.数据现场计算，计算完成后换下一

位同学； 

3.提交成果。 

4.小组内互评； 

5.评判结果，评选优秀团队。 

1.布置任务，闭合水准路线

的外业观测；强调数据记录

的规范性； 

2.解答疑问，指导动作要

领，纠正数据不规范操作； 

3.点评测量结果。 

 

1．分组练习；每人练习完

成一个测段操作流程，完成

表格记录；  

2.如有疑问，组内讨论或向

老师提问； 

3.小组内互评。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3.培养独立思考、不怕困

难的职业素养。 

1.任务驱动法 

2.小组练习 

2分钟 

 

 

 

15分钟 

 

 

10分钟 

 

 

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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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评价

（15

分钟） 

1.教学总结； 

2.教学效果评价。 

1.引导学生总结课程知识

点，绘制思维导图； 

2.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总结

评价； 

3.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1.绘制思维导图； 

2.交流学习心得，提出疑

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能

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和

创新精神。 

1.任务驱动 

2.思维导图 

5分钟 

 

10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课后作业和教学活

动任务； 

二、拓展提升，查阅资料，探索水准仪的操

作规程。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话题讨

论； 

3.自主探索学习，形成总结

性材料。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的能力。鼓励学有余力

的同学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对于教材中和教师提供的资源中明确表示的内容，教师不要重复讲解，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总结；针对重点和难点问题做讲解，现场演示，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增强竞争意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增强责任使命感，培养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不怕困难、奋力拼搏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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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12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1：水准测量: 

子任务 4：水准测量实训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测量实训场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习理解了水准测量外业的实施过程，学习了测量规

程，会按照要求完成观测、数据记录和计算。 

能力水平：有较强的理论接受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思想状况：对大学各种新鲜事物比较好奇，需要正确的引导他们，形成

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普通水准测量外

业观测步骤； 

2.会熟练使用 DS3 水准

仪进行普通水准外业观

测。 

1.掌握普通水准测量外

业观测步骤； 

2.会熟练使用 DS3 水准

仪进行普通水准外业观

测。 

1.体验测绘工作的艰辛； 

2.认同测量工作的基本

原则； 

3.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利用 DS3水准仪进行普通水准测量外业观测 

教学难点 测站检核；水准路线布设形式 

教学资源 1 
1.资源名称：文本 

2.资源内容：宋泽盛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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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2 
1.资源名称：动画 

2.资源内容：普通水准测量外业观测步骤 

3 
1.资源名称：文本 

2.资源内容：普通水准测量外业观测记录表格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水准仪的操作过程知识学习

清单，推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通过教学平台、APP 接受教师推送的

教学任务，学习教学资源，教师设计讨论话题，引导学生思考、进行轻直播

讨论，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教学设计。 

课中，任务实施：引出本节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图片、动

画、视频演示，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然后用任务驱动的方式，逐

步讲解水准仪操作的方法，并进行实操练习，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实训课程

获得的自测数据，并进行数据质量的评价，将计算结果和质量评价结果上传

平台，组间互评，教师实时指导，并给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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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预习新课 

2.针对性话题讨论 

1.发布教学资源，普通水准

测量的实施过程； 

2.发起讨论主题：闭合水准

路线测量的实施过程？ 

3.根据讨论情况和学生反

馈问题，调整教学设计。 

1.自主学习； 

2.参与轻直播讨论； 

3.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有自己的见解。 

通过问题导向，借组教学

平台、APP 讨论问题，为

学生搭建自由发言的平

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1.自主学习； 

2.借助自媒体轻直播。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 5 

分钟） 

普通水准测量的实施 

1.提出问题：如何利用水准

仪测出高差呢？ 

2.对学生讨论结果归纳总

结，并做出补充。引出本节

内容。 

分组探究，列举出操作步骤

及如何操作。 

启发学生要善于观察，从

已有知识、生活经验中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1.启发式教学 

2.分组讨论 

 

5分钟 

 

示范

演示

（10

分钟） 

闭合水准路线的观测实施 

 

1.回顾总结操作要领 

2.布设一闭合路线，逐步操

作，并完成记录表； 

1.复习操作步骤； 

2.看老师现场演示； 

3.思考注意事项的原因，并

1.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2.培养独立思考、不怕困

1.启发引导 

2.现场演示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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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调注意事项。 在实践中真正做到。 难的职业素养。 5分钟 

实践

练习 

（45

分钟） 

以小组为单位，练习仪器，小组合

作，促进技能水平和团队协作能力。 

1.以小组为单位，每人测两点间高

差，轮流操作仪器观测、记录计算

数据、扶尺； 

2.数据现场计算，计算完成后换下一

位同学； 

3.提交成果。 

4.小组内互评； 

5.评判结果，评选优秀团队。 

1.布置任务，闭合水准路线

的外业观测；强调数据记录

的规范性； 

2.解答疑问，指导动作要

领，纠正数据不规范操作； 

3.点评测量结果。 

1．各测量小组完成闭合水

准路线的测量，组内轮换，

每个人都要完成观测、记

录、立尺工作。 

2.如有疑问，组内讨论或向

老师提问； 

3.小组内互评。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3.培养独立思考、不怕困

难的职业素养。 

1.任务驱动法 

2.小组练习 

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5分钟 

 

5 分钟 

技能

比拼 

（20

分钟） 

组织小组间技能比拼活动，评

选优秀团队，促进技能水平和团队

协作能力。 

1.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技能比赛； 

2.每人一测段，轮流操作仪器观测、

记录计算数据、扶尺； 

3.数据现场计算，计算完成后换下

一位同学； 

4.提交成果。比赛结束； 

5.评判结果，评选优秀团队。 

1.布置技能比拼的规则 

2.点评测量结果，定出优胜

组。 

1.根据规则分工，确定每人

的任务 

2.各小组比拼，严格按照规

则，注意数据记录的规范

性。 

1.提高学习兴趣，自主学

习； 

2.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3.不怕困难、奋力拼搏的

的竞争意识。 

1.任务驱动法 

2.小组练习 

5 分钟 

 

 

 

10 分钟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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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评价

（10

分钟） 

1.教学总结； 

2.教学效果评价。 

1.引导学生总结课程知识

点，绘制思维导图； 

2.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总结

评价； 

3.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1.绘制思维导图； 

2.交流学习心得，提出疑

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能

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和

创新精神。 

1.任务驱动 

2.思维导图 

5 分钟 

 

5 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课后作业和教学活

动任务； 

二、拓展提升，查阅资料，探索水准仪的操

作规程。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话题讨

论； 

3.自主探索学习，形成总结

性材料。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的能力。 

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

深层次的探索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对于教材中和教师提供的资源中明确表示的内容，教师不要重复讲解，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总结；针对重点和难点问题做讲解，现场演示，并增加技能

比拼环节，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竞争意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增强责任使命感，培养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不怕困难、奋力拼搏的

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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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12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1：水准测量: 

子任务 5：水准测量的内业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习理解了普通水准的外业观测，会使用仪器完成操

作，测出外业测量成果。 

能力水平：有较强的理论接受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思想状况：对大学各种新鲜事物比较好奇，需要正确的引导他们，形成

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普通水准测量内

业计算步骤； 

2.会利用已知点推求待

测点的高程。 

1.掌握普通水准测量内

业计算步骤； 

2.会利用已知点推求待

测点的高程。 

1.体验测绘工作的艰辛； 

2.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

工作态度； 

3.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普通水准测量内业计算。 

教学难点 闭合差的调整。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1 
1.资源名称：内业计算表格 

2.资源内容：动画和图片 

2 
1.资源名称：内业计算步骤 

2.资源内容：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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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3 

1.资源名称：测量规范 

2.资源内容：文本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水准仪的操作过程知识学习

清单，推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通过教学平台、APP 接受教师推送的

教学任务，学习教学资源，教师设计讨论话题，引导学生思考、进行轻直播

讨论，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教学设计。 

课中，任务实施：引出本节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图片、动

画、视频演示，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然后用任务驱动的方式，逐

步讲解水准仪操作的方法，并进行实操练习，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实训课程

获得的自测数据，并进行数据质量的评价，将计算结果和质量评价结果上传

平台，组间互评，教师实时指导，并给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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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预习新课 

2.针对性话题讨论 

1.发布教学资源，普通水准

测量的实施过程； 

2.发起讨论主题：普通水准

测量的实施过程？ 

3.根据讨论情况和学生反

馈问题，调整教学设计。 

1.自主学习； 

2.参与轻直播讨论； 

3.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有自己的见解。 

通过问题导向，借组教学

平台、APP 讨论问题，为

学生搭建自由发言的平

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1.自主学习； 

2.借助自媒体轻直播。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 5 

分钟） 

普通水准测量内业计算 

1.提出问题：如何利用水准

仪测出的高差，推求待测点

的高程呢？ 

2.对学生讨论结果归纳总

结，并做出补充。引出本节

内容。 

分组探究，列举出操作步骤

及如何操作。 

启发学生要善于观察，从

已有知识、生活经验中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1.启发式教学 

2.分组讨论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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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讲解

（25

分钟） 

1.水准测量内业计算 

1）高差闭合差的计算 

高差闭合差：观测值与理论值的差

值。用 hf 表示，即：

hf h h= −  理测 ； 

附合水准路线：  

）（ 始终测 HHhfh −−=  

闭合水准路线： = 测hfh  

支水准路线： 

 −= 返往 hhfh  

2）计算允许闭合差； 

 平地： 
40 L( )

h
f mm= 容      

山地： 
12 n ( )

h
f mm= 容  

 要求：   h h
f f 容  

3）计算高差改正数； 

4）计算改正后高差； 

5）计算高程。 

 

1.用闭合水准路线做案例，

引导学生思考，怎么样才能

得出整条路线的误差？ 

2.PPT 教学，介绍闭合差的

定义； 

 

 

 

 

 

 

 

 

 

 

 

3.提出问题，测量成果是否

满足要求，如何判断呢？ 

 

 

4.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把观

测成果进行处理，转换成我

们所需要的符合精度要求

的高程？ 

5.点评学生讨论结果，并给

出总结，讲解改正数的计算

及如果推求高程 

1.思考高差闭合差的概念，

应该怎样计算出各种水准

路线的高差闭合差呢？ 

2.学习并思考； 

 

 

 

 

 

 

 

 

 

 

 

 

3.通过教学平台或APP寻找

答案； 

 

 

 

4.分组讨论闭合差的分配

方式，总结出答案； 

 

 

5.学习并思考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读数

中强调测绘人精益求精的

精神。  

1.启发引导； 

2.案例教学 

5分钟 

 

 

 

 

 

 

 

 

 

 

 

 

 

 

 

2分钟 

 

8分钟 

 

 

5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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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教学

（15

分钟） 

给定一闭合水准路线的观测成果，

推求出高程 

 

1.回顾内业计算步骤 

2.根据各步骤公式，引导学

生自主完成计算； 

3.强调注意事项。 

1.复习内业计算步骤； 

2.学习并思考； 

3.思考为什么注意，并在实

践中真正做到。 

1.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2.培养独立思考、不怕困

难的职业素养。 

1.启发引导 

2.现场演示 

5分钟 

 

10分钟 

实践

练习 

（30

分钟） 

闭合水准路线

的内业计算 

 

 

 

1.布置任务，根据上节闭合

水准路线的外业观测成果，

推求出各点的高程；  

2.解答疑问，指导计算，纠

正不规范操作； 

3.点评测量结果。 

1．每人完成练习；  

2.如有疑问，组内讨论或向

老师提问； 

3.小组内互评。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3.培养独立思考、不怕困

难的职业素养。 

1.任务驱动法 

2.小组练习 

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5分钟 

总结

评价

（15

分钟） 

1.教学总结； 

2.教学效果评价。 

1.引导学生总结课程知识

点，绘制思维导图； 

2.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总结

评价； 

3.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1.绘制思维导图； 

2.交流学习心得，提出疑

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能

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和

创新精神。 

1.任务驱动 

2.思维导图 

5分钟 

 

10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课后作业和教学活

动任务； 

二、拓展提升，查阅资料，探索水准仪的操

作规程。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话题讨

论； 

3.自主探索学习，形成总结

性材料。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的能力。 

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

深层次的探索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对于教材中和教师提供的资源中明确表示的内容，教师不要重复讲解，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总结；针对重点和难点问题做讲解，现场演示，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增强竞争意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增强责任使命感，培养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不怕困难、奋力拼搏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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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12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1：水准测量: 

子任务 6：水准仪的检校和水准测量

的误差分析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习理解了普通水准的外业观测和内业计算，会使用

仪器完成操作，测出外业测量成果，并能推算出高程。 

能力水平：有较强的理论接受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思想状况：逐步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职

业素养；但是技能操作规范意识相对薄弱，团队合作意识不强。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理解水准仪的主要轴

线关系； 

2.能够对水准仪进行检

验与校正； 

3.知道水准测量的误差

来源与消减方法。 

1.会对水准仪进行检验

校正； 

2.会在水准测量中注意

减少误差。 

1.体验测绘工作的艰辛； 

2.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

工作态度； 

3.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水准测量的误差来源与消减方式。 

教学难点 水准仪的检验与校正。 

教学资源 1 
1.资源名称：水准仪的轴线关系 

2.资源内容：动画和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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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2 
1.资源名称：水准仪的检验与校正 

2.资源内容：视频 

3 
1.资源名称：测量规范 

2.资源内容：文本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水准仪的操作过程知识学习

清单，推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通过教学平台、APP 接受教师推送的

教学任务，学习教学资源，教师设计讨论话题，引导学生思考、进行轻直播

讨论，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教学设计。 

课中，任务实施：引出本节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图片、动

画、视频演示，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然后用任务驱动的方式，逐

步讲解水准仪检验与校正的方法，并进行实操练习，讲解水准测量的误差来

源与消减方法，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实训课程

获得的自测数据，并进行数据质量的评价，将计算结果和质量评价结果上传

平台，组间互评，教师实时指导，并给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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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预习新课 

2.针对性话题讨论 

1.发布教学资源，精度的重

要性； 

2.发起讨论主题：如何确保

测出的高程是满足限差要

求的？ 

3.根据讨论情况和学生反

馈问题，调整教学设计。 

1.自主学习； 

2.参与轻直播讨论； 

3.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有自己的见解。 

通过问题导向，借组教学

平台、APP 讨论问题，为

学生搭建自由发言的平

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1.自主学习； 

2.借助自媒体轻直播。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 5 

分钟） 

由案例引入本次课内容，误差分析 

1.提出问题：如何确保测出

的高程是满足限差要求

的？ 

2.对学生讨论结果归纳总

结，并做出补充。引出本节

内容。 

分组探究，列举出操作步骤

及如何操作。 

启发学生要善于观察，从

已有知识、生活经验中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1.启发式教学 

2.分组讨论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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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讲解

（20

分钟） 

一、水准仪的主要轴线和 

1.望远镜的视准轴 C C 

 2.水准管的水准轴 L L 

 3.仪器旋转轴（竖轴）V V 

 4.圆水准器的水准轴 L′L′ 

 

二、水准仪轴线间应该满足的几何

关系： 

1.圆水准器轴平行于竖轴； 

2.十字丝分划板横丝垂直于竖轴； 

3.管水准器轴平行于视准轴。 

三、水准仪的检验 

1.圆水准器轴平行于竖轴的检验； 

检验方法：转动脚螺旋，使圆水

准气泡居中，将仪器绕竖轴旋转           

180°，若气泡仍居中，说明此条件

满足，否则需校正。 

2.十字丝横丝的检验； 

3.水准管轴的检验。 

 

1.用之前实训的测量成果

举例子，引导学生思考，怎

么样才能让仪器达到最佳

工作状态？  

2.PPT 教学，介绍水准仪的

主要轴线和轴线间应该满

足的几何关系 

3.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轴线

间应该满足的几何关系 

4.点评学生讨论结果，并给

出总结。 

5.进而进行第二部分的内

容讲解  

1.讨论并总结出答案 

 

 

 

2.学习并思考 

 

 

 

3.通过教学平台或APP寻找

答案 

4.分组讨论，总结出答案 

 

5.学习并思考 

仪器检验的目的是发现仪

器自身的问题，从而引导

学生领会到仪器检验的重

要性，培养学生养成测量

前必须先检查仪器的科学

严谨的工作态度。 

 

1.启发引导； 

2.案例教学 

3分钟 

 

 

 

 

 

 

 

 

 

5分钟 

 

 

 

 

 

 

1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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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

示范

（10

分钟） 

水准管轴的检验步骤： 

1.在地面上选 A、B 两点，相距约

80 ～100m，立水准尺。 

2.安置水准仪于距 A、B 两点等距离

处，用变动仪器高（或双面尺）法

正确测出 A、B 两点高差，两次高

差之差不大于 3mm 时，取其平均

值，用 hAB 表示。 

3.在B点附近2～3m处安置水准仪，

分别读取 A、B 两点的水准尺读数

a2、b2， 

4.应用公式 a2′= b2＋hAB 求得 B 尺

上的水平视线读数。 

若 a2＝ a2′，则说明水准管轴平行

于视准轴 

若 a2≠ a2′应计算 i 角，  

 

 

 

当 i 角＞20″时需要校正 

 

1.PPT 讲解水准管轴的检验

步骤； 

2.现场示范； 

3.强调注意事项。 

1.学习并思考  

2.观看并领悟； 

3.思考为什么注意，并在实

践中真正做到。 

1.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2.培养独立思考、不怕困

难的职业素养。 

1.启发引导 

2.现场演示 

5分钟 

 

 

5分钟 

 

实践

练习 

（25

分钟） 

以小组为单位，练习仪器，小组合

作，促进技能水平和团队协作能力。 

1.以小组为单位，每人测两点间高

差，轮流操作仪器观测、记录计算

数据、扶尺； 

2.数据现场计算，计算完成后换下一

位同学； 

3.提交成果。 

4.小组内互评； 

1.布置任务；  

2.巡回指导，纠正不规范操

作； 

3.点评测量结果。 

1．每人完成练习；  

2.如有疑问，组内讨论或向

老师提问； 

3.小组内互评。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3.培养独立思考、不怕困

难的职业素养。 

1.任务驱动法 

2.小组练习 

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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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判结果，评选优秀团队。 

理论

讲解 

（15

分钟） 

测量误差的来源及消除方法 

一、仪器误差 

1.仪器检验校正后的残差 

可以通过前后视距尽量相等来减弱

此项误差。 

2.水准尺误差 

可以用两支水准尺交替作为后视和

前视，并且每一段测站数是偶数来

抵消这部分误差。 

二、观测误差 

1.视差的影响 

观测过程中应该严格调焦，消除视

差。 

2.估读误差 

可以多次读数取平均值和控制视线

长度的方式来减小这部分误差的影

响。 

3.水准管气泡居中误差 

在观测过程中，要严格使气泡居中

之后再读书，并且通过控制视线长

1.引导学生思考，怎么样才

能让测量工作取得最满意

的结果？  

 

