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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rkable attempt to reform the instruction of survey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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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orm of the sur yl r practice irLs'Lmctio~is fully an y in thl pa{ r a workable in．<tnmtion[orm is put forw＆rd 

n aecor0at~2e wkh the kx'al ct~ldiliurl As a i r~ult．a valuable instruetkm d is~L．ached through practice 

非测量专业的测量学作为土木工程、环境工程 

及水利工程等专业的～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是一 

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实习教学是测量学教学重要 

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学生掌握工程测 

量基本技能的必要的训练手段，而且也是培养学生 

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的有效途 

径。尤其是当前用人市场对工科专业毕业生的需求 

日益朝应用型和复合型方向发展，改革实习教学，进 
一 步提高实习教学的效果，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一

、以往实习教学形式的优点及存在的问题 

测量学实习教学通常采用的形式按实习场地不 

同有如下三种：一是以校园为实习基地的形式，二是 

在校外选择一处合适的地形区域作为实习场地的形 

式，三是结合实习完成某项生产任务的形式。三种 

形式的实习各有其优点和有利因素，然而也有其不 

足之处和实施方面的困难。第一种形式优点是就 

近、方便、节约费用，并且容易实施。缺点是由于受 

校园地形条件的限制，不利于对测图放样等的全面 

训练。还会受校园内的其他专业学生的影响，而且实 

习内容年复一年基本相同，学生缺乏兴趣。第二种 

形式，优点是走出了校门，可选择典型的地形，便于 

全面训练学生坝0绘能力。但往往场地离校较远，在 

交通、住宿、协作单位的支持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 

难。第三种形式能使学生受到“真刀真枪”的工程测 

量训练．无疑是一举多得的最佳形式。但也受到多 

种条件制约，如师生的食宿安排(特别是人数较多 

时)，专业的对口及完成任务的时间与实习时间是否 

矛盾等 选择一次合适的结合生产实际的实习场地 

非常困难。所以，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一种新的实 

习教学形式，达到既能满足教学大纲的要求，又能使 

学生得到较全面的工程实际训练，对于提高测量学 

的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测量实习为村镇建设服务太有可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院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市，随着 

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民收入逐步提高，小城镇建设呈 

现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一大批规划布局合理，建 

筑风格多样的新型小城镇不断出现。从而全面带动 

了整个地区的村镇建设，使昔日的散、脏、乱、差的村 

庄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完整准 

确的地形测绘资料，未能很好地全面规划，许多村镇 

在建设中地出现了不少问题。经过调研，我们发现 

主要存在的问题有：1．缺乏统一的建设规划，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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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配套不完善；2．整体布局不合理，特别是旧宅 

基地，废弃河塘等 未能很好地利用和改造，造成不 

少土地资源的浪费；3．少数村民存在盲目攀比思想 

和封建迷信观念，造成村镇布局分散、杂乱，破坏了 

整个村镇建筑风格的协调。 

经过调研，我们感到，完全可以利用学生{91ll量实 

习的机会，帮助村镇全面测绘地形图， 便于制订‘村 

镇建设规划。这一设想，得到了乡村干部和许多村 

民的欢迎和大力支持。农村天地广阔．有待于制订 

建设规划的村镇比比皆是。通过实践，我们逐步摸 

索出了一条 村镇作为测量实习教学基地，使测量 

教学与生产实际有机结合的新路子。 

三、村镇测绘的组织方法和实施步骤 

经过实地踏勘，我们选择了离学校不远，又有待 

于制订建设规划的几个村镇作为测量实习场地，指 

导教师和学生可骑自行车早出晚归 中午自带午餐， 

当地村委会提供午休地点和保管仪器工具的场所。 

最后测绘成果无偿提供给乡村政府作为村镇建设规 

划之用。这一实习方案 得到了当地乡村政府和群 

众的大力支持。 

我们所选择的测绘区域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水网 

地区。该地区人口稠密，各砷建筑物星罗棋布，沟渠 

河塘纵横交错，比起 往校园的地形要复杂得多，测 

绘内容也丰富得多。经过近年来的实践，我们认为 

采取以下组织方法和实施步骤较为台适。 

1．充分的准备I作。首先由领导和指导教师 

认真研究，根据野外测量实习的特点和教学大纲的 

要求，确定详细的实习教学计划。第二，对学生进行 

深人的思想动员，使太家认识到这样的实习与 往 

不同的特点和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完成教学任务的 

需要，也是找们联系群众，宣传精抻文明，为村镇建 

设服务的好机会。同时号召太家发扬团结协作精 

神，作好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并宣布必须遵守的组 

织纪律。第三是做好测量技术和设备方面的准备。 

利用一定时间，进～步复习测量学的基本原理，熟练 

掌握各种仪器的使用 ；准备好需用的仪器、工具、材 

料，并由各小组专人负责。 

2．精 组织，认真指导。根据实习任务的艰苦 

和复杂情况，配备足够的指导教师，明确各小组人员 

的分工。首先由指导教师带领各小组先行实地踏 

勘，认真进行首级控制网的设计。根据测区的具体 

情况和实习教学要求各自制订具体测绘计划。在具 

体铡绘过程中，指导教师不离现场，发现问题及时指 

导，遇到难题，启发学生温习教材．找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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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仪器的操作，认真进行记 

录、计算。对照地形随时进行检核，培养学生吃苦耐 

劳、团结协作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测绘中，遇到 

群众参观和询问，要求学生热情回答，并主动宣传测 

绘工作与城镇规划的科学知识，宣传建没文明村镇 

的重大意 义 帮助群众破除建房中的封建迷信观 

念 科学台理地安排学生的工作和休息，圆满完成 

任务。 

3．各小组所测绘的地形图在教师指导下认真 

地进行拼接、检查整理 并邀请专业教师对村镇的 

整体建设规划提出建议，最后向乡村领导作详细介 

绍 

4．召开群众座谈会。完成测绘任务后，召开由 

村组干部群众代表和师生参加的座谈会，汇报测绘 

成果，听取群众意见，并且对村镇建设的规划提出建 

议。 

四、收到的教学效果 

通过近几年以村镇为实习场地的实习教学，我 

们感到不仅完成了大纲要求的教学任务 而且收到 

了以往以校园为实习场地所得不到的效果。主要表 

现在 下几个方面： 

1．由于在农村复杂的地形条件(如地形高低起 

伏明显，相互不通视．河 、塘阻隔等)下凋绘，促使学 

生积极思考，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 

步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克服了过去照实习指导 

书生搬硬套的弊病，使实习教学的效果有了进一步 

提高。 

2．在比校园测绘艰苦得多的条件下，培养了学 

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工作中团结协作的精神和严谨 

的科学作风；学生的积极工作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 
一 致好评，在群众中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良好精抻 

风貌。 

3．师生密切联系了群众，并宣传了城镇规划、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帮助少数群众破 

除建房中的封建迷信观念(如建房看风水等)，推动 

了村镇精神文明建设。 

4．学生初步接触了城镇规划、住宅建设等方面 

的有关知识，为学好后续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由于精打细算，师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实 

习费用增加很少。然而，却为村镇建设提供了有价 

值的资料，许多乡村干部都希望以后能继续进行该 

琐活动。 

[责任编辑：王之怀]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