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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木工程专业工程测量教学的体会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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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全面介绍了目前我校土木工程专业工程测量教学的基本情况和课时安排的思路，谈了自己教学的心得体会， 

思考了工程测量教学改革的方法和措施，对该专业的工程测量教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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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on teaching of en~neering survey to civil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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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aet：The paper totally introduces our academy’s basic case and making plaIls 0f survey engineering teaching for civil specialty，talking 

about author’8 experience and realization。considersimpwvementmethods 013teaching 0fmgineering survey．It has refe~aee meaningstothis 

ecialty’s teaching 0f engineering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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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土 木建筑学 院是 2OOO年高校 合并后 ， 

由原长沙 铁道学 院 、中南 工业 大学 相关 院 系合并 组 

建 而成 ，拥 有两 位院士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 及道路与 

铁道 q-程 、桥梁 与隧道 -r-程两个 国家级重点学科 ，师 

资力量 雄 厚 。而 土 木 工程 专 业 是 该 院 的最 主 要 专 

业 ，它是依 据教育部 的大规模 专业调整 ，将 我校原有 

的铁 道工程 、桥 梁 与隧道 工程 、工 民建 、岩 土与地 基 

-r-程 等专业合并 成的。 -r-程测量课程作 为土木 -r-程 

专业必修 的一 门专 业技 术 基础课 ，随着 以空 间定 67． 

技术 (GPs)、数字 测 绘 技术 和 地 理信 息 系 统技 术 为 

特征 的测绘 高新 技术 的发 展 、课 时 的大 规模 压缩 和 

土木工程施 工新技 术 的运用 ，正 面 l临着 重大 的选 择 

和挑 战 。本文将对 目前 我校 的土木工程 测量 教学 内 

容和安排 的思 路作 一介 绍 ，并探 讨 和思 考改 进 的措 

施 ，努力 为土木-r-程 建设 培 养实用 、合 格 、不 落伍 的 

毕业 生 。 

一

、 目前我校测量教学的内容和计划 

由于我校 的毕业生主要服务 于铁路 工程 建设 的 

实 际 ，我们选用 的教材 为王兆祥主编 、中国铁道 出版 

社 1998年版 《铁道工程测量》，参 考教材 为张坤宜 主 

编 、武汉 大 学 出 版社 2003年 版 《交 通 土 木 工 程 测 

量》。学时为 64课 时 ，3．5个 学 分 。经过 教 研 室 集 

体讨论 。拟订 的教学计划 和课 时安排如表所示 。 

二、教学安排的思路 

本教学 的 内容和计划是依据现 阶段 土木工程 建 

设的实践 、现有 的仪 器设备 条 件和 铁道工 程 测量学 

教学大纲 而制订的 ，基本 的思路 和出发 点如下 ： 

第 一 ，本 专业 培养 的毕业 生多 为现场施 工技 术 

人员 。对测量动手 能力 、实 践能力 要求 较 高 ，理 论联 

系实 际非 常紧密 ，因此本 课程 的教 学 必须注 意 与实 

践 的结合 。使学生学 以致用 ，在工程 中迅速上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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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木工程专业工程测量教学的体会和思考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 霎 皇 苎 
讲课实验 氏讲课 实验 