 

 

 

 

 

2.点评学生讨论结果，并给

出总结。 

 

 

 

 

 

 

3.PPT 教学，介绍水准仪测

量误差的来源 

 

 

 

 

 

1.利用教学平台或APP寻找

答案 

 

 

 

 

 

 

 

2.学生分组讨论并总结出

答案 

 

 

 

 

 

 

3.学习并思考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读数

中强调测绘人精益求精的

精神。任何测量工作都有

误差，这部分学习，让同

学们理解误差的来源，从

而在测量工作中避免和消

除误差，养成严谨认真的

工作作风。 

 

 

 

 

 

 

 

 

 

 

 

 

 

2分钟 

 

 

 

 

 

 

 

 

 

 

 

 

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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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减小这部分误差。 

4.水准尺倾斜误差 

在读数过程中，要尽量竖直水准尺

来减小误差。 

三、外界环境的影响 

1.仪器下沉 

为了减弱这项误差，尽量将水准尺

立在坚硬的地面上，还可以采用四

等水准的观测程序来减小这项误

差。 

2.地球曲率和大气折光的影响。 

这项误差可以通过控制前后视距来

减小；还可以控制视线高度和选择

合适的观测时间段来减小。 

3.大气温度和风力的影响 

这项误差只能通过选择合适的观测

条件或者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来降

低。 

 

4.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避免

这些误差呢？ 

 

 

 

 

 

5.点评学生讨论结果，并给

出总结。PPT讲解消除方法。 

 

 

4.通过教学平台或APP寻找

答案 

 

 

 

 

 

5.学习并思考 

 

 

 

 

 

 

 

 

 

 

 

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培养独立思考、

不怕困难的职业素养。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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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评价

（15

分钟） 

1.教学总结； 

本节课教学总结和本任务教学总结 

2.教学效果评价。 

1.引导学生总结课程知识

点，绘制思维导图； 

2.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总结

评价； 

3.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1.绘制思维导图； 

2.交流学习心得，提出疑

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能

力，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和

创新精神。 

1.任务驱动 

2.思维导图 

5分钟 

 

10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课后作业和教学活

动任务； 

二、拓展提升，查阅资料，探索水准仪的操

作规程。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话题讨

论； 

3.自主探索学习，形成总结

性材料。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的能力。 

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

深层次的探索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对于教材中和教师提供的资源中明确表示的内容，教师不要重复讲解，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总结；针对重点和难点问题做讲解，现场演示，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增强竞争意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增强责任使命感，培养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不怕困难、奋力拼搏的职业素养。 



58 

 

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12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2：角度测量 

子任务 1：水平角测量原理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已经学习了测量的基本原则和测量基准与测量系统等。 

能力水平：理解角度的概念，了解全站仪的基本功能。 

思想状况: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缺乏团队合作的精神，对理论知识的合理

应用意识缺乏。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理解水平角的概念和

测量原理； 

2.认识全站仪的结构； 

3.掌握全站仪操作的流

程和方法。 

1.能够根据所学理论判

断出地面上水平角； 

2．能够认识全站仪的功

能，并进行简单的操作。 

通过教师示范操作，以身

作则，培养学生爱护仪

器，规范操作的工匠精神

和科学严谨的态度。 

教学重点 掌握角度的概念和测量原理。 

教学难点 能够掌握全站仪的基本操作，熟悉基本功能。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教材 

2.资源内容：《测量学》 

2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水平角原理 

3 
1.资源名称：微视频 

2.资源内容：教师示范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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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角度的基本概念，全站仪构

造的相关视频和图片等。学生通过自主学习，了解角度的概念，对全站仪的

构造和使用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为本节课的学习做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从在测量工作中，为了确定地面点的位置，往往需要

测量两种不同的角度，即水平角和竖直角，测量工作是测量的基本工作之一，

为此，我们必须掌握角度的概念，以及角度测量的原理，并且能够准确快速

的安置仪器。本节课利用图片、动画、视频、模型演示，解决教学重点，突

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以小组为单位

联系仪器的安置工作，并进行速度与质量的评价，将遇到的问题现场解决或

上传平台，教师实时指导，并给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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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前预习让学生了解测回法的概念，认识全站仪，课前

查阅资料补充知识储备。 

在线平台推送学习

资料、互动答疑；

准备课件与学习资

料。 

个性学习，不同层次

的学生可以自主选择

学习的进度和学习的

方式 

通过提示学生预习，培养同

学积极主动学习的意识，并

通过推送的资料引导学生树

立学以致用和独立思考的修

养。 

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源库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配 

课 程

引 入 

（5 分

钟） 

 

提出问题，如何确定地面点的平面坐标，需要

用到哪些量？引出测回法的的概念。 

1.据预习内容，提

出测回法的概念； 

2.引导学生思考测

回法的优点。 

1.思考测回法的概

念； 

2.思考测回法有什么

优点？ 

以图片、视频结合教师介绍

了解测回法的概念，引导学

生独立思考、科学严谨的素

养。 

以任务为驱动，让

学生带着目的进

行知识的学习与

探究。 

  

5分钟 

理 论

讲 述 

（ 30

分钟） 

 

一、水平角定义 

  

二、水平角测量原理 

1.根据课前的预习

讲解水平角的定

义； 

 

2.借助实物，讲解

水平角测量原理，

引导归纳一般公式

（以顺时针度盘刻

1.根据课前的预习讨

论，总结定义； 

 

 

2.分组探究，理解原

理，总结一般公式； 

 

 

借助 PPT 对水平角的基本测

量原理讲解，引导学生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讲解过程中，注重学生的接

受能力，引导学生自主思考。 

教师讲述与学生

讨论相结合，充分

体现学生的学习

自主性。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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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提条件 

对中 

整平 

2.一般公式 

β=右目标读数-左目标读数（顺时针刻划） 

  

三、全站仪的构造 

1.种类 

2.构造 

  

3.注意事项 

四、全站仪的安置 

安置——对中——整平——瞄准——读数 

 

划为例）； 

 

3.举一反三：度盘

逆时针刻划时角度

如何计算？ 

 

4.实物演示，介绍

全站仪的组成及各

个部件的名称以及

功能； 

 

5．以水平角测量为

例，引出全站仪安

置的基本程序。 

 

 

 

 

3.分组探究，得出结

论； 

 

4.根据教师讲解，对

仪器进行探索，教学

做一体； 

 

 

5.掌握全站仪操作的

基本程序。 

 

 

 

 

 

 

 

 

10分钟 

 

 

 

 

 

 

 

 

5分钟 

 

 

 

 

 

 

5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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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

操作 

（15

分钟）  

 

一、教师演示全站仪操作步骤： 

  

二、讲解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1.观看示范操作，记

录操作要领和注意事

项； 

 

2.提出疑问。 

教师对仪器构造进行讲解，

并示范操作步骤，以身作则，

培养学生爱护仪器的职业素

养； 

通过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

生规范操作的职业精神。 

通过教师规范的

操作演示，让学生

学习全站仪的安

置，在操作过程

中，对一些注意事

项进行强调。 

10分钟 

 

 

 

 

 

 

 

5分钟 

 

分 组

练  习

（ 25

分钟） 

 

一、全站仪认识 

           

二、全站仪安置流程 

           

三、教师指导与答疑 

对学生操作过程中的不当之处进行纠正，

并解答学生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教师巡回指导； 

 

2.重点注意以下问

题： 

对中的精度； 

整平的精度； 

是否瞄准，并消除

视差； 

读数的正确性； 

要有专人看护仪

器，做到仪器不离

人； 

不能坐仪器箱、不

能骑马观测等。 

3.解答同学们的问

题 

1.分组练习，认识全

站结构、各部件的名

称以及功能； 

2.按照流程进行练

习，每位同学能独立

完成全部操作； 

3.有问题的及时提出

问题，并解决问题 

 

通过教师巡回指导、学生相

互监督的方式，将爱护仪器、

严谨认真、规范操作仪器的

习惯落到实处。同时对操作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

总结，知错就改，为后面的

观测提供精度。 

 

采用分组练习的

方式，团队合作，

分组练习，结合教

师的巡回指导，及

时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 

10分钟 

 

 

 

 

 

 

 

10分钟 

 

 

 

 

 

5分钟 

 

 

 

 



63 

 

归 纳

总结 

（ 15

分钟） 

一、归纳总结全站仪的构成和仪器的安置

流程，并对学生练习情况进行总结； 

二、通过小组互评和教师评价的方式，对

学生的操作情况进行评价。 

 

1.引导学生归纳总

结课堂教学要点； 

 

2.根据学生的实操

展示进行点评。 

 

 

1.绘制思维导图，上

传至云平台； 

 

2.按照操作流程实操

展示 

在练习过程中，培养学生发

现错误改正错误的好习惯。

测量的记录与做人做事一

样，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

精益求精。 

同时，观测人员与记录人员

一定要懂得团结合作，互相

配合，力求观测的数据准确

又合理的记录下来。 

1．归纳总结： 

归纳总结全

站仪的构成和仪

器的安置流程，并

对学生练习情况

进行总结； 

2．通过小组互评

和教师评价的方

式，对学生的操作

情况进行评价。 

 

10分钟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巩固水平角的概念 

利用云班课平台推

送习题。 

 

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

习题。 

 

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

决问题的能力。 
云班课平台 

熟练操作全站仪 
开放仪器室，供同

学练习。 

通过课后自主训练巩固自

己的仪器操作能力。 
引导学生学会反思。 

兴趣小组课后自主练习与教师

指导。 

教学

反思 

通过问题导入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小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掌握水平角的基本概念，并能熟悉全站仪的构造，够熟练操

作全站仪。评价外业操作的质量，引导学生学会反思，找到提高安置仪器的度的速度和质量方法，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逐渐养成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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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12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2：角度测量 

子任务 2：测回法观测水平角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已经掌握了水平角的基本概念，和角度测量的基本原理。 

能力水平：学生已经理解水平角的概念，能够正确安置全站仪。 

思想状况：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团队合作的意识相对薄弱。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理解测回法的原理； 

2.掌握全站仪操作的流

程和方法。 

1.能够正确的使用测回

法进行水平角观测； 

2.能够按需求设置测回

数，控制观测精度； 

3.能够正确的记录计算

水平角观测数据。 

 

 

1.通过教师示范操作，以

身作则，培养学生爱护仪

器，规范操作的工匠精神

和科学严谨的态度； 

2.培养学生严谨求实，按

规则记录计算的职业素

养。 

 

教学重点 掌握测回法的测量原理。 

教学难点 能够熟练应用测回法进行水平角的观测。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1 
1．资源名称：教材 

2．资源内容：《测量学》 

2 1．资源名称：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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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2．资源内容：测回法测水平角 

3 
1.资源名称：视频 

2.资源内容：操作不规范的案例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角度测量原理的基本知识，

测回法观测视频等。学生通过自主学习，了解测回法的概念，为本节课的学

习做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通过理论讲解与现场练习的方式相结合，使同学们掌

握原理的同时，也在操作过程中正确执行。首先讲解原理与方法，然后通过

教师现场示范操作，学生实际练习的方式，教师及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

与解答，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讨论在测量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实时答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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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前预习让学生了解测回法的概念，课前查阅资料补充

知识储备。 

在线平台推送学习

资料、互动答疑；

汇总讨论中的典型

问题，调整教学设

计。 

个性学习，不同层次的学

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的进

度和学习的方式，自主学

习教学资源，参与轻直播

讨论——如何运用全站仪

测量水平角？ 
 

通过提示学生预习，培

养同学积极主动学习的

意识，并通过推送的资

料引导学生树立学以致

用和独立思考的修养。 

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源库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配 

课 程

引  入

（5 分

钟） 

 

 

一、水平角概念； 

二、水平角的用途。 

根据预习资料，提

出问题：水平角有

什么用，怎样观测。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

行思考。 

以图片、视频结合教师

介绍了解水平角的概

念，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科学严谨的素养。 

以任务为驱动，让

学生带着目的进

行知识的学习与

探究。 

5分钟 

理 论

讲述 

（ 35

分钟） 

 

一、测回法观测水平角适用条件 

 

二、外业观测程序 

1.根据课前预习提

出测回法的概念，

介绍使用条件；  

2.借助实物，认识

“盘左”和“盘右”

两种盘位； 

3.演示教学：介绍

一个测回的观测流

1.明确测回法观测条件； 

 

 

2.认识两种盘位； 

 

3.观看演示，记录操作要

点和注意事项； 

4.分组探究，提出意见和

借助 PPT 对水平角的测

回法原理讲解，引导学

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讲解过程中，

注重学生的接受能力，

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讲

解外业操作流程时，引

导学生时刻注意一定要

教师讲述与学生

讨论相结合，充分

体现学生的学习

自主性。 

5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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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测回观测程序、精度要求 

2.多测回观测、精度要求 

思政要点：通过多个测回的方法，检验并提高

测量的精度，形成检验的习惯，提高质量意识。 

三、测回法记录计算 

1.观测手簿的填写 

2.记录计算要求 

 

程和精度要求。 

4.提出问题：如何

提高观测精度？ 

5．多个测回观测的

操作和精度要求； 

6.举例加以巩固； 

7.示范教学：测回

法手簿的填写方法

和具体要求。 

 

 
 

 

方案； 

5.掌握起始方向置盘方法

和精度要求； 

6.知识巩固； 

7.观看示范，积极思考。 

遵守测量原则进行操

作。 

 

 

 

 

 

10分钟 

 

 

 

10分钟 

示 范

操 作

（ 15

分钟） 

 

一、教师演示测回法观测水平角操作流程； 

二、提供观测微视频 ，从细节上给同学展示

操作程序； 

 

 

1.教师按照流程进

行示范操作，强调

操作要领和注意事

项； 

2.答疑同学提出的

问题。 

1.观看示范操作，记录操

作要领和注意事项； 

 

2.对操作流程提出不理解

或有困难的问题。 

通过教师示范，以身作

则，规范操作，培养学

生科学严谨，规范操做

的意识 

通过教师示范操

作与视频细节展

示，让同学们更直

观的学习测回法

的观测流程。 

10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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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组

练 习

（ 20

分钟） 

1.观测步骤： 

 

 
2.记录计算 

 

3.注意事项 

 

1.布置实训任务：

测回法观测水平

角，并巡回指导； 

2.重点注意以下问

题： 

对中的精度； 

整平的精度； 

是否瞄准，并

消除视差； 

读 数 的 正 确

性； 

要有专人看护

仪器，做到仪器不

离人； 

不 能 坐 仪 器

箱、不能骑马观测

等。 

 

1 分组练习，认识全站仪

结构、各部件的名称以及

功能； 

2.按照流程进行练习，每

位同学能独立完成全部操

作。 

通过教师巡回指导、学

生相互监督的方式，将

爱护仪器、严谨认真、

规范操作仪器的习惯落

到实处。 

在配合的过程中培养团

结协作的精神。 

通过学生分组练

习，教师现场指导

的方式，练习测回

法的观测流程。 

5分钟 

 

 

 

 

5分钟 

 

 

 

10分钟 

 

 

总 结

评价 

（ 15

分钟） 

一、教学总结 

归纳总结测回法的观测原理、全站仪安置

的详细操作流程，绘制思维导图。 

二、教学评价 

对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和课堂学习状态进

行评价。 

1.引导学生归纳总

结课堂教学要点。 

 

2.根据学生的自我

评价进行点评。 

 

 

1.绘制思维导图，上传至

云平台。 

 

2.对本节课的掌握情况进

行自我评价 

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态

度和知错就改的好习

惯。 

培养学生爱护仪

器、规范操作仪器

的意识和习惯，严

谨认真的工作态

度，养成团队合

作，互相配合如实

记录数据的良好

习惯。 

5分钟 

 

 

 

10分钟 

 

 

 



69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云平台推送的作业、教学活动任务； 

二、自主学习教学资源，参加轻直播讨论，进行课程预

习。 

 

1.在云平台推送作

业、教学活动； 

2.开放仪器室，供

同学练习。 

3.答疑解惑。 

1.完成作业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练习； 

3.提出问题。 

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

决问题的能力。 

云班课平台 

教学

反思 

通过问题导入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小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掌握测回法的外业观测、记录计算的基本知识，并能够根据

计算结果，评价外业测量的质量，引导学生学会反思，找到提高外业测量精度的方法，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时能够逐渐养成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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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12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2：角度测量 

子任务 3：测回法实训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测量实训场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已经掌握了测回法测量原理，并且能够安置仪器。 

能力水平：学生了解用全站仪进行测回法观测的流程和方法。 

思想状况：具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但团队合作意识薄弱，记录规范性有

待加强。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理解测回法测量原

理； 

2.掌握测回法的记录计

算。 

1.理解测回法测量原理

与操作流程，并且能够

用全站仪完成一个测回

的观测； 

2.掌握测回法的表格记

录计算。 

通过教师示范操作，

以身作则，培养学生爱护

仪器，规范操作的工匠精

神和科学严谨的态度。 

教学重点 掌握测回法的观测流程。 

教学难点 能够熟练应用测回法进行水平角的观测，规范记录计算。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教材 

2．资源内容：《测量学》 

2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测回法测水平角 

3 
1、资源名称： 视频 

2、资源内容： 教师操作示范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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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资源名称：图片 

2、资源内容：记录表格的错误案例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测回法的操作视频等。学生

通过自主学习，了解测回法的概念，为本节课的学习做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通过教师与学生配合示范操作，使同学们较为直观的

掌握测回法的流程，学生实际操作练习，教师现场指导，并及时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纠正与解答，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讨论在测量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实时答疑指导。 

 

 

 

 

 

 

 



72 

 

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复习上节课的内容，为本节课的操作练习做好准备。 

在线平台推送学习

资料、互动答疑；

汇总讨论中的典型

问题，调整教学设

计。 

个性学习，不同层次

的学生可以自主选择

学习的进度和学习的

方式，自主学习教学

资源，参与轻直播讨

论——测回法的注意

事项？ 

通过提示学生预习，培

养同学积极主动学习的意

识，并通过推送的资料引导

学生树立学以致用和独立思

考的修养。 

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源库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配 

课 程

引 入

（5 分

钟） 

以任务为驱动，设定一个任务，让同学们考虑

如何用所学的知识完成该任务。 

根据预习资料，提

出问题：测回法观

测有哪些注意事

项。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进行思考。 

通过教师示范，培养学生科

学严谨的态度；通过分组训

练，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规

范操作的意识。 

以任务为驱动，让

学生带着目的进

行知识的学习与

探究。 

5分钟 

示 范

操 作

（ 25

分钟） 

一、教师演示测回法的操作 

        
二、外业观测程序 

1.总结预习过程中

学生提出的问题； 

2.演示教学：介绍

一个测回的观测流

程和精度要求。 

3.提出任务：要求

学生完成该项任

务。 

1.解决自己课前复习

遇到的问题； 

2.观看教师示范操

作； 

3.根据提出的任务进

行练习。 

 

