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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木工程测量是土木专业必选的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 也是学生在工作岗位上

具有的必要基本技能， 根据教学中出现的一些土木工程测量问题， 通过整合教学方法， 探讨课程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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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土木工程测量是土木工程专业和工程管理专业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 由于测量工

作贯穿于工程建设的每一个阶段， 所以教学质量和效果将直接关系到学生毕业后的专业技术能力.
课程的教学目标使学生了解工程测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掌握仪器与软件的操作使用. 熟悉施工测

量的方法与程序、 地形测量的测绘和应用、 控制测量的外业和内业. 并且随着现代测量技术的不断

更新发展， 新设备、 新理论在工程测量中推广应用， 对教学内容上也需要不断更新充实. 为了满足

提高教学质量， 培养学生完成工程测量任务的综合能力， 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与教学质量的目

标， 教学内容调整与拓展的同时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 研究和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以适应目前测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学的新要求. 本文结合工程测量的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谈谈

自己的几点思考.
1 课程教学现状

1．1 教学资源或多或少存在与专业技术发展脱节的现象. 首先选用的教材中有许多没有及时更新的

版本， 不能满足工程测量新设备新技术的内容更新需要， 在工程实践中大量使用的电子水准仪、

全站仪和 GPS-RTK 等新内容， 教材中只是以很小的信息量来介绍基本概况， 没能在技术理论、 使

用方法与操作流程做深入讲解. 这既局限了老师课堂教授深度， 无法结合课程重点分配课时， 又限

制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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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生缺乏基本的工程经验［1］. 学生所见过的或接触过的工程很少， 甚至没有. 因此， 对工程建设

中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了解甚少或者根本就不了解. 使学生学习与工程实践联系多的内容时无法直观

理解， 好多内容只能靠死记硬背， 没有很好的达到工程类课程教学的实践能力培养的目标， 教师

也很难在这类问题上与学生作进一步的探讨.
1．3 教学内容中有部分内容滞后于测绘技术发展现状， 实验设备台套多半为老旧光学仪器， 电子

设备和自动化设备台套数需要通过错时安排和压缩课时完成这部分内容实训. 同时由于实验实习场

地不能固定， 指导学生外业作业不是很方便.
1．4 目前工程测量教学依旧没有摆脱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和影响， 只是单一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

容的变革达不到工科本科生的培养目标. 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虽然是学习的中心但不是课堂的中心，

课堂教学过程老师主导了进度、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使学生失去主动学习或者思考、 提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机会与能力， 没法根据自身的实际理解和接受能力调整学习过程.
2 研究目标与内容

2．1 如何改变工程测量课程教学与对应专业教学环节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 如何解决存在理论与

实践内容一定程度上与工程实际应用脱节的问题. 学时利用率不高， 教学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和

束缚， 仍是落后的 “三中心” 教学模式［2］， 严重制约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力.
2．2 学生学习的动力来自于对知识的渴望， 只有结合工程项目提高学生对课程的直观认识才能让

学生发现需要掌握的知识概况， 进而带着问题自主学习建立自主式学习目标. 从灌输式教学到引导

式教学是让学生能够去思考、 去疑问、 去发现到主动解决问题自主学习.
2．3 科学的评价方式是教学改革的重点， 包括对教学效果的评价和学习效果的评价. 不合理的评价

方式将教学内容改革和教学方式改革拉回老路. 分阶段及评价方式注重过程管理， 严格而合理的多

阶段评价可以督导学生学习， 改变单一考试一锤定音式评价既没有达到督导学生学习的目的， 更

不能体现教学质量的好坏.
3 改革观点、 措施与成效

3．1 工程测量课程内容改革

随着专业技术的发展、 专业课程不断增多， 导致每门课程的课时数被压缩减少， 工程测量也

不例外， 现在课时已经调整为 68 课时（44 理论+24 实验）. 测量学科发展迅速， 土木工程专业工程

测量课程教学内容中新理论、 新技术不断涌现， 使工程测量课程内容增加不少. 如果不能把新的教

学内容很好的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掌握， 将不能跟上实际应用的需要. 所以调整课程知识结构是解

决课时少， 内容多的主要办法. 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土木工程测量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同时更要

熟练地使用自动安平水准仪、 经纬仪、 全站仪、 GPS 等现代常用测量仪器和工具， 初步具备测量、

计算和绘图的能力， 能全方位的为土木工程建设提供测量服务. 通过课时和内容调整既保证了基础

理论知识的掌握， 又使学生对现代测量技术得到很好的了解和训练.
3．2 课堂教学改革

工程测量是一门结合多学科知识， 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一些操作过程光靠抽象地 “讲” 不仅

费时， 而且有些问题还难于描述清楚. 课程的很多章节像操作说明书一样文字叙述性较强、 内容琐

碎繁杂， 如果教师不采取适当的改进方法， 学生会觉得枯燥无味， 课堂气氛沉闷， 教学效果不理

想. 带设备进课堂， 带模拟项目进课堂， 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直观展示测量原理， 使学生更容易理解

理论与原理. 带设备进课堂主要是配合多媒体教学， 现场展示仪器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演示一些基

本操作步奏， 加强学生的直观认识， 解决讲解费劲， 学生听的枯燥的问题. 同时也使学生全面、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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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地了解这些内容的原理、 方法、 作业程序， 最终形成一个清晰的逻辑概念， 然后通过进一步的

实践来加强感性知识. 教学方法结构如图表所示：

4 总结展望

总之， 在测量教学中既要注重知识积累更要注重能力培养， 不能使学生变成有知识无智慧，

在工作中很快被快速发展的新技术新设备所淘汰. 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 动手操作能力的提高、 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综合培养才是教学的真正目的［3］.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更新教学内容是非常必

要的， 补充完善、 延伸拓展， 使教学方法更加简单、 易懂、 适用， 最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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