菱 测量学的基 z 测量 测 z 第一章测量学的基讲授2 ： ． ： 讲授2 本知识 ⋯⋯⋯’一 
第二章 水准仪认识 讲练 l l导线测量内业计算 讲授 2 

坐标计 算及计算 器使 

水准测量 讲练l l星笑； 高程控制测讲练2 
量 

水准仪检验与校正 讲练 l 

内业计 算及讲授 2 

误差分析 ⋯  

第三章 经蚌仪认识 讲练 l 

水平角测量 

竖直角测量 

讲练 l 

讲练 l 

经蚌仪检验与校正 讲练 l l 

角度测量误差分析 讲授 2 

第四章 光电测距 讲练 l 

苎三章 直线方向的讲授2 测量 ⋯ 

羹 蔫 概讲授z 念、评定精度的标准 ⋯ ‘ 
误差传播定律 讲授 2 

算术平均值、按 曩或 然 

误差及 真误差求观测 讲授 2 

值中误差 

权 厦误 差理论 的应 用 讲授 2 

九羊 地，眵删的 讲授 2 
容 ⋯  

；。 要苎的准讲练l l 备工作
、
视距测量 ⋯  ‘ ‘ 

方法和讲授 2 

地形图的应用 ⋯  

地形图测绘 讲练 l l 

章 基本的洲讲授 2 

设工作 ⋯  ‘ 

翥妻芝新釜 路讲授z 测量概述、新线初测 ⋯ 
研 甄 疋 搠  讦 覆 Z 

l 圆曲线测设方法 讲授 2 

缓和曲线性质厦测设 讲授 2 

设 圆曲线加 讲授 2 

缓和曲线 ⋯  

兰妻 曲线加缓讲授2 和曲线测设 ⋯ 

加缓 和曲线测练习 2 

设实验 ～ ’ 。 

苎十_ 。桥梁控制讲授2 和GPs测量 ⋯ ‘ 

共 64课时。其中讲课 52课时、实验 l2课 时 

第二 ，在紧缩 的课 时条 件下 ，我们 尽量多安排实 

验教学 ，并且要照顾前 后的连续性 ，如水准仪检验 与 

校正 、经 纬仪检验 与校 正 的实验 有许 多高 校就 不讲 

或不做实验 ，但我们 考 虑这两 项 实验 在现 场 的重要 

性和前后 内容的一致性 (因为水准仪检验 与校 正 、经 

纬仪检验 与校 正的原理对学 生理解水 准测量误差分 

析和角度测 量误 差分析有重要 意义 )，故专 门作 了安 

排 。 

第三 ，测量误差理论对 学生理解精度 的概念 、限 

差 的大小 、测量数据 和 其它 工程 实验 数据 的内业处 

理等等有重要 的理论指导意义 ，因此作 了重 点安排 。 

第 四 ，在现场 中 ，导线 控制 测 量应用 最 多 ，而测 

量坐标 的计算更 是频 繁使 用 ，我们 对 导线 控制 测量 

作 了重点讲述 ，并 安排 了在 现场 中频 繁使 用 的计算 

器编程坐标 计算练 习。 

第 五 ，地形 图 的内容 和应 用有 的教 师认 为不好 

讲 ，讲起来 不生动 ，需 要运 用 挂 图或 CAI课件 ，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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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或少讲 。其实 ，对土木 工程 施工技 术人员而 言 ，正 