在教师示范操作过程

中，以身作则，同时讲解一

定按照规范操作，培养学生

规范操作仪器的意识。 

示范操作结束之后，提

示同学，可以通过多个测回

的方法，检验并提高测量的

精度，形成检验的习惯，提

通过教师示

范演示，给学生演

示操作的流程，以

及注意事项等，与

学生讨论相结合，

充分体现学生的

学习自主性。 

10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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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测回观测程序、精度要求 

2.多测回观测、精度要求 

三、测回法内业 

1.观测手簿的填写 

2.记录计算要求 

 高质量意识  

 

 

5分钟 

 

 

分 组

练 习

（ 40

分钟（ 

 

1.观测步骤： 

 

 
2.记录计算 

3.注意事项 

 

 

1.教师巡回指导； 

2.重点注意以下问

题： 

测回法的观测程序

是否正确； 

仪器操作是否规

范、到位； 

记录是否规范； 

计算是否正确，是

否满足精度要求。 

3.对观测的精度进

行分析。 

1 分组练习，轮流担

任观测者和记录着； 

2.每人完成至少一个

测回的测量和记录计

算； 

3.进行精度分析。

 

通过教师巡回指导、学

生相互监督的方式，将爱护

仪器、严谨认真、规范操作

仪器的习惯落到实处。在配

合的过程中培养团结协作的

精神，和吃苦耐劳的敬业精

神。 

采用分组练

习与教师现场指

导的方式，反复练

习测回法观测的

操作与注意事项。 

10分钟 

 

 

 

10分钟 

 

5分钟 

 

10分钟 

 

5分钟 

 

总 结

评 价

（ 20

分钟） 

 

一、教学总结 

归纳总结测回法的观测流程和注意事项。 

二、教学评价 

对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和课堂学习状态进

行评价。 

1.引导学生归纳总

结操作流程和注意

事项； 

2.根据学生的自我

评价进行点评。 

 

 

1.根据教师的引导，

进行总结； 

 

2.对本节课的掌握情

况进行自我评价 

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态

度和知错就改的好习惯。 

培养学生爱护

仪器、规范操作仪

器的意识，严谨认

真的工作态度，养

成团队合作，互相

配合如实记录数

据的良好习惯 

10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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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云平台推送的作业、教学活动任务； 

二、自主学习教学资源，参加轻直播讨论，进行课程预

习。 

1.在云平台推送作

业、教学活动； 

2.开放仪器室，供

同学练习。 

3.答疑解惑。 

1.完成作业和教学活

动； 

2.自主学习，参与练

习； 

3.提出问题。 

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 
云班课平台 

教学反思 
通过在教师示范操作，学生分组练习的方式，练习用测回法对水平角进行观测、记录计算，教学效果较好。将水平角观测的原理和操作方法制成

多媒体课件或动画，配合教师演练与同学实际操作练习，更便于学生理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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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12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2：角度测量 

子任务 4：方向观测法观测水平角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已经掌握测回法观测的原理与方法。 

能力水平：能够使用全站仪测水平角，并具备一定的记录计算能力。 

学习特点：仪器操作能力强，但对于测量理论学习能力较差，吃苦耐劳的精

神有待加强。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方向观测法测水

平角的程序； 

2.掌握内业成果表的计

算方法。 

1.能合作进行方向观测

法观测水平角的外业； 

2.能独立进行内业手簿

的记录与计算。 

 

1.通过教师示范和巡回

指导，养成规范操作仪

器、步步要检核的习惯； 

2.通过小组合作完成任

务，培养团结协作的精

神。 

教学重点 方向观测法的观测流程。 

教学难点 方向观测法的内业成果表的计算。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教材 

2.资源内容：《测量学》 

2 
1.资源名称：视频 

2.资源内容：方向观测法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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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方向观测法观测的视频，推

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结合自身条件，自主学习，为知识的学习做好

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通过分析测回法测角的使用范围，引出本节课方向观

测法。采用理论讲述与现场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讲解。首先用 PPT 与视频

相结合展示方向观测法的观测流程与注意事项，然后通过教师示范操作，向

学生演示方向观测法的观测流程。然后学生进行分组练习，将本节课的内容

落实到实践中。 

利用图片、动画、视频、示范操作与现场练习相结合，解决教学重点，

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实训课程

获得的自测数据，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自测方向观测法的观测练习并将观测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上传平台，组间探讨，教师实时指导，并给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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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前预习让学生发现自己知识上的薄弱环节，课前

查阅资料补充知识储备。 

在线平台推送学习

资料、互动答疑；

准备课件。 

个性学习，不同层次

的学生可以自主选择

学习的进度和学习的

方式。 

让学生发现自己知识上的薄

弱环节，课前查阅资料补充

知识储备，不使其成为听课

时的“绊脚石”。 

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源库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配 

课程

引入

（5分

钟） 

 

测回法可以观测一个水平角，如果需要同时观

测多个水平角，该怎么观测比较合理呢？ 

回顾上节课内容， 

测回法的使用范

围，然后提出问题：

多个水平角应该怎

么样观测？ 

根据课前预习，联想

到方向观测法。 

以图片、视频结合教师介绍，

培养同学学以致用的能力。 

引导式教学，提出

问题，解决问题没

从而引出本节课

的内容 

5分钟 

理 论

讲 述

（ 35

分钟） 

 

一、方向观测法观测水平角适用条件 

大于等于 3个方向。 

二、外业观测程序 

1.一测回观测程序、精度要求 

1.提出问题：方向

观测法适用条件；  

 

2.用动画图示展示

观测流程； 

 

3.任务导入：内业

成果表如何填写？ 

1.分组讨论，根据教

师的引导，得出结论； 

 

2.观看动画，总结规

律； 

 

3.分析表格的结构； 

 

通过教师引领，强调检核的

重要性，呼应“步步要检核”

的基本原则，培养学生养成

时刻遵循测绘原则“步步检

核”的思维习惯。 

教师使用 PPT 讲

解、演示，从理论

上讲解方向观测

法的观测流程，然

后结合小组讨论，

对同学们在学习

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进行讨论、

5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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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测回观测、精度要求 

 

三．方向观测法的观测手簿表计算 

 

 

 

4．讲解方向观测法

的注意事项。 

 

 

 

5.利用 PPT 讲解竖

直角的记录与计算 

 

4.分组探究：从分析

两种水平角观测方法

的不同与相同，重点

是记录手簿的不同

点； 

 

5.学生进行手工记

录，边学边练。 

 

讲解，从而达到让

同学们从原理上

掌握方向观测法

的原理与操作流

程。 

 

 

 

10分钟 

 

 

 

 

 

10分钟 

示 范

操 作

（ 15

分钟） 

 

教师通过示范演示利用全站仪对方向观测

法测量进行操作的流程， 在操作过程中，讲解

说明注意事项。 

1.教师操作仪器现

场演示方向观测法

的观测流程； 

2.结合 PPT 讲解竖

直角的记录与计算 

3.说明观测过程中

注意事项 

 

 

1. 认真观看教师示

范操作； 

 

2.练习记录计算； 

 

3.理解按规范操作的

意义。 

 

通过教师言传身教，培养学

生规范操作，精益求精，认

真细心的态度和科学严谨的

职业素养。 

通过教师言传身

教的方式，现场进

行示范操作演示，

来讲解竖直角的

观测流程和注意

事项 

 

10分钟 

 

3分钟 

 

 

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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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组

练 习

（ 25

分钟） 

 

根据教师示范演操作，学生进行分组练习，

演示利用全站仪对方向观测法进行操作的流

程， 在操作过程中，讲解说明注意事项。 

1.现场指导同学们

进行方向观测法的

观测； 

2.对方向观测法的

成果表计算进行指

导； 

3.解答在观测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 

1.根据示范操作，进

行竖直角的观测； 

2.每个人都要完成一

组观测与记录计算； 

3.有问题的及时与同

学或老师进行沟通，

解决问题， 

通过对同学现场操作与

记录计算进行指导，培养学

生规范操作，精益求精，认

真细心的态度和科学严谨的

职业素养。 

采用理论学

习与实践操作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学习，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果。 

10分钟 

 

 

10分钟 

 

 

5分钟 

 

 

总结

评价

（10

分钟） 

 

一、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 

二、对操作情况进行评价 

1.总结本节课所学

的方向观测法测水

平角的观测； 

2.根据操作练习情

况进行评价 

学生观看测量工程项

目视频、图片等资料 

以图片、视频结合教师

介绍，厚植爱岗敬业精神，

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教师使用 PPT

讲解、演示。 

5分钟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对方向观测法的感测流程和观测手簿及计算进行复习 
利用云班课平台推

送习题 

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

相关习题 

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 
云班课平台 

教学

反思 

通过问题导入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小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掌握方向观测法的外业观测和内业计算的基本知识，并能够

根据计算结果，评价外业测量的质量，引导学生学会反思，找到提高外业测量精度的方法，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时能够逐渐养成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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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12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2：角度测量 

子任务 5：竖直角测量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已经学会测水平角的观测方法和操作流程。 

能力水平：学生已经熟悉水平角的观测流程，记录计算能力有待加强。 

思想状况：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团队意识和规范记录计算

的意识相对薄弱。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理解竖直角的基本概

念； 

2.掌握竖直角的观测原

理； 

3.能够利用仪器进行竖

直角的观测与记录计

算。 

1.能够用全站仪进行竖

直角的观测； 

2.理解竖盘指标差。 

通过教师示范操作，以身

作则，培养学生爱护仪

器，规范操作的工匠精神

和科学记录计算的态度。 

教学重点 掌握竖直角的观测方法。 

教学难点 竖直角测量的原理与竖盘指标差。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教材 

2．资源内容：《测量学》 

2 
1．资源名称：动画 

2．资源内容：竖直角的观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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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资源名称：微视频 

2.资源内容：高层建筑物的竖向控制测量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竖直角的观测视频等。学生

通过自主学习，了解竖直角的原理与观测目的，为本节课的学习做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通过教师与学生配合示范操作，使同学们较为直观的

掌握竖直角的观测流程，学生实际练习观测与记录计算，教师现场指导，并

及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与解答，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

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讨论在测量和

记录计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实时答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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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复习上节课的内容，为本节课的操作练习做好准备。 

在线平台推送学习

资料、互动答疑；

汇总讨论中的典型

问题，调整教学设

计。 

 

自主学习教学资源，

参与轻直播讨论——

竖直角测量的注意事

项？ 
 

通过提示学生预习，培养同

学积极主动学习的意识，并

通过推送的资料引导学生树

立学以致用和独立思考的修

养。 

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源库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配 

课 程

引 入

（ 10

分钟） 

以任务为驱动，设定一个任务，让同学们考虑

如何用所学的知识完成该任务。 

根据预习资料，提

出问题：竖直角的

概念与用途。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进行思考。 

通过教师的合理引导，培养

学生学以致用，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任务为驱动，让

学生带着目的进

行知识的学习与

探究。 

10分钟 

理 论

讲 述

（ 35

分钟） 

 

一、竖直角测量的原理 

绘制示意图，结合仪器的演示进行讲解，

或者运用多媒体课件，采用图片和动画加以演

示竖直角的概念以及全站仪测角的原理。 

二、竖直角的计算公式 

1.顺时针注记形式 

1.总结预习过程中

学生提出的问题； 

 

 

 

 

 

 

2.演示教学：介绍

1.解决自己课前复习

遇到的问题； 

 

 

 

 

 

 

2.观看教师示范操

 

在理论讲解过程中，同

时讲解一定按照规范操作，

培养学生规范操作仪器的意

教师示范演示与

学生讨论相结合，

充分体现学生的

学习自主性。 

 

 

10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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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L 左      
=R-270 右  

+

2

 
 = 右左

 

2.逆时针注记形式 

学生自己推导 

=L-90 左     
=270 -R 右  

+

2

 
 = 右左

 

三、竖盘指标差 

指标差：竖盘指标偏离正确位置的差值。 

360

2

L R
x

+ − 
=

 

对于顺时针注记的：  

正确的竖直角： 

=(90 )- +x L x + = 左       

R (270 ) xx = − − = −右  

一个测回的观测流

程和记录计算要

求。 

 

 

 

 

 

 

3.提出任务：要求

学生完成该项任

务。 

 

作； 

 

 

 

 

 

 

 

 

3.根据提出的任务进

行练习。 

 

识。 

 

 

在讲解过程中，注重培

养学生的接收能力，注重培

养同学举一反三，学以致用

的能力 

 

 

 

 

 

 

 

 

 

 

5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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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式相加得到：                 

360

2

L R
x

+ − 
=

 

    两式相减得到：取盘左盘右的平均值，可

消除指标差的影响。 

四、竖直角的观测、记录计算 

 

 

 

 

 

 

 

示 范

操 作

（ 10

分钟） 

教师通过示范演示全站仪进行竖直角测

量的流程，在操作过程中，讲解说明注意事项。 

1.教师以顺时针度

盘刻化为例示范操

作竖直角的观测、

记录、计算流程，

强调操作要领和注

意事项； 

2.答疑解惑。 

1.观看示范操作，记

录操作要领和注意事

项； 

2.提出疑问。 

通过教师言传身教，让

学生按照规范的操作，养成

严谨认真、爱护仪器的习惯。 

教师示范演

示与学生讨论相

结合，充分体现学

生的学习自主性。 10分钟 

分 组

练 习

(25 分

钟） 

 

根据教师示范演操作，学生进行分组练

习，演示利用全站仪进行竖直角观测的流程， 

在操作过程中，讲解说明注意事项。 

 

1.教师巡回指导； 

2.重点注意以下问

题： 

观测程序是否正

确； 

仪器操作是否规

范、到位； 

记录是否规范； 

计算是否正确，是

否满足精度要求。 

3.对观测的精度进

行分析 

1 分组练习，轮流担

任观测者和记录着； 

2.每人完成至少一个

竖直角的测量和记录

计算； 

3.进行精度分析。 

通过教师巡回指导、学

生相互监督的方式，将爱护

仪器、严谨认真、规范操作

仪器的习惯落到实处。 

在配合的过程中培养团结协

作的精神。 

采用分组练

习与教师现场指

导的方式，反复练

习方向观测法观

测的操作与注意

事项。 

10分钟 

 

10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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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评 价

（ 10

分钟） 

 

一、教学总结 

归纳总结测竖直角观测外业操作流程以

及内业成果表的计算。 

二、教学评价 

    学生实操展示，成果计算表的上交。 

1.引导学生归纳总

结课堂教学要点。 

 

2.根据学生的实操

情况与成果表的计

算完整性，展示进

行点评。 

 

 

1.操作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进行总结。 

 

2.按照操作流程实操

展示，并上交自己的

内业成果表。 

培养学生爱护仪器、规范操

作仪器的意识和习惯，严谨

认真的工作态度，养成团队

合作，互相配合如实记录数

据的良好习惯。 

培养学生科学严

谨的态度和知错

就改的好习惯。 

 

5分钟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云平台推送的作业、教学活动任务； 

二、自主学习教学资源，参加轻直播讨论，进行课程预

习。 

 

1.在云平台推送作

业、教学活动； 

2.开放仪器室，供

同学练习； 

3.答疑解惑。 

1.完成作业和教学活

动； 

2.自主学习，参与练

习； 

3.提出问题。 

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 
云班课平台 

教学

反思 

通过问题导入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小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掌握竖直角的观测原理与方法，并能够根据计算结果，评价

外业测量的质量，引导学生学会反思，找到提高外业测量精度的方法，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时能够逐渐养成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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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12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2：角度测量 

子任务 6：测角误差来源与消减方式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会了角度测量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流程。 

能力水平：学生已经熟悉角度测量的基本方法与原理，能用全站仪进行角度

测量。 

思想状况：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和团队合作意识，但是缺乏规范意识，记录计

算能力有待加强。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理解测角误差的来

源； 

2.掌握全站仪的检验与

校正方式。 

1.掌握测角误差的消减

方式； 

2.掌握全站仪的检核；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科学

严谨的态度，和操作过程

中，科学严谨，规范操作

的意识。 

教学重点 掌握的测角的误差来源与消减方式；能够对全站仪进行检验。 

教学难点 能够熟练对全站仪进行检验。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教材 

2．资源内容：《测量学》 

2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教学课件 

3 
1.资源名称：微视频 

2.资源内容：全站仪检验与校正的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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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全站仪的构造图，水平角的

观测视频等。学生通过自主学习，了解全站仪的轴线，并对各轴线之间的关

系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对上节课所学的角度测量的方法进行巩固，以便为本

节课的学习做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通过对上节课所学的水平角的观测方法与流程进行分

析，从而得出影响测角精度的因素，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归纳总结消减误差

的方式。同时结合全站仪的构造对全站仪的轴线关系进行梳理，进而提出轴

线之间应该满足的几何关系有哪些，如果相对关系发生了变化，该如何进行

纠正？从而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讨论在测量和

记录计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实时答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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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复习上节课的内容，为本节课的操作练习做好准备。 

在线平台推送学习

资料、互动答疑；

汇总讨论中的典型

问题，调整教学设

计。 

个性学习，不同层次

的学生可以自主选择

学习的进度和学习的

方式，自主学习教学

资源，参与轻直播讨

论——水平角的观测

有哪些可能影响精度

的因素？ 
 

通过提示学生预习，培养同

学积极主动学习的意识，并

通过推送的资料引导学生树

立学以致用和独立思考的修

养。 

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源库。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配 

课 程

引 入

（ 10

分钟） 

以任务为驱动，提出问题，让同学们考虑

水平角的观测存在哪些误差。 

根据预习资料，提

出问题：水平角的

观测有哪些误差来

源？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进行思考。 

通过教师引导，培养学生科

学严谨的态度，和积极思考，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任务为驱动，让

学生带着目的进

行知识的学习与

探究。 

10分钟 

理 论

讲 解

（ 25

分钟） 

一、全站仪的检验： 

1.全站仪的轴线应该满足什么几何关系？ 
1.总结预习过程中

学生提出的问题； 

2.演示教学：介绍

1.解决自己课前复习

遇到的问题； 

2.观看教师展示的仪

在教师视频展示过程中，强

调为了保护仪器的轴线关系

需要爱护仪器，，同时讲解一

实物演示或者运

用课件，采用图片

和动画演示全站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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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V⊥LL ——照准部水准管轴的检校。 

2）HH⊥十字丝竖丝——十字丝竖丝的检校 

3）HH⊥CC    ——视准轴的检校 

4）HH⊥VV     ——横轴的检校 

5）竖盘指标差应为零 ——指标差的检校 

6）光学垂线与 VV重合 ——光学对中器的检

校 

7）圆水准轴 L’L’∥VV ——圆水准器的检验

与校正。 

二、水平角观测的误差来源与消减方式 

1.仪器误差 

1) 视准轴误差：望远镜视准轴与水平轴不垂

直。 

       消除:测量时取盘左和盘右一测回观

测的平均数 

2) 横轴误差：横轴不垂直于竖轴。 

       消除:测量时取盘左和盘右一测回观

测的平均数 

3) 竖轴误差：仪器竖轴不垂直于水准管轴。 

        无法通过观测方法消除。 

4) 度盘刻划不均匀误差： 

       消除:通过变更度盘位置。 

全站仪的轴线关

系。 

3.分析测角过程中

的误差来源与消减

方式。 

器轴线关系； 

 

3.根据教师的提示，

进行总结与分析。 

 

定按照规范操作，培养学生

规范操作仪器的意识。在讲

解误差来源与消减方式时，

提示同学们要科学严谨的观

测，培养规范操作，精益求

精的态度。 

 

仪的检验方法。全

站仪轴线应满足

的条件。采用引导

式教学，逐步分析

测角的过程，发现

可能存在的误差

来源，从而提出消

减方式。 

 

 

 

 

 

5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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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度盘偏心误差：度盘分划中心与照准部旋

转中心不重合 

       消除:测量时取盘左和盘右一测回观

测的平均数 

2.观测误差 

1）仪器对中误差（测站偏心误差） 

边长较短或是观测的角度接近 180°时，尤其

要注意仪器的对中。 

2）目标偏心误差 

消减:  a标杆竖直，b尽可能瞄准标杆底部。 

3) 照准误差 

4) 读数误差 

3.外界环境的影响 

影响因素：风力、温度、光照、地面热辐射等。 

消减：选择有利的观测时间，尽可能的避开不

利的观测条件。 

 

分 组

练 习

(45 分

钟） 

 

1.教师发布任务，对水准仪进行检验与校正； 

 

2.分组练习； 

 

3.对操作过程进行小组内评价 

 

4.教师点评。 

 

 

 

1.教师发布练习任

务：对全站仪的轴

线关系进行检验。 

并巡回指导； 

 

2.重点注意以下问

题： 

观测程序是否正

确； 

仪器操作是否规

范、到位； 

记录是否规范。 

 

1 分组练习，轮流担

任观测者和记录着； 

2.每人完成至少一个

仪器的检验的测量和

记录计算。 

通过教师巡回指导、学生相

互监督的方式，将爱护仪器、

严谨认真、规范操作仪器的

习惯落到实处。在配合的过

程中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 

采用分组练

习与教师现场指

导的方式，反复练

习方向观测法观

测的操作与注意

事项。 

10分钟 

 

 

1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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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评 价

（ 10

分钟） 

 

一、教学总结 

归纳总结全站仪的检验与校正方法，并总

结水平角在观测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消减

误差的方式。 

二、教学评价 

   对同学知识掌握情况和仪器检验的水平进

行评价。 

1.引导学生归纳总

结课堂教学要点。 

 

2.根据学生理论学

习的情况与实际操

作情况进行点评。 

 

 

1.操作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进行总结。 

 

2.按照操作流程实操

展示。。 

培养学生爱护仪器、规

范操作仪器的意识和习惯，

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养成

团队合作，互相配合如实记

录数据的良好习惯。 

培养学生科

学严谨的态度和

知错就改的好习

惯。 

 

5分钟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云平台推送的作业、教学活动任务； 

二、自主学习教学资源，参加轻直播讨论，进行课程预

习。 

 

1.在云平台推送作

业、教学活动； 

2.开放仪器室，供

同学练习。 

3.答疑解惑。 

1.完成作业和教学活

动； 

2.自主学习，参与练

习； 

3.提出问题。 

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 
云班课平台 

教学

反思 

通过问题导入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小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掌握全站仪的轴线关系，以及角度测量的误差来源与消减方

式等的基本知识，并能够检验全站仪轴线关系，引导学生学会反思，找到提高外业测量精度的方法，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逐渐养成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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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8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3：距离测量 

子任务 1：距离测量原理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会用钢尺进行简单的距离测量，并且能够掌握全站仪

的基本功能。 

能力水平：已经掌握了全站仪的功能，有较强的仪器操作能力。 

思想状况：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团队意识和规范记录计算

的意识相对薄弱。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距离的概念； 

2.掌握三种测距方法原

理。 

 

1 理解距离测量的基本

原理； 

2.能使用已有的仪器进

行距离测量。 

1.具有自主学习的探索

精神； 

2.能自主学习新知识、新

技术。 

3.具有理论与实践结合

的能力。 

教学重点 钢尺量距、视距测量、光电测距原理。 

教学难点 精密测距的原理。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课本 

2、资源内容：《测量学》 

2 
1、资源名称：距离测量 

2、资源内容：PPT 

3 1、资源名称：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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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内容：距离测量实际操作视频等。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通过云班课发布预习资料，让同学们自主学习。通过

预习资料，初步了解距离测量的可能用到的方法和手段，为本节课的学习做

好理论铺垫。 

课中，任务实施：通过预习资料引出本节课的内容，然后用任务驱动的

方式，逐步引导学生理解距离测量的方法与原理。利用图片、动画、视频、

模型演示，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实训课程

获得的自测数据，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距离测量外业数据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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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预习距离测量的常用方法与原理 

1.通过在线平台推送学习

视频、网页链接等资料，引

导学生学习； 

2.提出两个问题，互动答

疑： 

（1）你知道哪些距离测量

的方法？ 

（2）距离测量的精度如

何？ 

1.通过观看教学平台的视

频，了解本节课要学习的水

准测量的目的； 

2.对老师提出的问题自学

查找资料解答； 

3.预习距离测量的原理。 

通过教师发布的教学资料

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积极

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探索意

识。 

1.云班学习平台发布资料； 

2.引导学生自学、自查资料； 

3.教师引导学生提出问题、

互相讨论、解决问题； 

4.提供教学资源库，拓展知

识。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5分

钟） 

何确定两个点的距离？ 

由测量的基本工作导

入距离测量，引导学生列举

量距实例，总结量距的三大

方法：钢尺量距、视距法量

距、光电测距，进而提出本

次教学的目标。 

根据教师的引导，列举

量距实例，总结量距的三大

方法：钢尺量距、视距法量

距、光电测距， 

通过教师引导，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主动

性。 

PPT 与视频相结

合，提出问题，引

入本节课的内容。 

5分钟 

理论

讲述

（60

分钟） 

一、钢尺量距 

1.丈量工具 

钢尺、测钎、花杆、弹簧秤和

温度计。 

2.直线定线 

1.教师介绍距离测量的三

种方法； 

2.教师提出问题：精密测量

1.学生依据教材和课前预

习知识，了解三种距离测

量； 

2、分组讨论，提出选择测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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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两点距离较大或是地势起

伏较大，一次不能测量完，需要分段

进行距离测量，需进行直线定线。 

2）方法有目估法定线和全站仪

定线 

3.钢尺量距一般方法 

1）平坦地区 

D nl q= +  

其中：l—钢尺整尺长度；n —

整尺段数；
q
—不足一整尺的余长。 

2）山地地区 

有平量法和斜量法。 

3.精密量距 

二、光电测距 

（1）光电测距的基本原理 

 

 

（2）全站仪测距 

1）全站仪的基本介绍 

应该考虑哪些问题？ 

例如:尺长方程式来计

算尺子的实际尺长： 

0 0 0( )tL L L t t L= + + −V
 

式中： tL
—钢尺在温

度 t 时的实际长度； 0L
—

钢尺的名义长度； LV —尺

长改正数，即钢尺检定时读

出的实际长度减去钢尺名

义长度； —钢尺膨涨系

数，一般为 1.25×10-5/℃；

0t —钢尺检定时的温度 

（一般为 20℃）。 

①尺长改正 LV 的计算 

0tL L L= −V
 

若用钢尺测得距离为

sL
，在 0t 温度下的尺长改

正数为 sLV
 

0

0 0

t
s s s

L LL
L L L

L L

−
= • = •

V
V

 

②温度改正   

0( )t sL t t L= −V
 

量方法的依据； 

3.认真学习三种距离测量

的原理与方法 

 

 

 

通过教师引导式提问，让

同学自主思考，从而更深

入的理解距离测量的方法

与选择条件，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利用已有知识，

合理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

的能力。 

 

 

 

 

 

 

 

 

 

 

 

 

 

 

 

 

 

 

 

 

 

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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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全站仪，介绍主要结构和

功能。 

2）操作步骤演示 

三、视距法量距 

1.视线水平时 

2.视线倾斜时 

③倾斜改正 

2

2
h

s

h
L

L
= −V

 

 

3.分别讲述三种距离测量

的方法与原理。 

 

 

 

 

教师使用 PPT 讲

解距离测量的基

本理论，并且通过

视频进行展示；结

合小组讨论对同

学们的掌握情况

进行了解， 

 

10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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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

操作

（10

分钟 

一、教师集中示范操作全站仪距离

测量。 

二、教师与学生配合演示钢尺量距。 

1．教师集中示范操作全站

仪距离测量。 

2．教师与学生配合演示钢

尺量距。 

1．认真观看教师演示，并

结合自己对仪器的掌握情

况进行思考。 

2．教师与学生配合演示钢

尺量距。 

通过教师的示范操

作，以身作则，培养学生

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采用现场示范与

讲解结合的方式。 
10分钟 

分组

练习

（10

分钟） 

学生分组练习钢尺量距与全站仪距

离测量。 

1.对学生的操作进行巡回

指导； 

2.对学生测量过重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解答和纠正 

1.认真两种距离测量的方

法； 

2.对测量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及时发现，并解决。 

通过分组练习的方式

进行训练，从而锻炼同学

团队合作的能力和规范操

作仪器的职业素养 

分组练习，发现问

题，及时决绝问

题。 

10分钟 

总结

评价 

（5分

钟） 

一、对本次课程的内容进行总结 

二、对操作练习进行评价 

1.首先对本节课距离测量

的方法进行归纳总结； 

2.然后对操作练习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并对

学生的练习过程进行综合

评价。 

1.根据总结，自我检查本节

课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 

2.通过学生自我评价和分

组辩论、组长的评价（或同

学互评）得出学生评价成

绩。 

小组协作完成，团队

协作能力；按照规范进行

测量实施；科学严谨的工

作态度。 

通过教师总结，学

生自我评价，小组

评价相结合的方

式，全面掌握学生

的学习情况。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作业、教学活动任

务； 

二、查阅资料，探索各种测距方式都有哪些

应用？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话题讨

论； 

3.自主探索学习，形成总结

性材料。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

动，提升学生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学

有余力的同学进行深层次

的探索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通过问题导入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小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掌握距离测量的三种方式，并能够根据小组互评，学生自评

相结合，评价外业测量的质量，引导学生学会反思，探讨提高外业测量精度的方法，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时能够逐渐养成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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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8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3：距离测量 

子任务 2：距离测量实训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测量实训场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已经了解距离测量的基本理论。 

能力水平：理解基本概念，但不会灵活应用。不能将新知识跟以往基础知识

融会贯通。 

思想状况：有很强的吃苦耐劳精神，但对新测量理论学习能力较差。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距离的方法； 

2.掌握三种测距应用。 

 

1 理解距离测量的基本

原理； 

2.能使用已有的仪器进

行距离测量 

1.具有自主学习的探索

精神； 

2.能自主学习新知识、新

技术。 

3.具有理论与实践结合

的能力。 

教学重点 钢尺量距、视距测量、光电测距原理。 

教学难点 精密测距的原理。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课本 

2.资源内容：《测量学》 

2 
1.资源名称：距离测量 

2.资源内容：PPT 

3 
1.资源名称：微视频、图片 

2.资源内容：距离测量实际操作视频与图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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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通过云班课发布预习资料，让同学们自主学习。通过

预习资料，初步了解距离测量的可能用到的方法和手段，为本节课的学习做

好理论铺垫。 

课中，任务实施：通过预习资料引出本节课的内容，然后用任务驱动的

方式，逐步引导学生理解距离测量的方法与原理。利用图片、动画、视频、

模型演示，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实训课程

获得的自测数据，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距离测量外业数据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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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预习距离测量的常用方法与原理 

1.通过在线平台推送学习

视频、网页链接等资料，引

导学生学习； 

2.提出两个问题：距离测量

的精度如何控制？ 

 

1.通过观看教学平台的视

频，了解本节课要学习的水

准测量的目的； 

2.对老师提出的问题自学

查找资料解答； 

 

通过教师发布的教学资料

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积极

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探索意

识。 

1.云班学习平台发布资

料； 

2.引导学生自学、自查资

料； 

3.教师引导学生提出问

题、互相讨论、解决问题； 

4.提供教学资源库，拓展

知识。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

段 

时间分

配 

任务

安排 

（10

分钟） 

本节课主要练习各种距离测量的方

法和记录计算。 

1.回顾上节课的内容，分析

各种测量方法的应用条件； 

2.各种提出本节课的主要

任务。 

1.根据教师的总结与提示，

回顾上节课的内容； 

2.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思考，

如何能够完成本次实训。 

通过教师引导，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的积极思考能

力。 

PPT；视频 10分钟 

示 范

操 作

（ 30

分钟 

一、教师集中示范操作全站仪距离

测量； 

二、教师与学生配合演示钢尺量距

的操作与记录； 

1．教师集中示范操作全站

仪距离测量。 

1．认真观看教师演示，并

结合自己对仪器的掌握情

通过教师的示范操作，以

身作则，培养学生科学严

采用现场示范

与讲解结合的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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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别演示视线水平时和倾斜时

的视距测量。 

四、精度评定 

为了校核、提高精度，还要进

行返测，用往、返测长度之差与全

长平均数之比，并化成分子为 1的

分数来衡量距离丈量的精度。这个

比值称为相对误差 K： 

1
K

D

D D

=

−

平均

返往  

平坦地区钢尺量距相对误差

不应大于 1/3000； 

在困难地区钢尺量距相对误

差不应大于 1/1000。 

 

2．教师与学生配合演示钢

尺量距； 

3.演示视距测量的操作与

计算。 

况进行思考。 

2．教师与学生配合演示钢

尺量距。 

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方式。 
 

 

10分钟 

 

 

 

 

 

 

 

 

10分钟 

分组

练习

（40

分钟） 

一、学生分组练习钢尺量距 

二、全站仪距离测量。 

1.对学生的操作进行巡回

指导； 

2.对学生测量过重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解答和纠正。 

1.认真三种距离测量的方

法； 

2.对测量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及时发现，并解决。 

通过分组练习的方式

进行训练，从而锻炼同学

团队合作的能力和规范操

作仪器的职业素养 

分 组 练

习，发现问题，

及 时 决 绝 问

题。 

20分钟 

 

20分钟 



102 

 

  

总结

评价 

（10

分钟） 

一、对本次课程的内容进行总结 

二、对操作练习进行评价 

1.首先对本节课距离测量

的方法进行归纳总结； 

2.然后对操作练习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并对

学生的练习过程进行综合

评价。 

1.根据总结，自我检查本节

课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 

2.通过学生自我评价和分

组辩论、组长的评价（或同

学互评）得出学生评价成

绩。 

 

小组协作完成，团队

协作能力；按照规范进行

测量实施；科学严谨的工

作态度。 

通过教师

总结，学生自

我评价，小组

评价相结合的

方式，全面掌

握学生的学习

情况。 

10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云平台推送的作业、教学活动任务； 

二、自主学习教学资源，参加轻直播讨论，

进行课程预习。 

 

1.在云平台推送作业、教学

活动； 

2.开放仪器室，供同学练

习。 

3.答疑解惑。 

1.完成作业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练习； 

3.提出问题。 

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 

通过发布资料与活动的方

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教学

反思 

通过问题导入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教师示范操作，然后学生分组练习，掌握距离测量的三种方式，并能够根据小组互评，学生自评

相结合，评价外业测量的质量，引导学生学会反思，找到提高外业测量精度的方法，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时能够逐渐养成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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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8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3：距离测量 

子任务 3：直线定向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距离和角度的概念和测量方法。 

能力水平：能够单独测量距离和角度，也理解基本概念，但不会灵活应用。 

思想状况：有较强的探索欲望，动手能力强，但是缺乏规范意识。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直线定向的概念 

2.掌握方位角和象限角

的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关

系 

 

1.能够判定直线的方位

角 

2.能对方位角和象限角

的换算 

1.严谨细致 

2.树立人生的方向 

3.科技创新，助力全球互

联互通。 

教学重点 方位角的概念及方位角判断方法。 

教学难点 方位角和象限角的换算。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教学课件 

2.资源内容：PPT、PDF 

2 
1.资源名称：直线定向错误案例 

2.资源内容：图片 

3 
1.资源名称：指南针的进化史 

2.资源内容：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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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课程前序教学任务学生掌握了水平角、水平距离、高

差测量三项基本工作，能表示地面点位的高程，如何根据已知点的坐标，实

际测量的水平角和水平距离来求得地面点的坐标，是后续课程重点解决的问

题。。 

课中，任务实施：能运用全站仪测量地面任意方向间所夹的水平角，能

测量地面两点间的水平距离。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动手能力强，有较强的好奇心，由于测量外堂受

天气影响较大，学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培养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精神，

同时要加强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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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预习新课 

2.针对性话题讨论  

1.发布教学资源； 

2.发起讨论主题：生活中如

何表示直线的方向？ 

1.自主学习；  

2.参与轻直播讨论；  

3.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有自己的见解。 

通过问题导向，借组教学

平台、APP 讨论问题，为

学生搭建自由发言的平

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1.自主学习； 

2.借助媒体轻直播讨论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

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10

分钟） 

一、生活中表示直线方向的方法；  

 

1.提出问题：生活中，你是

如何表示直线方向的？  

2.得出直线定向的概念。 

1.积极思考，说出自己在生

活中表示方位的习惯用法；  

2.理解直线定向的概念； 

启发学生要善于观察，从

已有知识、生活经验中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1.启发式教学

与案例教学 
10分钟 

理论

讲述

（45

分钟） 

一、直线定向的定义。 

确定地面直线与标准方向间的

角度关系的工作。 

 

二、直线定向的表示方法 

1.方位角 

由直线一端标准方向的北端顺时针

旋转到某直线的夹角称为该直线的

1. 提出问题：测量中，常

以南北方向作为标准方向

线，如何确定南北方向线

呢？ 

 

 

 

 

1.分组讨论，根据生活常识

和经验进行总结； 

 

 

2.观看段视频，认同指南针

1.问题导向，启发学生要

善于观察，从已有知识、

生活经验中寻求解决问题

的方法； 

 

1.启发式教学 

2.测绘历史文

化熏陶 

 

10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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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角。方位角的变化范围 0°

-360°。 

真子午线方向——真方位角 A 

磁子午线方向——磁方位角 mA
 

坐标纵线方向——坐标方位角  

180BA AB =  
 

2.象限角 

直线与标准方向所夹的锐角称为象

限角。象限角的取值范围 00-900，

用 R 表示。 

由于象限角从正北或正南算起，一

般用北偏东、北偏西、南偏东和南

偏西表示。在表示直线方向时，不

仅要注明角度大小，而且要注明所

在的象限。 

3.方位角与象限角的关系 

 

 

 

 

 

 

 

 

 

 

 