确识 图、用 图是其必备 的要求 ，故不 可忽视 和省略 。 

第 六 ，地形 图测绘 已从传 统 的平 板测 绘转 变到 

数字测绘 ，但作为 土木 工程专 业的学生 ，毕业后 专 门 

从事大规模测绘 的机 会还 是较 少 ，加上 全站 仪 的数 

量有 限 ，不可能普及到测量 的每个小 组 ，因此讲 述和 

练 习时仍 以平板 测图为主 ，以数字 测绘(结合南 方数 

字测绘软 件 cASS5．0)教学 为辅 。控制 测量 正 从 传 

统 的导线控 制 、三 角控制 向实时 、全 天侯 、不 需点 位 

间通视 的 GPS定位方 向发展 。GPS技术 的概念 和原 

理是必须 向学生讲 述 的，但 受仪器和课 时 的限制 ，深 

入 和练习不做要 求 。 

第七 ，铁路线路 比公路线 路线形 要窄 ，其线形 连 

续性和测设 的精 度有 特定 要求 ，为 了保 证铁 路 曲线 

线形 的前后 连续 性 、完 整性 ，铁路 曲线 测设在 当前 的 

施工实践 中仍 然采 用经典 的偏 角法 ，而 不是 在公 路 

建设 中广泛使用 的极坐标法 。铁路线路 测设 是该 门 

课程 的重点 ，一般 是该 专业 毕业 生走 出校 门 的第 一 

次实践 作业 ，故必 须重点讲 述和练习 ，使每个 学生都 

能全 面掌握 ，并且 游刃有余 。 

三、体会和思考 

现代测绘技术快速发展 ，测绘仪器不断更新 ，土 

木工程施工技术也不 断进 步 ，如何将测绘 、测设 技术 

更好 、更快 、更精确 地应 用 于现场 土木施 工 ，使学 生 

学有所 用 、立 马上手 ，是我们考 虑问题 的 出发点和归 

宿。经过几年 的的教学 ，我们 的体会有 如下几 点 ： 

第一 ，该 门课程 作为土 木工 程专业 的一 门专 业 

技术 基础课 ，应 紧密联系土木施工现场实践 ，以实用 

为主 ；在理论 上不宜 过多展 开 ，以启 发式 、诱 导 式为 

主 。 

第二 ，测绘 技术 的理论 基础 多为数学 方 面的知 

识 ，而土木工程技 术 的理论 基础 多 为力学 方 面的知 

识 ，故在讲授 时要 特别 注意 和考 虑这两 方 面 的衔接 

和学 生 的接受能力 。 

第三 ，测 绘仪器 更新较 快 ，性 能不 断提 高 ，但 仪 

器构造 的原理基本 类似 ，从 学校 仪 器室现 有仪 器 的 

现状 和学校经费投 入 的实 际 出发 ，应 以掌 握 常规仪 

器的使 用和操作为 主 ；新仪 器 的使用 和操 作 以演示 

和讲 解为 主。 

第 四 ，测量实验应有野外规 范的实习场 地 ，水 准 

测量和导线测量实 习场地一般 应设置在范 围较 大的 

开阔地 区 ，布置多个 固定水准点 和导线 点 ，形成 多个 

水准闭合环 和导线 闭合 环 ，精确测定 (下转第 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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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电工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几点思考 

第二 ，观 摩 教 学是 提 高 教学 技 能 的有 效 方 法 。 

不但督 导专家组 要听 中青年 教师 的课 ，给 中青 年教 

师提意见 ，交流思想 、经 验 ，而且 中青 年教 师应 经 常 

走进专家教授 的课 堂 ，亲临他们教学 的风采 ，吸取其 

精华 ，剔 除其糟粕 ，优势互补 。 

第三 ，定期举办教学专题研讨会 ，交流教学实践 

经验 ，促进教学水 平提 高 。为 提高 教师 的教 育理 论 

水平 ，学校或学 院应给课程组提供有关 教育理论 、教 

学方法 、教学实践与指导等 方面的报 纸 、期 刊、书籍 ， 

为教 师备课 和提高教育理论水平提供 资源。 

六、结语 

精 品课 程是需要 具有 一流 教师 队伍 、一流教 学 

内容 、一 流教学 方法 、一 流教材 、一 流教 学管 理 等特 

点的示范 性课 程 。电工 学要成 为 国家精 品课 程 ，除 

了本课 程组教师要继续发扬 团结协作 、勇于奉献 、勇 

于创新 的精神和脚踏实地 、扎实工作 的作风外 ，还需 

要得 到学校和 学院 的大 力支持 。作 为 高校 教师 ，义 

不容辞 ，人人 都应 为全 面提 高高 等教 育质 量做 出 自 

己应有 的贡献 。 

[注 释] 

① 重大电工学课程组．2003年度“国家精品课程”申报表． 

②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处．实施教学名师工程，创建优秀 

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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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4页)其高程或平面坐标 ，便于检 核学生 的 

测量和放样质量 。角度测量 实习场地可布置在距一 

较高建筑物前 ，距 其 30米左 右 ，布置许 多个 固定 的 

编号钢筋头 ，另在 建筑 物上设 立 多个 观测 用 的 目标 

点 ，精 确测定它们构成 的水平角值 ，以便 于检核学 生 

的测量质量 。另外 ，可在该线上设立 基线场 ，以便 于 

光 电测距 。 

第五 ，应大力发展 CAI课件 和现 场教 学 ，把课 堂 

搬到多媒体教室 和施 工实 践的现 场 。笔者编写 了一 

些测量 CA／教学 课件 ，图文并 茂 ，非常 生动 ，教 学效 

果也较好 。现在 学校周边 因城市 拓展和改建 ，道路 、 

桥梁 以及房地产 开发 的建筑 群 的施工较 多 ，可积极 

与有关施工单位联 系 ，在施工实践 的现场 ，让学生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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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学 习和 听取 现场施工技术人员 的讲解 ，从而激发 

学生 的学习兴趣 ，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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