 

2.借助视频，简介指南针进

化史以及以宋代沈括为代

表的罗盘定向成就； 

3.归纳总结出测量中常用

的三个标准方向线。 

 

4. 结合动画讲解方位角的

概念； 

5.结合图示，通过比较讲解

方位角之间的关系和换算； 

6.引导学生总结方位角与

象限角的关系。将总结的图

示和表达式整理好，拍照上

传至微信群。 

在测量地形、航运方面取得

的成就，增强文化自信； 

 

3.学习测量的三个标准方

向线。 

 

4.将生活中经常表达方位

的方法与象限角的概念进

行关联.结合案例理解方位

角的概念； 

 

5.弄清楚真方位角、磁方位

角、坐标方位角之间的关

系； 

 

6.总结方位角与象限角 关

系，绘出图示，按照象限列

出换算关系式。 

 

2.通过指南针对测量、航

运的影响，体会科技创新

对促进世界文化、经济交

流的作用，增强文化自信。 

 

 

 

 

 

 

 

10分钟 

 

 

 

 

 

 

10分钟 

 

 

 

 

 

 

5分钟 

 

 

案例

分析

（25

分钟） 

一、理论分析直线定向的意义 

二、案例分析 

1.提问：为什么要直线定

向？ 

2.列举失败案例 

1．分组讨论，思考定向在

测量成果、施工中的重要意

义； 

1.列举由于定向错误的实

际案例，让学生感受定向

的重要性，养成“严谨认

分析案例，分

组讨论，发现

问题，及时解

10分钟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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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桥梁贯通定向错误

造成的工程事故。 

2.结合案例体会定向的重

要性，树立“严谨认真”的

工作态度。 

真”的工作态度。 

2.人生的方向如果错了，

停止就是进步。 

决问题。  

总结

评价 

（10

分钟） 

一、对本节课内容进行总结 

 

二、对学生的掌握情况评价 

 

1.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

结； 

2.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总

结评价； 

3.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1.根据教师的总结，反思自

己对本节课知识点的掌握

情况； 

2.根据教师评价，努力找出

不足提升自己； 

3.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通过自主分析直线定向的

意义，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

的能力。 

养 成 归 纳 总

结、善于反思

的习惯 

5分钟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作业、教学活动任

务； 

二、查阅资料，探索“根据一条边的方位角，

怎么推算其他边的方位角”？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话题讨

论； 

3.自主探索学习，形成总结

性材料。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的能力。 

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

深层次的探索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由生活中表示直线方向的方法导入课程，讲解直线定向的概念、意义和方法。通过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培养科技创新意识，增添文化自信；通

过直线定向错误案例，让学生认识到直线定向的重要性，体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含义。由此启发学生人生中也可能会迷失方向，错误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认识不到错误，或者知错不改，其实如果人生的方向错了，停止就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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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二：测量基本工作 单元学时 8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3：距离测量 

子任务 4：坐标方位角的推算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课程前序教学任务学生理解了方位角的概念，掌握了直线

定向的方法。 

能力水平：能表示任意直线的方位角，进行方位角和象限角的换算。 

思想状况：有较强动手能力，愿意接受新知识，新思想，但是缺乏主动应用

的能力。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理解正反坐标方位角

概念； 

2.掌握方位角推算的方

法。 

 

1.能够对坐标方位角的

正反算进行换算； 

2.能够掌握方位角的推

算  

1.严谨认真的态度； 

2.步步要检核的习惯。 

教学重点 坐标方位角推算方法. 

教学难点 坐标方位角的应用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教学课件 

2.资源内容：PPT、PDF 

2 
1.资源名称：方位角推算错误案例 

2.资源内容：图片 

3 
1.资源名称：习题 

2.资源内容：坐标正反算的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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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学生通过教学平台、APP 接受教师推送的教学任务，

学习教学资源，教师设计讨论话题，引导学生思考、进行轻直播讨论，根据

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教学设计。 

课中，任务实施：教师设计问题导入新课，由简单到复杂，组织学生自

主探究，推公式、找规律，得出一般公式。教师列举方位角错误案例，告诫

学生要遵循“步步要检核”的测量原则，养成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课后，知识拓展：教师通过教学平台发布拓展作业任务，设计有助于导

入新课的讨论话题，借助微信群等媒体进行交流，答疑解惑，关心学生的思

想和生活，鼓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 

 

 

 

 



110 

 

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预习新课 

二、针对性话题讨论  

1.发布教学资源； 

2.发起讨论主题：根据已知

边的方位角，如何推算其他

边的方位？ 

1.自主学习；  

2.参与轻直播讨论；  

3.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有自己的见解。 

通过问题导向，借组教学

平台、APP 讨论问题，为

学生搭建自由发言的平

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1.自主学习； 

2.借助媒体轻直播讨论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

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导入 

（10

分钟） 

以建筑物墙体为例，根据已知方

位，求待定边方位。 

1.提出问题： 

如何求另一墙体的方位

角？ 

2.对于任意夹角，如何求直

线的方位角？ 

导入新课教学目标。 

1.思考并回答问题； 

2.分组探究，组内成员交换

意见。 

根据问题“由简单到复杂”

的过程，学会举一反三，

交流讨论，将水平角测量

与方位角推算建立联系。 

1.问题导向 

2.分组探究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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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讲述

（50

分钟） 

一、坐标方位角的推算 

1.左角和右角的概念 

左角：位于导线前进方向左侧

的角。 

右角：位于导线前进方向右侧

的角。 

2.相邻边间方位角推算的一般

公式： 

= 180  + − 后前 左
 

= 180  − + 后 右前
 

需要注意的是，按上面公式计

算后，如果前
＞360˚，应自动减去

360°；如果前
＜0˚，则自动加上

360˚。 

二、坐标正反算 

1.坐标正算公式                                           

在直线 AB中，已知 A点的坐标

( , )A Ax y 、 AB 两点边长
ABD 和坐

标方位角
AB ，计算 B 点坐标

( , )B Bx y 。 

ABABAB

ABABAB

Dy

Dx





sin

cos

=

=
     则

1.组织学生对导入的问题

进行探讨； 

2.总结转折角为左角时方

位角推算的一般公式； 

3. 总结转折角为右角时方

位角推算的一般公式； 

4.举例巩固； 

5.方位角推算错误案例。 

1.分组探究； 

2.公式推算，找出规律； 

3.完成算例，巩固知识； 

4.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养成

步步检核的好习惯，严谨认

真的工作态度。 

 

列举方位角推算错误案

例，告诫学生要遵循“步

步要检核”的测量原则，

认真是成功的秘诀，粗心

是失败的伴侣。 

 

 

1.案例教学，

通过给定一

个例题逐步

推导方位角

的一般公式，

然后对特殊

情况进行分

析处理。 

2.分组探究。

通过方位角

的计算方式

进行推导，分

组讨论可能

出现的问题，

然后提出解

决方案。 

 

 

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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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AB

B A AB

x x x

y y y

= +

= +
 

2.坐标反算公式 

在直线 AB 中，已知 A 点坐标

( , )A Ax y 和 B 点坐标 ( , )B Bx y ，来

计算 AB 两点边长
ABD 和坐标方位

角
AB 。 

 

10分钟 

案例

练习

（20

分钟） 

方位角推算习题 

1.给出方位角推算习题 ； 

2.在计算过程中，，答疑解

惑。 

1．完成题目中方位角的推

算任务。 

2.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

讨论。 

结合习题及时巩固知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分析案例，分

组讨论，发现

问题，及时解

决问题。 

10分钟 

 

10分钟 

总结

评价 

（10

分钟） 

1.教学总结； 

2.教学效果评价。 

1.引导学生总结课程知识点

方位角推算一般公式； 

2.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总结

评价； 

3.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1.知识归纳总结； 

2.交流学习心得，提出疑

问。 

养成归纳总结、善于反思

的习惯 

养成归纳总

结、善于反思

的习惯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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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作业、教学活动任

务； 

二、查阅资料，探索“如何根据已知点的坐

标、直线的方位角、直线的距离，求另一点

坐标”？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参与话题讨

论； 

3.自主探索学习，形成总结

性材料。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的能力。 

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

深层次的探索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 学

反 思 

采用问题导入，先由一个简单的问题入手，从转折角为 90°推广到任意角度时方位角的推算；教师引导学生自主推导，找出规律，得出一般公

式，并通过算例加以巩固。通过方位角推算错误案例，告诫学生要遵循“步步要检核”的测量原则，认真是成功的秘诀，粗心是失败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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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三：小区域控制测量 单元学时 14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1：平面控制测量 

子任务 1：控制测量概述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已经学习了基本的测量方法，掌握了常见测量仪

器的基本操作；具备一定的数据处理知识。 

能力水平：能够使用常见测量仪器完成基本的测量任务，能够进行基本

的数据处理。 

思想状况：喜欢操作测量仪器，动手能力比较强；有点理论基础，但对

新测量理论学习能力较差。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平面控制测量的

基本知识； 

2.掌握导线测量的外业

观测步骤。 

能够使用全站仪进行闭

合导线的外业测量工

作。 

1.逐渐养成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2.在外业测量过程中不

怕吃苦、艰苦奋斗。 

教学重点 平面控制网布设形式、导线外业观测步骤 

教学难点 国家控制网的布设、导线测量内业计算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平面控制测量 

2 
1.资源名称：国测一大队视频 

2.资源内容：国测一大队完成国家控制网布设 

 3 1.资源名称：大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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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内容：大地原点视频介绍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平面控制测量外业知识学习

清单，推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按照清单要求回顾测回法测量水平角

的原理与方法，以及水平距离测量原理与方法，为知识的学习做好准备。推

送大地原点的相关知识，引导学生思考坐标传递问题。 

课中，任务实施：从我国国家大地原点在西安市泾阳县永乐镇，国土面

积 96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大，如何由大地原点引测到几千公里外的工

程项目需要的地方，并且保证点位精度一致性、精确性，满足工程项目的需

求，需要布设控制网，引出本节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图片、动

画、视频、模型演示，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测量典型

地貌实训室，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导线测量选点工作，并将选点设计书上传平

台，组间互评，教师实时指导，并给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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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回顾前期所学基础知识 

（1）水平角观测方法 

（2）水平距离观测方法 

2.自学大地原点相关知识，思考坐标传递

问题 

3.课前预习让学生发现自己知识上的薄

弱环节，课前查阅资料补充知识储备 

1.在线平台推送学习资料； 

2.提出问题：坐标如何传

递； 

3.引导讨论，互动答疑； 

4.准备授课材料。 

1.在线平台学习； 

2.自学思考：坐标如何传

递； 

3.在线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4.个性学习，不同层次的学

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的进

度和学习的方式 

通过我国大地原点的建立

过程，了解测绘发展的历

史，增强历史责任感。 

通过坐标传递的问题，结

合 20 世纪计算技术能力

的实际情况，感受测绘数

据处理的特点，对老一代

测绘人的严谨求知有更加

深刻的认识。 

让学生发现自己知识上的

薄弱环节，课前查阅资料

补充知识储备，不使其成

为听课时的“绊脚石”。 

通过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

源库等，线上交流学习。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5分

钟） 

提出问题：测量应遵循的测量原

则是什么？ 

如何根据已知点来推求未知

点？ 

列举国测一大队从事国家控制

测量事迹。 

导入本次课任务——控制测量。 

提出问题，引导进入理论的

学习。 
1.知识回顾 

2.思考问题 

以图片、视频结合教师介

绍，国测一大队先后完成

和参与完成了全国大地测

量控制网布测，弘扬奋斗

精神，培养家国情怀。 

PPT；视频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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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实施 

（20

分钟） 

控制测量概述 

1.基本定义 

控制测量的意义：防止误差积

累，加快测量作业速度。 

先在测区内选择若干有控制意

义的点作为控制点，组成一定的

几何图形，形成测区的骨架，称

为控制网。 

2.控制网分为平面控制网和高

程控制网两种。 

3.按照测区范围，控制网分为国

家控制网、城市控制网、小区域

控制网和独立控制网等。 

为满足小区域测图和工程建设

的需要而进行的控制测量。建立

平面控制网的方法有三角测量、

导线测量、交会测量等，建立高

程控制网的方法有等外水准测

量和三角高程测量。 

1.教师介绍控制测量定义

与作用； 

 

2.教师提出问题：什么情况

下要进行控制测量？ 

总结讨论结果。 

1.学生依据教材和课前预

习知识，学习控制测量定

义，理解其作用； 

2.分组讨论 

结合《工程测量规范》、《三

四等水准测量规范》，讲解

不同项目、不同范围、不

同精度所遵循的规范要求

不同，测量的设备和方法

也不同，培养学生遵守规

则、严谨规范的意识。 

 

教师使用 PPT 讲

解、演示；小组

讨论 

 

5分钟 

 

 

 

 

 

 

5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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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实施 

（20

分钟） 

导线测量 

列举实例，如何进行导线测量的

外业实施并得到最终结果？ 

（1.基本概念 

导线：将测区内相邻控制点连成

直线而构成的折线，称为导线。 

导线点：这些控制点，称为导线

点。 

导线测量：导线测量就是依次测

定各导线边的长度和各转折角

值；根据起算数据，推算各边的

坐标方位角，从而求出各导线点

的坐标。  

2.导线的布设形式和等级 

1）闭合导线：起讫于同一已知

点的导线，称为闭合导线。  

2）附合导线：布设在两已知点

间的导线，称为附合导线。  

3）支导线：由一己知点和一已

知边的方向出发，既不附合到另

一已知点，又不回到原起始点的

导线，称为支导线。 

1.回顾普通水准线路布设

形式； 

 

2.组织学生讨论水准线路

布设形式是否适用于导线；

教师总结讨论结果。 

3.讲授导线的基本概念和

布设形式。 

1.回顾水准测量布设形式； 

2.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水准

测量布设形式是否适用于

导线； 

3.在水准线路的基础上，对

比学习导线的基本概念和

布设形式。 

培养学生利用已有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知识迁移；小组

讨论。 

 

 

10分钟 

 

 

 

 

 

 

 

 

 

 

10分钟 

 

 

 

 

 

 

 

教学

实施 

（40

分钟） 

3.导线测量的外业工作 

导线测量的外业工作包括：踏勘

选点及建立标志、测角、量边和

连测。 

1）踏勘选点及建立标志 

导线点的选择应注意：遵守国家

1.教师使用PPT讲授导线测

量外业的步骤； 

1.学生根据教师讲解，掌握

导线测量外业步骤 

2.学生分组讨论 

培养学生利用已有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选点过程中，要综合考虑

点位的布设难度、使用便

捷性和后期保管问题，要

求学生考虑问题时要有全

面性和前瞻性，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教师使用 PPT 讲

解、演示；小组

讨论 

 

 

 

 

 

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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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①相邻点间通视良好，地势较平

坦，便于测角和量距。  

②点位应选在土质坚实处，便于

保存标志和安置仪器。  

③视野开阔，便于施测碎部。  

④导线各边的长度应大致相等，

除特殊情形外，应不大于 350m，

也不宜小于 50m，  

⑤导线点应有足够的密度，分布

较均匀，便于控制整个测区。 

2）测角 

用测回法施测导线左角或右角。

一般在附合导线中，测量导线左

角，在闭合导线中均测内角。若

闭合导线按反时针方向编号，则

其左角就是内角。图根导线，一

般用级光学全站仪测一个测回。

若盘左、盘右测得角值的较差不

超过 40″，则取其平均值。 

3）量边 

4）连测 

分为两种情况：布设独立导线，

 

2.教师组织课堂讨论：“由

大地原点引测到几千公里

外的工程项目并保证点位

精度一致性、精确性” 

 

3.教师总结点评讨论结果。 

 

力。 

 

 

 

 

 

 

 

 

 

 

 

 

 

 

 

 

5分钟 

 

 

 

 

 

 

 

 

5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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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罗盘仪测定起始边的方位角；

与高一级控制点相连接的导线，

需要测出连接角。 

总结

评价

（5分

钟） 

课堂内容总结及拓展 

1.教师课堂小结。 

2.国测一大队控制测量资

料展示，引导学生培养吃苦

耐劳的意志品质 

 

学生观看国测一大队控制

测量视频等资料 

 
以图片、视频结合教师介

绍，国测一大队先后完成

和参与完成了全国大地测

量控制网布测，引导学生

学习国测一大队不怕吃

苦，不怕牺牲，爱岗敬业

的精神。 

 

教师使用 PPT 讲

解、演示；小组

讨论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相关习题 利用云班课平台推送习题 
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

习题 
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 云班课平台 

通过测量典型地貌实训室，以小组为单位

完成导线测量选点工作 

利用云班课平台推送选点

任务，在讨论区实时指导 

小组讨论，并将选点结果上

传平台 
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 小组讨论；云班课平台 

教学

反思 

通过问题导入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小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控制测量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导线测量的方法；

能够完成平面控制测量的外业观测；同时能够逐渐养成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爱岗敬业的精神，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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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三：小区域控制测量 单元学时 14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1：平面控制测量 

子任务 2：平面控制测量内业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已经掌握导线测量的外业工作步骤，具备一定的

数据处理知识。 

能力水平：能够使用全站仪进行导线外业测量。 

思想特点：仪器操作能力强，但对于测量理论学习能力较差，数据处理

能力有待提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平面控制测量内

业数据处理的基本知

识； 

2.掌握导线测量数据的

质量评价。 

1.能够独立完成闭合导

线的内业数据处理工

作； 

2．能够进行导线测量数

据的质量评价。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以及合作意识； 

逐渐养成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教学重点 导线测量数据处理工作 

教学难点 导线测量数据质量评价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平面控制测量 

2 
1.资源名称：终南山隧道视频 

2.资源内容：终南山隧道视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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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平面控制测量内业数据处理

知识学习清单，推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按照清单要求学习三角函数

等基础知识，为知识的学习做好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从终南山隧道是中国自行设计施工的世界最长的双洞

单向公路隧道，北起西安市长安区青岔，南至商洛市所辖的作水县营盘镇，

是国家规划的包头至北海、银川至武汉两条公路西部大通道共用的"咽喉工程

"。是沟通黄河经济圈与长江经济圈的交通枢纽，也是陕西“三纵四横五辐射”

公路网西安至安康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18.02 公里，双洞总长

36.04 公里，是目前中国最长的公路隧道，如此之长的隧道，在开挖过程中

如何保证贯通，引出本节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图片、动画、视

频、模型演示，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实训课程

获得的自测数据，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自测导线测量内业数据处理工作，并进

行数据质量的评价，将计算结果和质量评价结果上传平台，组间互评，教师

实时指导，并给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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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通过几个大型工程项目的相关资料，让同学

了解控制测量的重要性。 

课前预习让学生发现自己知识上的薄弱环

节，课前查阅资料补充知识储备 

1.在线平台推送学习资料； 

2.提出问题：施工过程中如

何控制精度； 

3.引导讨论，互动答疑； 

4.准备授课材料。 

1.在线平台学习； 

2.自学思考：误差传递和累

积的问题； 

3.在线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4.个性学习，不同层次的学

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的进

度和学习的方式 

让学生发现自己知识上的

薄弱环节，课前查阅资料

补充知识储备，提高自学

能力。 

通过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

源库等，线上交流学习。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 程

引 入

（5 分

钟） 

以终南山隧道贯通为例，指出控制

测量的技术要求。 

 

1.介绍终南山隧道概况； 

 

2.18.02KM 的隧道如何保证

顺利贯通； 

3.提出问题：如何在施工过

程中指导开挖。 

1.了解终南山隧道贯通的

技术难度； 

2.思考问题。 

1.以图片、视频结合教师

介绍，让学生了解终南山

隧道概况，提升民族自豪

感； 

 

2.通过讲解工程项目难度

和测量工作者解决的精度

问题，提升专业自豪感和

学习积极性。 

PPT；视频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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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实 施

（ 60

分钟） 

导线测量的内业工作 

导线测量内业计算的目的就是

计算各导线点的坐标。以闭合导线

为例，内业计算的一般步骤如下： 

1）准备工作 

检查导线测量外业记录，数据

是否齐全，有无记错、算错，成果

是否符合精度要求，起算数据是否

准确。 

绘制导线略图，把各项数据注

于图上相应位置。 

2）角度闭合差的计算与调

整。 

将角度闭合差反符号平均分配到各

观测角中，  

3）推算各边坐标方位角。 

= 180  + − 后前 左
 

= 180  − + 后 右前
 

4）计算各边坐标增量。 

, 1 , 1 , 1

, 1 , 1 , 1

cos

sin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x D

y D





+ + +

+ + +

 =

 =
 

5）坐标增量闭合差计算与调

在讲授过程中，教师提出问

题： 

1.误差如何分配，包括： 

（1）角度误差； 

（2）距离误差 

引导学生思考，在测量过程

中如何提高精度。 

学生依据教材和课前预习

知识，分组讨论。 

 

通过测量中存在误差的问

题，培养学生严谨求实、

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教师使用 PPT 讲

解、演示；小组讨

论 

 

5分钟 

 

 

 

 

 

 

 

 

 

 

 

15分钟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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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 

1s

s

f
K

DD

f

= =


 

在允许值范围内，进行坐标增

量闭合差的分配。按坐标增量闭合

差与边长成正比的原则反号进行分

配。则坐标增量的改正数为： 

, 1

, 1

, 1

, 1

i i

i i

i i

x x

i i

y y

D
f

D

D
f

D





+

+

+



+



= −

= −





 

则改正后的坐标增量为： 

, 1 , 1

, 1 , 1

'

, 1

'

, 1

i i i i

i i i i

i i x

i i y

x x

y y





+ +

+ +

+

+

 =  +

 =  +
 

6）坐标计算 

, 1

, 1

'

1

'

1

i i

i i

i i

i i

x x x

y y y

+

+

+

+

= + 

= + 
 

表格填写（样表演示）规范、细致、

准确度 

通过对不同闭合差的不同

调整方法的知识学习，培

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小组讨论解决问题，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以

及合作意识。 

 

 

通过对表格填写中的具体

要求，培养学生规范、细

致的做事基本素质和严

格、精准的自我约束要求。 

 

 

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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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实 施

（ 10

分钟） 

导线数据质量评价 

1.角度闭合差 

2.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 

控制测量规范介绍； 

组织学生依据规范评价导

线测量成果质量。 

规范学习； 

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导线质

量。 

培养学生利用已有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小组讨论。 10分钟 

教 学

实 施

（ 10

分钟） 

导线测量结果指导施工 

教师组织课堂讨论：“导线

测量数据处理结果如何指

导施工过程”， 

总结学生讨论结果 

学生分组讨论 

通过导线数据处理结果，

引导学会反思，引导学生

关注测量过程，提高精度，

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 

教师使用 PPT 讲

解、演示；小组讨

论 

10分钟 

总 结

评 价

（5 分

钟） 

课堂内容总结及拓展 

1.总结导线测量内业数据

处理流程； 

2.总结数据质量评价方法；

3.总结实际工程中由测量

结果能够指导开挖的原理。 

学生观看测量工程项目视

频、图片等资料 

以图片、视频结合教师介

绍，厚植爱岗敬业精神，

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教师使用 PPT 讲

解、演示。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自测导线数据的处理及质量评价 
利用云班课平台推送习

题 

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

关习题 

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

决问题的能力。 
云班课平台 

通过自测数据的质量评价，探讨提高外

业测量精度的方法。 

利用云班课平台推送选

点任务，在讨论区实时

指导。 

小组讨论，并将选点结

果上传平台 
引导学生学会反思。 小组讨论；云班课平台 

教学

反思 

通过问题导入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小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掌握导线测量的内业数据处理的基本知识，并能够根据计

算结果，评价外业测量的质量，引导学生学会反思，找到提高外业测量精度的方法，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时能够逐渐养成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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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三：控制测量 单元学时 14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1：平面控制测量 

子任务 3：导线测量实施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校园导线测量实训场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已经掌握全站仪的使用方法，熟悉水平角、水平

距离观测方法，能够进行外业数据计算。 

能力水平：能够使用全站仪观测水平角、水平距离；能够进行导线测量

内业数据处理。 

思想特点：仪器操作能力强，但对于测量理论学习能力较差，数据处理

能力有待提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熟练掌握导线测量的

外业观测步骤； 

2.熟练掌握数据处理方

法。 

1.能够完成导线测量外

业工作； 

2.能够进行闭合差的分

配。 

培养学生合作意识； 

逐渐养成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教学重点 导线外业测量 

教学难点 导线测量数据处理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1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平面控制测量 

2 1.资源名称：工程测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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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2.资源内容：工程测量规范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上次实训过程中同学们出现

的问题，给同学们提出更高要求。并通知将开展小组竞赛。学生按照清单要

求回顾导线测量方法，小组内积极行地，为技能训练做好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教师总结导线测量中的重点难点，强调规范操作仪器，

提高观测效率，严谨数据计算。组织学生分组比赛，完成任务。教师现场指

导，解决出现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

完成课程目标。也通过竞赛，培养学生公正公平公开的竞赛精神、团结互助

的团队精神、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竞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

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129 

 

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导线测量外业实施调度 

1.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上

次实训过程中同学们出现

的问题； 

2.通知将开展小组竞赛发

放导线外业实施任务表

单； 

3.规划实训场地、范围。 

1.按照清单要求回顾

导线测量方法； 

2.小组内积极行地，

为技能竞赛做好准

备； 

3.准备测量所需仪

器、表格、计算器等

设备。 

通过开展技能竞赛，培养

学生公正公平公开的竞赛

精神、团结互助的团队精

神。 

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源库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 程

引 入

（5 分

钟） 

导线测量竞赛规则 

1.宣讲公平竞争竞赛规

则； 

2.组织各小组到竞赛场

地。 

聆听教师讲解，做好

比赛的准备工作。 

通过讲解竞赛规则，培养

学生公正公平公开的竞赛

精神。 

项目引导式教学 5分钟 

教 学

实 施

（ 20

分钟） 

导线测量技能比赛准备 

1.导线测量方法 

水平角测量 

距离测量 

2.导线测量限差 

计算满足限差要求，方可迁站。 

3.闭合计算及调整 

1.现场强调导线测量的注

意事项； 

2.强调比赛过程中注意规

范操作，团队协作，注意

1.熟悉导线测量的注

意事项； 

2.团队成员建立规范

操作，团队协作，注

通过讲解，培养严谨认真

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项目引导式 

教学练做一体化

教学 

5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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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闭合差 

闭合差调整 
安全。 意安全的意识。  

教 学

实 施

（ 60

分钟） 

导线测量技能比赛实施 

1.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技能比赛。 

2.每人一测站，轮流操作仪器观测、

记录计算数据。 

3.数据现场计算，合格后才能迁站； 

全线路完成后进行内业数据处理，

进行闭合差的分配。 

4.提交成果。比赛结束。 

 

教师在场地内监督指导学

习竞赛； 

 

指出发现的问题。 

 

以小组为单位，轮流

完成仪器的操作和观

测任务； 

 

进行内业数据计算，

调整闭合差。 

 

通过比赛，培养学生理论

指导实践、随机应变的能

力。 

培养学生公正公平的竞赛

精神、团结互助的团队精

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以赛促学，以赛

促练； 

项目引导式教学 

2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总 结

评 价

（5 分

钟） 

课堂内容总结及拓展 总结比赛中出现的问题。 
总结比赛中出现的问

题。 

通过总结比赛过程中出现

的情况，培养爱岗敬业精

神，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 

教师现场讲解、

演示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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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导线测量项目 

利用云班课平台推送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导线测

量项目资料 

通过云班课平台了解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导线测量项目 

利用视频、规程等资源，

进一步培养学生技能点亮

人生，大赛成就梦想的概

念。 

云班课平台 

教学

反思 

通过项目驱动开展比赛的教学方法，增强比赛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掌握导线测量方法。同时通过比赛，培养学生理论指导实践、

随机应变的能力。培养学生公正公平的竞赛精神、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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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三：小区域控制测量 单元学时 14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2：高程控制测量 

子任务 1：高程控制测量理论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已经普通水准测量的外业工作步骤，具备一定的

数据处理知识。 

能力水平：能够使用水准仪进行普通水准测量外业施测。 

思想特点：仪器操作能力强，但对于测量理论学习能力较差，数据处理

能力有待提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高程控制测量外

业施测步骤； 

2.掌握高程控制测量数

据的质量评价。 

1.能够合作完成高程控

制测量外业工作； 

2.能够进行高程控制测

量外业数据的质量评

价。 

培养学生合作意识； 

逐渐养成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教学重点 高程控制测量数据外业施测。 

教学难点 高程控制测量数据采集。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高程控制测量 

2 
1.资源名称：珠穆朗玛峰“新身高” 

2.资源内容：珠穆朗玛峰“新身高”施测视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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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高程控制测量外业数据采集

知识学习清单，推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按照清单要求回顾普通水准

测量基础知识，为新知识的学习做好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教师提出问题：我们采用 85国家高程系统，水准原点

位于黄河之滨的青岛。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就是由青岛水准原点高程传递过去

的。从青岛到珠穆朗玛峰，直线距离 4300多公里，如何来提高测量精度？采

用等级水准测量可以实现高等级测量，等级测量又分为一、二、三、四等，

引出本节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图片、动画、视频、模型演示，

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珠峰“新身高”测量施测过

程展示视频的观看，进一步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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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当大家坐在高铁列车里穿山越岭时，车轮下

的高铁是如何天堑变通途的？ 

课前预习让学生发现自己知识上的薄弱环

节，课前查阅资料补充知识储备 

在线平台推送学习资料、互

动答疑；准备课件 

个性学习，不同层次的学生

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的进度

和学习的方式 

通过高铁中，几公里的轨

道高低偏差控制在毫米以

内，让学生对我国高铁建

设取得的成就有强烈的自

豪感的同时，也对测量技

术的进步怀有敬畏，提升

学习积极性。 

让学生发现自己知识上的

薄弱环节，课前查阅资料

补充知识储备，不使其成

为听课时的“绊脚石”。 

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

源库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

手段 

时间分

配 

课 程

引 入

（5 分

钟） 

1.珠峰“新身高”视频展示； 

2.高程控制测量的作用。 

1.介绍珠峰“新身高”测量

概况； 

2.我国高程原点在青岛，距

离珠峰直线距离在 4300km，

提出问题：如何保证高程传

递过程中的精度。 

1.了解珠峰“新身高”测量

概况； 

2.思考问题。 

1.以图片、视频结合教师

介绍介绍珠峰“新身高”

测量概况，厚植民族自豪

感； 

 

 

PPT；视频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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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实 施

（ 25

分钟） 

高程控制测量概述 

1.普通水准测量能否达到精度要

求？ 

一般简支梁的桥，放样精度为 3mm

之内，从桩基到垫石，不会偏差

10mm，像路基的附属工程，一般误

差不会超过 5至 10cm。 

2.怎样提高高程测量精度？ 

水准测量等级 

3.国家水准网的布设原则 

国家高程控制网按照精度由高到低

可以分为一、二、三、四等水准网。

在布设时应遵循以下要求。 

(1)从高到低、逐级控制。 

二等水准网是国家高程控制网的全

面基础； 

三、四等水准网直接为地形测图和

其他工程建设提供高程控制点。 

(2)水准点分布应满足一定的密度。

国家各等级的水准路线上，每隔一

定距离应埋设稳固的水准标石，以

便于长期保存和使用。 

教师提出问题： 

1.为什么要进行高程控制

测量？ 

 

2.普通水准测量外业观测

步骤回顾； 

3.普通水准测量精度如

何？ 

3.如何进行高程控制测量； 

4.总结讨论结果。 

 

1.学生对于高程控制测量

意义进行学习； 

2.回顾普通水准测量的步

骤； 

3.依据教材和课前预习知

识，分组讨论。 

1.通过回顾普通水准测量

知识培养学生知识迁移能

力、应用于新知识的理解

和独立思考能力； 

2.通过小组讨论培养学生

合作意识。 

3.我国幅员辽阔，在大部

分领域上布设国家天文大

地网，是一项规模巨大的

工程。为完成这一基本工

程建设，在建国初期国民

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

国家专门抽调了一批人

力、物力、财力，从 1951

年即开始野外工作，一直

延续到 1971 年才基本结

束。通过国家水准网布设

知识的讲解，让学生指导

国家基础测绘数据的重要

性，已经在施测过程中的

艰辛。培养学生前仆后继

的吃亏耐劳精神。 

教师使用 PPT

讲解、演示；

小组讨论 

 

10分钟 

 

 

 

 

 

5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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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实 施

（ 30

分钟） 

高程控制测量-三四等水准测量的

外业施测步骤 

1.每站观测程序 

顺序——“后后前前”（黑黑红红）；

一般一对尺子交替使用。 

读数——黑面按“三丝法”（上、中、

下丝）读数，红面仅读中丝。 

2.计算与记录格式 

列表的形式举例加以讲解 

（a）视距=100×|上丝-下丝| 

（b）前后视距差 di =后视距-前视

距 

（c）视距差累积值∑di=前站的视

距差累积值∑di-1 +本站的前后视

距差 di  

（d）黑红面读数差=黑面读数+K-

红面读数。（K= 4787mm或 4687mm） 

（e）黑（红）面高差 h黑（h红）

=黑（红）面后视中丝-黑（红）面

高程控制测量外业施测步

骤介绍； 

强烈知识重点。 

 

学习高程控制测量外业施

测步骤； 

 

1.培养学生利用已有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遵守测量规

范，严格要求自己，精准

测量的能力。 

 

3.通过珠峰测量精度要

求，培养学生按照规范测

量的习惯和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教师使用 PPT

讲解、演示 

 

 

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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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视中丝 

（f）黑红面高差之差=h 黑-（h 红

±0.100m） 

（g）高差中数（平均高差）= [h

黑+（h红±0.100m）]/2 

 

 

教 学

实 施

（ 20

分钟） 

三四等水准测量数据计算习题课 

1.教师提供样例数据 

2. 

 

1.教师布置样例数据； 

2.指导学生完成计算和检

核。 

1.先独立完成计算任务； 

2.小组讨论计算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 

3.提从教师指导，掌握数据

计算方法。 

通过对数据的计算，要求

学生做到严谨计算，精益

求精；对出现的问题，实

事求是，深入分析，完美

解决。 

 

教师提供样

例数据，学生

自测和小组

讨论结合，掌

握知识。 

 

3分钟 

 

 

17分钟 

 

 

 

 

 

 

教 学

实 施

（5 分

钟） 

四等水准测量的内业计算 

与普通水准测量内业计算步骤

一致。 

允许闭合差的计算公式： 

     

 L——水准路线的长度，单

位 km。       

 n——水准路线的测站数。 

引领学生回顾普通水准测

量内业计算步骤； 

拓展至本部分内容。让学生

能够融会贯通。 

将普通水准测量内业计算

步骤融合贯通，移植至本部

分内容。 

培养学生利用已有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启发式教学，

提出问题引

导学生应用

已学知识解

决新问题。 

5分钟 20 L( )
h

f mm= 容

6 n( )
h

f mm=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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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评 价

（5 分

钟） 

课堂内容总结及拓展 

总结高程控制测量外业数

据处采集流程； 

总结高程控制测量外业数

据质量评价方法。 

学生观看珠峰测量项目、全

国高程控制网等资料 

以图片结合教师介绍，培

养爱岗敬业精神，和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 

教师使用 PPT

讲解、演示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珠峰高程测量方案学习 
利用云班课平台推送珠峰

高程测量方案 

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

珠峰高程测量方案学习 

利用视频等资源，进一步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增强爱国主义情怀，激发

民族自豪感。 

云班课平台 

跨河高程测量的方法 

以港珠澳大桥为例，提出跨

河高程控制的技术问题和

难点，引导学生自学解决。 

搜集资料，自主学习； 

开展小组讨论； 

线上跟老师互动交流； 

解决问题。 

港珠澳大桥因其超大的建

筑规模、空前的施工难度

和顶尖的建造技术而闻名

世界，，里面设计的测量技

术也很高深。提升学生的

国民自豪感和学习动力。 

应用云班课平台；督促

使用网络资源自主学

习。 

教学

反思 

通过问题导入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小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掌握高程控制测量外业数据采集的基本知识，掌握测

量中对高程控制测量的规范，同时能够逐渐依据规范测量的习惯，养成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通过展示珠峰测量视频，从自然条件恶劣，却阻挡不

了测绘人脚步的角度，培养学生不怕吃苦的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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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三：小区域控制测量 单元学时 14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2：高程控制测量 

子任务 2-1：四等水准测量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校园水准测量实训场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已经掌握四等水准测量的外业工作步骤，具备一

定的数据处理知识。 

能力水平：能够使用水准仪进行普通水准测量外业施测，能够进行四等

水准数据的计算。 

思想特点：仪器操作能力强，但对于测量理论学习能力较差，数据处理

能力有待提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四等水准测量外

业施测步骤； 

2.掌握四等水准测量数

据的质量评价。 

1.能够合作完成高程控

制测量外业工作； 

2.能够进行高程控制测

量外业数据的质量评

价。 

培养学生合作意识； 

逐渐养成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教学重点 四等水准测量外业测量方法 

教学难点 四等水准测量数据现场计算及检核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高程控制测量 

2 
1.资源名称：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2.资源内容：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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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四等水准控制测量外业数据

采集知识学习清单，推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按照清单要求回顾四等

水准测量的理论知识，为新技能的练习做好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教师演示四等水准测量的仪器操作方法，强调规范操

作仪器，严谨数据计算。学生分组练习，完成任务。教师轮流指导，解决出

现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

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介绍珠峰“新身高”测量施测过

程中的三角高程测量、GNSS测量等其他测量方法，进一步培养学生民族自豪

感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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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四等水准测量外业施测 

在线平台推送学习资料、

互动答疑； 

发放四等水准测量外业实

施任务表单； 

规划实训场地、范围。 

复习四等水准测量的

测量方法； 

准备测量所需仪器、

表格、计算器等设备。 

要求学生提前将相关设备

准备调试好。明白“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准备工作非常重要的到了。 

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源库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配 

课 程

引 入

（5 分

钟） 

怎样来提高测量精度？ 

1.更精密的设备 

2.更有效的方法 

1.介绍自动安排水准仪、

双面尺； 

2.阐述普通水准测量方法

的缺点 

聆听教师讲解，思考

问题。 

通过讲解三四等水准测量

的异同，让学生领会到方

法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理

论指导实践、随机应变的

能力。 

PPT；视频 5分钟 

教 学

实 施

（ 20

分钟） 

四等水准测量技能实训 

1.教师演练 

（1）安置仪器于第一点和第二点之

间，目估前、后视距离相等，测站

编号为 1，按照四等水准观测程序

进行观测：  

1）竖立水准尺，安置水准仪。照准

项目驱动： 

在地面选定四或五个坚固

学生观摩教师操作。 

 

 

教学练做一体化

教学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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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视尺黑面，精平并消除视差后读

取黑面尺下、上、中三丝读数；后

视尺由黑面转为红面，读取红面中

丝读数；记入手簿。 

2）照准前视尺黑面，精平并消除视

差后读取黑面下、上、中三丝读数，

前视尺由黑面转为红面，读取红面

中丝读数，记入手簿。以上观测程

序可简记为“后-后-前-前”。 

（2）计算视距、视距累积差、黑红

面读数之差、黑红面高差、黑红面

高差之差和高差中数。精度要求见

下表，若超限，需要重新安置仪器，

再进行读数。 

计算满足限差要求，方可迁站。 

（3）迁站进行下一站观测，直到观

测完成。 

（4）成果检核，计算高差闭合差。

高差闭合差应不超过±20 L  mm

或±6 n mm。 

（5）内业计算，推算各点高程。 

点作为待定高程点，第一

点为已知高程点，提供其

高程。 

教师演示操作。 

 

 

 

通过强调限差，让学生必

须遵守，超出必须重测。

培养严谨认真的工作态

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5分钟 

 

 

 

5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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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实 施

（ 60

分钟） 

四等水准测量技能实训 

2.学生实训，教师轮流指导 

组内每名队员必须观测一个测段、

记录 1个测段。 

整个观测结束后，由 4 名队员共同

完成水准点高程计算及其它工作。 

每测站计算检核完成后方可搬站，

搬站过程中仪器无需装箱，但全部

观测完成后仪器必须装箱，提交测

量成果。 

强调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前、后视距应大致相等，若超

限，要重新安置仪器。  

（2）同一测站，圆水准器只能整平

一次。 

（3）每次读数前，要消除视差和精

平，尤其是前视读数时一定要精平。 

（4）水准尺应竖直，水准点和待测

点上立尺不放尺垫，只在转点处放

尺垫，也可选择有凸出点的坚实地

物点作为转点而不用尺垫。 

（5）认真记录数据，检查无误后方

可迁站。迁站时，后视尺移动变为

下一站的前视，前视尺不要动。 

（6）每人必须至少观测一个测站。 

教师在场地内轮流指导学

习； 

解答学生的提问； 

指出发现的问题。 

以小组为单位，完成

仪器的操作和观测任

务。 

 

通过实训，培养全身心投

入，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的完成整个工序的每一个

环节的工匠精神。 

教学练做一体化

教学，学生操作，

完成规定测量项

目 

 

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总 结

评 价

（5 分

钟） 

课堂内容总结及拓展 

总结高程控制测量外业数

据处采集流程； 

总结高程控制测量外业数

据质量评价方法。 

总结观测过程出现的

问题 

通过总结实训过程中出现

的情况，培养爱岗敬业精

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 

教师现场讲解、

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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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二等水准测量方法 

利用云班课平台推送

二等水准测量方法 

通过云班课平台

完成二等水准测

量方法学习 

利用视频、规程等资

源，进一步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能力、自学能

力。 

云班课平台 

教学

反思 

 

通过项目驱动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小组讨论、教师讲授，学生掌握四等水准测量外业数据采集的方法，掌握测量中对高程

控制测量的规范，同时能够逐渐依据规范测量的习惯，养成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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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三：控制测量 单元学时 14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2：高程控制测量 

子任务 2-2：四等水准测量实训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校园水准测量实训场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已经掌握四等水准测量的外业工作步骤，具备一

定的数据处理知识。 

能力水平：能够使用水准仪进行四等水准测量外业施测，能够进行四等

水准数据的计算。 

思想特点：仪器操作能力强，但对于测量理论学习能力较差，数据处理

能力有待提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熟练掌握四等水准测

量外业施测步骤； 

2.熟练掌握四等水准测

量数据的质量评价。 

1.能够顺利完成高程控

制测量外业工作； 

2.能够快速进行高程控

制测量外业数据的质量

评价。 

培养学生合作意识； 

逐渐养成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教学重点 四等水准测量外业测量方法 

教学难点 四等水准测量数据现场计算及检核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高程控制测量 

2 
1.资源名称：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2.资源内容：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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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上次实训过程中同学们出现

的问题，给同学们提出更高要求。并通知将开展小组竞赛。学生按照清单要

求回顾四等水准测量测量方法，小组内积极行地，为技能竞赛做好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教师总结四等水准测量实训中出现的问题，强调规范

操作仪器，提高观测效率，严谨数据计算。组织学生分组比赛，完成任务。

教师现场指导，解决出现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解决教学重点，突

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也通过竞赛，培养学生公正公平公开的竞赛精

神、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竞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

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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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四等水准测量竞赛调度 

1.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上

次实训过程中同学们出现

的问题； 

2.通知将开展小组竞赛发

放四等水准测量外业实施

任务表单； 

3.规划实训场地、范围。 

1.按照清单要求回顾

四等水准测量测量方

法； 

2.小组内积极行地，

为技能竞赛做好准

备； 

3.准备测量所需仪

器、表格、计算器等

设备。 

通过开展技能竞赛，培养

学生公正公平公开的竞赛

精神、团结互助的团队精

神。 

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源库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配 

课 程

引 入

（5 分

钟） 

四等水准测量竞赛规则 

1.宣讲公平竞争竞赛规

则； 

2.组织各小组到竞赛场

地。 

聆听教师讲解，做好

比赛的准备工作。 

通过讲解竞赛规则，培养

学生公正公平公开的竞赛

精神。 

项目引导式教学 5分钟 

教 学

实 施

（ 20

分钟） 

四等水准测量技能比赛准备 

1.四等水准测量方法 

观测程序可简记为“后-后-前-前”。 

2.四等水准测量测站限差 

计算满足限差要求，方可迁站。 

3.四等水准测量线路检核 

1.现场强调四等水准测量

的注意事项； 

2.强调比赛过程中注意规

范操作，团队协作，注意

1.熟悉四等水准测量

的注意事项； 

2.团队成员建立规范

操作，团队协作，注

通过讲解，培养严谨认真

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项目引导式 

教学练做一体化

教学 

5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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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高差闭合差。高差闭合差应不

超过±20 L  mm或±6 n mm。 

安全。 意安全的意识。  

教 学

实 施

（ 60

分钟） 

四等水准测量技能比赛实施 

1.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技能比赛。 

2.每人一测段，轮流操作仪器观测、

记录计算数据、扶尺。 

3.数据现场计算，合格后才能迁站； 

全线路完成后进行内业数据处理，

进行高差闭合差的分配。 

4.提交成果。比赛结束。 

 

教师在场地内监督指导学

习竞赛； 

指出发现的问题。 

 

以小组为单位，轮流

完成仪器的操作和观

测任务； 

进行内业数据计算，

调整高差闭合差。 

 

通过比赛，培养学生理论

指导实践、随机应变的能

力。 

培养学生公正公平的竞赛

精神、团结互助的团队精

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以赛促学，以赛

促练； 

项目引导式教学 

20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总 结

评 价

（5 分

钟） 

课堂内容总结及拓展 总结比赛中出现的问题。 
总结比赛中出现的问

题。 

通过总结比赛过程中出现

的情况，培养爱岗敬业精

神，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 

教师现场讲解、

演示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水准测量项目 

利用云班课平台推送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水准测

量项目资料 

通过云班课平台了解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水准测量项目 

利用视频、规程等资源，

进一步培养学生技能点亮

人生，大赛成就梦想的概

念。 

云班课平台 

教学

反思 

通过项目驱动开展比赛的教学方法，增强比赛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掌握四等水准测量测量方法。同时通过比赛，培养学生理论指导

实践、随机应变的能力。培养学生公正公平的竞赛精神、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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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三：控制测量 单元学时 14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2：高程控制测量 

子任务 3：三角高程测量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已经学习了四等水准测量方法，掌握了全站仪仪

器的基本操作；具备一定的数据处理知识。 

能力水平：能够使用常见测量仪器完成基本的测量任务，能够进行基本

的数据处理。 

思想状况：喜欢操作测量仪器，动手能力比较强；有点理论基础，但对

新测量理论学习能力较差。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三角高程原理； 

2.掌握三角高程测量中

提高精度的方法和措

施。 

1.能够使用全站仪进行

三角高程测量； 

2.能够规范操作，提高

观测数据质量。 

1.逐渐养成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2.在外业测量过程中不

怕吃苦、艰苦奋斗。 

教学重点 三角高程测量原理 

教学难点 三角高程测量实施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三角高程测量 

2 
1.资源名称：国测一大队视频 

2.资源内容：国测一大队重测珠峰高程登顶阶段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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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三角高程测量知识学习清单，

推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按照清单要求复习全站仪基本操作的原理与

方法，以及距离测量原理与方法，为知识的学习做好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2020 年，我国重测珠峰。海拔 5600 米之前采用水准

测量法。但海拔 5600米以后，环境气候条件恶劣，使用这种传统而精确方法

测量每天只能行进 4公里。用传统水准测量法到达 5600米高程之后，测量工

作将转入第二阶段，测量人员将直接进行珠峰山体测量。这一阶段的测量将

是由测量人员在观测点通过观测登山队员立到珠峰顶上的觇标，通过三角测

量计算最终得出珠峰山体高度。为了提高测量精度,珠峰测量一共在珠峰脚下

部下了 6个观测点。 

由以上例子引出本节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图片、动画、视

频、模型演示，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珠峰测量

视频了解几种高程测量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场景，最后编写三角工程测量技

术报告，上交平台，组间互评，教师实时指导，并给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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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回顾前期所学基础知识 

（1）四等水准测量方法 

（2）全站仪的操作 

2.课前预习让学生发现自己知识上的薄

弱环节，课前查阅资料补充知识储备 

1.在线平台推送学习资料； 

2.提出问题：四等水准测量

遇到跨河、山谷等线路困难

地区怎么办； 

3.引导讨论，互动答疑； 

4.准备授课材料。 

1.在线平台学习； 

2.自学思考：四等水准测量

有何缺点； 

3.在线讨论教师提出问题； 

4.个性学习，不同层次的学

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的进

度和学习的方式 

四等水准测量精度高，但

是效率低，受地形限制大。

培养学生辩证法分析解决

问题。 

通过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

源库等，线上交流学习。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5分

钟） 

通过珠峰登顶阶段的三角高程

测量引入本次课内容。 

 

1.阐述四等水准测量的优

缺点； 

2.论证在复制地形条件下

的快速高程测量方法，引导

进入理论的学习。 

 

1.知识回顾 

2.思考问题 

以图片、视频结合教师介

绍，阐述珠峰测量过程中

存在的环境、技术问题，

培养学生团结吃亏、精益

求精的品质。 

 

PPT；视频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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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实施 

（15

分钟） 

三角高程测量概述 

（1）基本定义 

根据已知点高程及两点间的垂

直角和距离确定待定点高程的

方法称为三角高程测量。 

（2）三角高程适用范围 

当两点间地形起伏较大而不利

于水准观测时，可采用三角高程

测量的方法测定两点间的高差，

进而求得待定点的高程。 

（3）三角高程测量方法 

进行三角高程测量时，应测定两

点间的水平距离或斜距以及竖

直角。可以达到四等水准测量精

度，可用于山区图根高程控制。 

1.教师介绍三角高程测量

定义与作用； 

2.教师提出问题：什么情况

下可以用三角高程测量方

法？ 

 

3.总结讨论结果。 

1.学生依据教材和课前预

习知识，学习三角高程测量

定义，理解其作用； 

2.分组讨论，回答问题。 

结合《工程测量规范》讲

解不同项目、不同范围、

不同精度所遵循的规范要

求不同，测量的设备和方

法也不同，培养学生遵守

规则、严谨规范的意识。 

 

教师使用 PPT 讲

解、演示；小组

讨论 

 

5分钟 

 

 

 

 

 

 

5分钟 

 

5分钟 

 

 

 

 

 

 

 

 

教学

实施 

（20

分钟） 

三角高程测量的原理 

 

已知点 A的高程 HA，B为待定点，

待求高程为 HB。 

1.引导学生学习基本理论； 

 

1.学习基本理论； 

2.理解操作过程中的注意

事项； 

3.小组讨论，思考问题； 

 

 

 

 

 

 

 

知识迁移；小组

讨论。 

 

 

5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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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 A安置经纬仪，照准点 B目

标顶端 M，测得竖直角α。量取

仪器高 i和目标高υ。如果测得

AM之间距离为 D′，则 A、B 

点的高差 hAB为: 

hAB=D′sinα+i-υ 

如果测得 A、B点的水平距离 D，

则高差 hAB为: 

hAB=Dtanα+i-υ 

则 B 点高程为: 

HB=HA+hAB 

假定地球表面为水平面（即水准

面为水平面）、观测视线为直线

的基础上推导而得到的。 

当地面上两点间距离小于 300m

时，可以近似认为这些假设条件

是成立的，上述公式也可以直接

应用。 

 

2.说明操作过程中的注意

事项； 

 

3.提出问题：三角高程有什

么局限性？ 

 

 

培养学生利用已有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5分钟 

 

 

 

 

 

 

 

教学

实施 

（15

分钟） 

球气差 

1.定义 

（两点间的距离超过 300m 时，

考虑地球曲率对高程的影响，加

以曲率改正，称为球差改正。 

观测视线受大气折光的影响而

称为一条向上凸起的弧线，须加

以大气折光影响的改正，称为气

差改正。 

以上两项改正合称为球气差改

正，简称两差改正。 

 

 

 

 

 

 

 

 

 

 

 

 

 

 

 

教师使用 PPT 讲

解、演示；小组

讨论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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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改正数为 f c = − 。 

球差改正与气差改正之和可表

示为 

2

1(
2

)
D

f c k
R

= − = −  (0-1) 

f 简称两差改正。因 k 值大约在

0.08~0.14 之间，所以，f 恒大于

零。大气垂直折光系数 k 是随地

区、气候、季节、地面覆盖物和

视线超出地面高度等条件的不

同而变化的，一般取 k=0.14 计算

两差改正 f。 

2.消除方法 

为了减少两差改正数 f，《城市测

量规范》规定，代替四等水准的

光电测距三角高程，其边长不应

大于 1km。 

减少两差改正误差的另一个方

法是，在 A，B 两点同时进行对

向观测，，此时可以认为 k 值是

相同的，两差改正 f 也相等。取

往返测高差的平均值为 

 ( ) ( ) ( )
1 1

2 2
AB AB BA A A B B B Ah h h Dtan i v Dtan i v = − = + − − + −    (0-2) 

可以抵消掉 f。 

 

 

1.教师使用PPT讲授球气差

的概念； 

 

2.引导学生思考球气差的

处理方法； 

3.教师总结点评讨论结果。 

 

 

 

1.学生根据教师讲解，掌握

概念 

2.学生分组讨论。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3.培养独立思考、不怕困

难的职业素养。 

 

 

 

 

 

 

 

 

 

5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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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练习 

（30

分钟） 

三角高程测量实施 

1.布置任务，选取有高差变

化的地形选点观测；  

2.解答疑问，指导计算，纠

正不规范操作； 

3.点评测量结果。 

1.每人完成练习；  

2.如有疑问，组内讨论或向

老师提问； 

3.小组内互评。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3.培养独立思考、不怕困

难的职业素养。 

1.任务驱动法 

2.小组练习 

5分钟 

 

20分钟 

 

 

5分钟 

总结

评价

（5分

钟） 

课堂内容总结及拓展 

1.教师课堂小结。 

2.珠峰登顶测量资料展示，

引导学生培养吃苦耐劳的

意志品质 

学生观看珠峰登顶三角高

程测量视频等资料 

以图片、视频结合教师介

绍，引导学生学习测绘者

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爱

岗敬业的精神。 

 

教师使用 PPT 讲

解、演示；小组

讨论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相关习题 利用云班课平台推送习题 
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

习题 
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 云班课平台 

教学

反思 

通过问题导入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小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三角高程测量的基本知识，掌握了三角高程

测量的方法；能够完成三角高程测量的外业观测；同时能够逐渐养成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爱岗敬业的精神，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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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四：地形图识读与应用 单元学时 6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1：地形图的基本知识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课程前序教学任务学生掌握了测量的基本工作原理和

技能，能熟练使用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等测量仪器设备，具备了图根控

制测量的理论知识，具有一定的基础地理知识。 

能力水平：能进行水平角、水平距离、高差测量，能进行直线定向，能

进行图根控制测量。 

思想特点：学生不喜欢学习枯燥的理论知识，对可视化教学内容感兴趣，

理论知识综合应用的能力不强，实践中不太会变通。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认识地形图； 

2.掌握地形图比例尺表

示方法； 

3.学会矩形图幅的分幅

与编号方法。 

 

1.能区分什么是地形图； 

2.能在地形图上进行比

例尺换算； 

3.能对矩形图幅进行分

幅与编号。 

 

1.尊法懂法、依法测绘，

增强国家版图意识； 

2.标准意识和质量意识； 

3.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 

教学重点 地形图进行判读 

教学难点 运用地形图基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1 

1.资源名称：教学课件 

2.资源内容：PPT、PDF 

2 

1.资源名称：2020 年第 17 个测绘法宣传日宣传片 

2.资源内容：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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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3 

1.资源名称：规范、法规 

2.资源内容： PDF 

4 

1.资源名称：珠峰重测历史 

2.资源内容： 图片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学生通过教学平台、APP 接受教师推送的教学任务，

学习教学资源，教师设计讨论话题，引导学生思考、进行轻直播讨论，根据

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教学设计。 

课中，任务实施：教师根据课前搜集图件资料导入新课，由生活中常用

图导入地形图，通过宣传片引导学生形成规范测图意识。借助规范、标准，

采用案例法组织教学。通过珠峰重测事件，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科技报国

情怀，帮助学生鉴定理想信念。 

课后，知识拓展：教师通过教学平台发布拓展作业任务，设计有助于导

入新课的讨论话题，借助微信群等媒体进行交流，答疑解惑，关心学生的思

想和生活，鼓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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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预习新课 

2.针对性话题讨论 

1.发布教学资源； 

2.发起活动：搜集生活中各

种各样的图件。 

1.自主学习； 

2.参与轻直播讨论； 

3.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有自己的见解。 

通过问题导向，借组教学

平台、APP 讨论问题，为

学生搭建自由发言的平

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1.自主学习 

2.借助媒体轻直播讨论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5分

钟） 

1.对课前搜集的各种图件进行

比较，提供地形图标准样图，从

直观上认识地形图； 

2.规范使用地形图的意识。 

1.展示课前搜集的各种图

件； 

2.新闻热点：由电视剧中使

用问题地图引发的思考； 

3.展示地形图标准样图。 

1.提供课前搜集的各种样

图、分析其作用； 

2.由新闻热点问题引发思

考，增强国家版图意识，尊

法懂法，依法测绘； 

3.通过标准图初步认识地

形图。 

由青春偶像剧中引用问题

地图引发的争议，引导学

生要树立法治意识，尊法

懂法，依法测绘，维护国

家版图。 

1.问题导向 

2.启发式教学 
5分钟 

教学

实施

（40

分钟） 

一、认识地形图定义 

地形图指的是地表起伏形

态和地理位置、形状在水平面上

的投影图。 

2.测图依据 

1.结合图示、案例讲解地形

图相关概念； 

2.根据中学已有知识进行

引导，复习比例尺的知识； 

3.介绍地形图国家基本比

1.结合图示、案例学习地形

图相关概念； 

2.小组讨论，回顾比例尺的

概念、类型，进行总结； 

3.学习国家基本比例尺，观

引入地形图测绘国家标准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

图式》、《外业数字测图技

术规程》、《规程测量规

范》，树立标准意识，质量

1.案例教学 

2.引入规范、标

准 

 

5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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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形图比例尺 

1.定义 

地形图上任一线段的长度与它

所代表的实际水平距离之比，称

为地形图比例尺。 

2.分类 

分为数字比例尺和图示比例尺

两种。 

3.比例尺精度 

将图上 0.1mm所表示的实地水平

距离 0.1M（mm）称为比例尺的精

度。 

例尺； 

4.结合案例讲解比例尺精

度； 

5.帮助学生树立精度和质

量意识。 

 

测其中的规律； 

4.小组讨论，探究比例尺精

度概念和实践应用； 

5.形成精度和质量意识。 

意识。由比例尺大小、比

例尺精度、地形图特征点

点位精度要求，指出：地

形图测制精度和成图数量

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测绘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

标志之一。 

借助珠峰测量案例，帮助

学生树立科技兴国理念、

民族自豪感。 

 

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5分钟 

 

 

教学

实施

（20

分钟） 

三、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1∶500 1∶1000 1∶2000地形

图图式》规定：1∶500～1∶2000

比例尺地形图一般采用 50cm×

50cm 正方形分幅或 50cm×40cm

矩形分幅；根据需要，也可以采

用其他规格的分幅； 

1∶2000 地形图也可以采用经纬

度统一分幅。 

地形图编号一般采用图廓西南

角坐标公里数编号法，也可选用

流水编号法或行列编号法等。 

四、地形图图外注记 

1.结合案例讲解梯形分幅

与编号； 

2.结合案例讲解矩形图幅

与编号方法； 

1.结合案例学习，能判读梯

形图幅和两种编号方法； 

2.了解矩形图幅的分幅与

编号方法。 

 

根据测绘标准进行讲解，

提升学生规范意识、标准

意识。 

1.案例教学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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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图图廓外注记的内容包括

图号、图名、接图表、比例尺、

坐标系、使用图式、等高距、测

图日期、测绘单位、图廓线、坐

标格网、三北方向线和坡度尺

等，它们分布在东、南、西、北

四面图廓线外。 

 

 

 

 

10分钟 

 

 

总结

评价

（10

分钟） 

1.教学总结； 

2.教学效果评价。 

1.引导学生总结地形图基

本知识点，绘制思维导图； 

2.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总

结评价； 

3.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1.知识归纳总结； 

2.交流学习心得，提出疑

问。 

养成归纳总结、善于反思

的习惯 

1.思维导图 

2.线上线下交流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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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作业、教学活动

任务； 

二、提供国家标准《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

图图式》、《外业数字测图技术规程》、《规

程测量规范》等资料； 

三、提供局部地形图，进行判读 。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国家基本比例

尺地形图图式》，进行地形

图初步判读； 

3．发现问题并进行交流。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的能力。 

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

深层次的探索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通过案例，结合国家标准，讲解地形图定义、比例尺、分幅与编号、图外注记等基本常识，为后续地物、地貌的判读奠定基础。 

借助新闻热点、珠峰重测等案例，培养学生标准化测量、质量第一的职业素养，具有维护国家版图意识、科技报国、民族自豪感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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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四：地形图识读与应用 单元学时 6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2：地形图的基本内容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课程前序教学任务学生掌握了测量的基本工作原理和技能，能熟练使

用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等测量仪器设备，具备了图根控制测量的理论知识，具有一

定的基础地形图知识。 

能力水平：能进行水平角、水平距离、高差测量，能进行直线定向，能进行图根控制测

量。 

思想特点：学生不喜欢学习枯燥的理论知识，对可视化教学内容感兴趣，理论知识综合

应用的能力不强，实践中不太会变通。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能够识读地形图中的

地物、地貌符号； 

2.掌握地形图图外注记

的内容与方法。 

1.能够正确识读地形图； 

2.能对地形图进行图外

注记。 

1.尊法懂法、依法测绘，

增强国家版图意识； 

2.标准意识和质量意识； 

3.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 

教学重点 掌握角度的概念和测量原理。 

教学难点 能够掌握全站仪的基本操作，熟悉基本功能。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教材 

2.资源内容：《水利工程测量》 

2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平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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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平面控制 

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学生通过教学平台、APP 接受教师推送的教学任务，

学习教学资源，教师设计讨论话题，引导学生思考、进行轻直播讨论，根据

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教学设计。 

课中，任务实施：教师根据课前搜集图件资料导入新课，由生活中常用

图导入地形图，通过宣传片引导学生形成规范测图意识。借助规范、标准，

采用案例法组织教学。通过珠峰重测事件，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科技报国

情怀，帮助学生鉴定理想信念，通过案例教学法，教师提供一副 

课后，知识拓展：教师通过教学平台发布拓展作业任务，设计有助于导

入新课的讨论话题，借助微信群等媒体进行交流，答疑解惑，关心学生的思

想和生活，鼓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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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

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前预习让学生了解测回法的概念，认识全站仪，课前

查阅资料补充知识储备。 

在线平台推送学习

资料、互动答疑；

准备课件与学习资

料。 

个性学习，不同层次的学生

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的进度

和学习的方式 

通过提示学生预习，培

养同学积极主动学习

的意识，并通过推送的

资料引导学生树立学

以致用和独立思考的

修养。 

云班学习平台、教学资源库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

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配 

课 程

引 入 

（5 分

钟） 

通过教师提供一副地形图，对地形图内容进行

分析，从而引入本节课的内容。 

1.提供一副常见的

地形图； 

2.带领同学对地形

图内容进行分析 

1.观察老师提供的地形图； 

2.根据老师的引导，仔细识

别地形图的内容。 

 

通过教师的合理引导，

培养同学熟悉地形图

的同时，树立国家领土

完整的意识和依法测

绘的规范意识、标准意

识。 

案例教学法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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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讲 述 

（ 30

分钟） 

 

地形图的符号 

地形图图式是表示地物和地貌的符号和方法。 

地形图图式中的符号有地物符号、地貌符号和

注记符号三类。 

1．地物符号 

1）比例符号 

2）非比例符号 

3）半比例符号 

2．地貌符号 

1）定义 

地形图上表示地貌的方法一般是等高线。 

等高线又分为首曲线、计曲线和间曲线。 

地形图上相邻等高线间的高差，称为等高距。 

2）典型地貌的等高线 

 

 

1.结合图示、案例

讲解地形图相关概

念； 

 

 

2.讲解地形图的基

本内容； 

3.结合图式、测量

规程讲解地物、地

貌特征点的选择及

精度要求。 

 

1.结合图示、案例学习地形

图相关概念； 

2.学习地形图测绘标准，树

立规范测图用图意识； 

3.学习地物、地貌特征点的

选择及精度要求。 

引入地形图测绘国家

标准《国家基本比例尺

地形图图式》、树立标

准意识，质量意识。 

1.案例教学 

2.引入规范、标准 

 

5分钟 

 

 

10分钟 

 

 

 

 

 

 

 

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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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等高线的特征 

①同一条等高线上各点的高程相等； 

②等高线是闭合曲线，不能中断（间曲线除

外），如果不在同一幅图内闭合，则必定在相

邻的其他图幅内闭合； 

③等高线只有在陡崖或悬崖处才会重合或相

交； 

④等高线经过山脊或山谷时改变方向，因此，

山脊线与山谷线应和改变方向处的等高线的

切线垂直相交； 

⑤在同一幅地形图内，基本等高距是相同的. 

（3）注记符号 

 

 

 

 

 

 

 

 

 

 

 

5分钟 

 

案 例

练  习

（ 25

分钟） 

 

地形图地物符号与地貌符号  

 

 

1.对照《国家基本

比例尺地形图图

式》的内容进行讲

解； 

2.根据《图式》对

给定的地形图内容

进行分析，引导同

学们进行地形图的

识读。 

1.认真学习《国家基本比例

尺地形图图式》的内容； 

 

2.对给定的地形图进行分

析，识读出该地形图的内容

和主要地貌形态。 

 

引入地形图测绘国家

标准《国家基本比例尺

地形图图式》进行讲

解，树立标准意识，质

量意识。 

1.案例教学 

2.引入规范、标准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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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示，介绍各种

常用地物符号，如图所示： 

1.常用的控制点符号: 

 

2.常用的部分地物符号： 

 

 

3.常用地貌符号及其表示： 

 

 

 

 

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总结

评价

（5分

钟） 

1.教学总结； 

2.教学效果评价。 

1.引导学生总结地

形图基本知识点，

绘制思维导图； 

2.对学生课堂表现

进行总结评价； 

3.交流、解答学生

疑问。 

1.知识归纳总结； 

2.交流学习心得，提出疑

问。 

养成归纳总结、善于反

思的习惯 

1.思维导图 

2.线上线下交流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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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

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作业、教学活动任务； 

二、提供国家标准《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外

业数字测图技术规程》、《规程测量规范》等资料； 

三、提供局部地形图，进行判读 。 

1.在教学平台推送

作业、教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

开启轻直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国家基本比例

尺地形图图式》，练习地形

图判读； 

3．发现问题并进行交流。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

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独

立思考的能力。 

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

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学

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通过问题导入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小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掌握水平角的基本概念，并能熟悉全站仪的构造，够熟练操作全

站仪。评价外业操作的质量，引导学生学会反思，找到提高安置仪器的度的速度和质量方法，培养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逐渐养成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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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单元 项目四：地形图识读与应用 单元学时 6 

本课时 

任务 

任务 3：地形图应用 课时数 2 

授课地点 理实一体化智慧教室 授课形式 混合式教学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及特点：学生已经学习了地形图的基本概念，对地形图有了基

本认识。 

能力水平：能够正确的识读识地形图。 

思想特点：仪器操作能力强，但对于测量理论学习能力较差，数据处理

能力有待提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掌握地形图的识读； 

2.掌握地形图的基本应

用； 

3.了解工程建设中地形

图的应用。 

1.能够识读地形图； 

2．能够在地形图上量测

基本数据； 

3.能够使用地形图解决

工程建设中的任务。 

1.尊法懂法、依法测绘，

增强国家版图意识； 

2.标准意识和质量意识； 

3.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 

教学重点 地形图的识读、地形图的基本应用 

教学难点 工程建设中地形图的应用 

教学资源

（包括课

程思政素

材） 

1 
1.资源名称：PPT 

2.资源内容：地形图应用 

2 
1.资源名称：地形图 

2.资源内容：工程建设中使用的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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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思路 

 

课前，自主探究：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发布地形图应用知识学习清单，

推送给同学相关预习资料，学生按照清单要求打开地形图，进行初步的了解，

为知识的学习做好准备。 

课中，任务实施：从中国南方地区发生多轮强降雨过程，造成的多地发

生较重洪涝灾害，引出本节内容。指出洪水是流域内产生径流汇集于河道，

水流量增加后水位上涨导致。要分析汇水，就要应用地形图，确定汇水面积。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图片、动画、视频、模型演示，解决教学重

点，突破教学难点，完成课程目标。 

课后，知识拓展：学生通过云班课平台完成相关习题，并通过应用地形

图的实际工程项目案例，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初步的计算和数据处理，将计算

结果和质量评价结果上传平台，组间互评，教师实时指导，并给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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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1.预习新课 

2.针对性话题讨论 

1.发布教学资源； 

2.发起活动：搜集生活中各

种各样的图件。 

1.自主学习； 

2.参与轻直播讨论； 

3.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有自己的见解。 

通过问题导向，借组教学

平台、APP 讨论问题，为

学生搭建自由发言的平

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查阅资料，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 

1.自主学习 

2.借助媒体轻直播讨论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时间分

配 

课程

引入

（5分

钟） 

2020 年中国南方地区发生多轮

强降雨过程，造成的多地发生较

重洪涝灾害。 

在解决洪水问题时，汇水面积时

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用到地形图

应用的相关知识。 

1.播放洪水视频； 

2.引导学生分析洪水的原

因，引入本节地形图应用的

知识讲解。 

了解地形图在生产生活中

有巨大作用。 

在抗衡过程中，全国军民

一心，涌现出了许多可歌

可泣的事迹。通过这些事

迹，增强民族凝聚力；体

现军民一心，众志成城。 

1.问题导向 

2.启发式教学 
5分钟 

教学

实施

（20

分钟） 

1.地形图的识读 

（1）地形图的图廓外注记 

1）图号、图名和接图表 

2）比例尺 

3）经纬度与坐标格网 

展示具体地形图，电子跟纸

质挂画配合； 

讲解图上元素。 

1.结合图示、案例学习地形

图相关知识； 

2.课堂听讲跟小组讨论相

结合。 

引入地形图测绘国家标准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

图式》树立标准意识，质

量意识。 

通过国家坐标系和国家高

1.案例教学 

2.引入规范、标

准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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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形图的平面坐标系统和

高程系统 

对于 1∶1 万或更小比例尺的地

图，通常采用国家统一的高斯平

面坐标系； 

高程系统一般使用 1985 国家高

程基准。 

（3）测图时间 

测图时间在南图廓左下方注明。 

程系统，建立国家标准意

识、配合意识。 

5分钟 

 

 

 

 

 

5分钟 

教学

实施

（20

分钟） 

2.地形图基本应用 

（1）点位坐标的量测； 

（2）两点间的水平距离量测； 

（3）直线坐标方位角的量测； 

（4）点位高程与两点间坡度的

量测； 

（5）在图上设计等坡线。 

 

1.案例讲解 

结合案例讲解点位坐标的

量测； 

结合案例讲解两点间的水

平距离量测； 

结合案例讲解直线坐标方

位角的量测； 

结合案例讲解点位高程与

两点间坡度的量测； 

结合案例讲解在图上设计

等坡线。 

2.引导学生思考传统地形

图和现代电子地图的应用

方法的异同。 

1.学习地形图基本应用； 

2.小组讨论，探究地形图基

本应用的场景和范围； 

3.思考传统地形图和现代

电子地图的应用方法的异

同。 

 

结合地形图应用，了解测

绘对国家建设发展的服务

作业，增强专业学习的积

极性。 

借助地形图的应用，了解

测绘精度、测量数据对现

实情况、经济利益的影响，

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的测绘素质。 

1.案例教学 

2.启发引导 

5分钟 

 

5分钟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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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实施

（20

分钟） 

3.图形面积的量算 

（1）透明方格纸法 

（2）平行线法 

 

（3）解析法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2 1 2 3 3 2 3 4 3 4 4 1 4 1

1 2 4 2 3 1 3 4 2 4 1 3

1

2

1

2

A x x y y x x y y x x y y x x y y

x y y x y y x y y x y y

= + − + + − − + − − + − 

= − + − + − + −

 

  

 

（4）求积仪法 

 

1.案例讲解面积量算方法； 

2.引导学生分析各种方法

的应用场景。 

 

1.学习面积量算方法； 

2.小组讨论，分析各种方法

的应用场景。 

借助面积量算方法，了解

测绘精度、测量数据对现

实情况、经济利益的影响，

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的测绘素质。 

1.案例教学 

 

5分钟 

 

 

 

 

 

 

10分钟 

 

 

 

 

 

 

 

 

5分钟 

教学

实施

（20

分钟） 

4.工程建设中的地形图应用 

1、按设计线路绘制纵断面图 

1.案例讲解工程建设中的

地形图应用； 

1.学习工程建设中的地形

图应用方法； 

2.完成课上习题，加深理解

应用。 

 

 

 

 

 

 

1.案例教学 

2.启发引导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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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汇水面积 

 

3、平整场地中的土方量计算 

 

2.通过课上习题让学生掌

握工程建设中的地形图应

用。 

 

 

 

 

 

通过项目驱动，掌握工程

建设中地形图的应用，让

学生提升专业认识，提高

学习的积极性； 

借助工程建设中的计量，

了解测绘精度、测量数据

对现实情况、经济利益的

影响，养成严谨认真、一

丝不苟的测绘素质。 

 

 

 

 

 

 

 

 

 

 

 

5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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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评价

（5分

钟） 

1.教学总结； 

2.教学效果评价。 

1.引导学生总结地形图的

应用，绘制思维导图； 

2.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总

结评价； 

3.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1.知识归纳总结； 

2.交流学习心得，提出疑

问。 

养成归纳总结、善于反思

的习惯 

1.思维导图 

2.线上线下交流 
5分钟 

三、课后拓展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点融入及呈现形式 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完成教学平台推送的作业、教学活动

任务； 

二、提供用到地形图的项目等资料； 

三、提供道路设计、土方计算的项目资料。 

1.在教学平台推送作业、教

学活动； 

2.推送学习资源，开启轻直

播讨论； 

3.答疑解惑。 

1.登陆教学平台，完成作业

和教学活动； 

2.自主学习土方计算的几

种基本方法； 

3．发现问题并进行交流。 

通过一系列教学活动，提

升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

考的能力。 

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

深层次的探索学习。 

1.任务驱动； 

2.因材施教。 

教学

反思 

通过案例，结合国家标准，讲解地形图的基本应用，使学生能够掌握面积量算、土方计算，已经工程中的常见应用等基本常识，为后续工程测

量等课程奠定基础。 

借助新闻热点、大国工程等案例，培养学生标准化测量、质量第一的职业素养，具有维护国家版图意识、科技报国、民族自豪感的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