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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高职土建类建筑工程测量模块化教学改革与实践
——以 1：500 数字测图模块为例

张建飞　张　赛　许亚红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3）

摘要：1：500 数字测图是建筑工程测量过程中典型测定工作

任务，是《建筑工程测量》课程的核心模块之一。本文围绕建筑

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接建筑生产过程，立足岗位能力，

重构课程教学模块，以行动导向理论实施引导文教学。从整体教

学设计、教学实施过程、学习效果、反思与改进四个方面阐述本

模块的改革与实践，引领土建类专业课程的模块化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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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整体设计

1. 立足行业需求，重构课程结构的“坐标系”。

2. 围绕培养目标，聚焦模块教学的“水准点”。

围绕培养数字测图测绘技能的目标，梳理、关联完成任务所

需能力，构建各分项技能的达标“水准”，制定本模块教学的知识、

技能和素质“水准点”。

3. 量化分析学情结构，划定精准施教的“经纬线”。

知识技能层面：根据学情分析画像，约 90% 学生较好地掌

握识图制图和全站仪测量技能，仅有 30% 学生了解 CASS 软件和

RTK 系统，且均为工程测量协会会员，学生综合应用能力有待加

强。认知实践层面：学生对团队完成实训任务充满期待，线上自

学频云图显示，学生对仿真实训、仪器操作的兴趣浓厚，部分学

生出现操作步骤紊乱等现象，在项目四中将对全站仪考核刚达标

的 2 位同学，开展重点指导，强化技能训练。

职业素养层面：通过分析往届学生学习行为，发现数据的转

换和记录、仪器的架设和迁站等重复性操作会使学生产生厌倦感，

且学生自我意识较强，在分组实训中需要针对性培养团队合作、

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

图 1 教学内容重构框架图

4. 依据岗位能力，制定学做合一的“基准面”。

教学重点：地物注记表示方法、图根点布设、地形图的成图

步骤。

教学难点：能按规范采用北斗 -RTK 接收系统和全站仪进行

外业数据采集；运用 CASS 软件绘制校园地形图。

5. 对接测绘流程，创新综合育人的“策略网”。

一是综合能力培养为本位，构建“三步四环节”的内容架构。

以培养学生综合测绘能力为导向，基于行动导向教学理论遴选和

补充教学内容，构建理实一体的教学实训环境，按照测绘顺序：

知图、测图（校点、布点、测点、补点）、成图，重构“三步四

环节”的模块内容，创设等多个子任务，驱动各模块开展教学。

二是以校内建筑地形图测绘项目为贯穿。利用校内基建项目

测绘任务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运用国产测绘设备仪器，分组开展

教学实训，逐步实施“教、学、训、考、赛、用”等环节，聘请

合作企业的省级测绘技术能手参与教学、评价，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三是采用“虚实结合”的资源作为“引导文”组织教学。以无

人机倾斜三维建筑模型、测量仿真实训软件和南方测量生态圈（资

源库）为虚拟教学资源，构建交互式、沉浸式学习情境，结合乡村

振兴建设项目沙盘模型，与教学视频、图片、工作手册、实训计划

等文件构成“引导文”，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自主控制学习。

四是以生为本，立足测绘领域，“系统化”设计课程思政。

以中国测绘仪器、技术、人物和故事为元素，立足规范操作、测

绘精神、数据安全、工程伦理等内涵，通过视频导学、教师映射、

操作体验、综合应用等方式，融入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突出“疆

土、版图、保密、安全”意识，构建课程思政育人矩阵，系统化

设计课程思政融入方式。

二、教学实施过程

（一）知图：图纸贯穿，沙盘辅学，诠释建建筑竣工地形图

有什么

按照“引→导→找→查→评→解→总”七步展开“知图”

部分教学，介绍竣工总图基本内容以及测绘步骤。①“引”：展

示典型工程竣工总平面图，以“郎世宁绘制圆明园竣工图”引

入本模块教学，让学生感受竣工图对中国历史的记录与传承；

②“导”：通过沙盘模型，讲解建筑竣工总平面图测绘工作内容，

布置校内建筑物的实训任务，驱动学生深入学习；③“找”：组

织学生分组、分区域查找沙盘模型，找出不同种类的地物元素；

④“查”：查找《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逐一绘制各元素

对应符号样式，关注不同比例下的符号说明，并归纳符号类别，

填写分类表格；⑤“评”：教师根据云班课中上传的分类表格，

组织学生自评、互评，并进行考核评价，重点指出学生在绘图规

范性、精确性上的不足；⑥“解”：教师对接测绘工序，讲解“知

图、测图、成图”流程，明确各环节的具体工作内容，强调按规

范流程工作的重要性；⑦“总”：总结本模块知识内容以及学生

学习表现，安排各测量小队做好“测图”模块实训准备工作。

（二）测图：分组操作，虚拟仿学，演练建筑竣工总平面图

如何测

1. 校点。学生按照设备清单，分组领取 RTK 测量设备，教师

介绍其功能、配件和组装方法，并按照“设备组装→开机连接→

转换坐标系→校正点”的步骤进行演示，讲解北斗卫星连接、参

数设置、CGCS2000 坐标等内容，让学生体验中国测绘技术的发展，

并要求各测绘小队选取校园既有平面控制点 K1、K2、K3，求解转

换参数并校正点位，每个环节坚持自检、互检，确保点位校正精度。

2. 布点。以大疆无人机倾斜三维建筑模型为教学载体，引入

苏轼《题西林壁》诗句，引导学生按照“观→比→选→定”的步

骤，从不同的方位、角度、距离布设图根点。学生灵活选取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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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视角，布设图根点，并绘制建筑轮廓草图，分队展示布点位

置和选取依据，师生共同给出评价和修改意见，确定各小队“布

点”方案；组织学生到户外使用测钉、木桩确定图根点位，应用

北斗 -RTK 测量系统测量图根点坐标。

3. 测点。应用引导文教学法设计测点任务流程。教师借助视频直

播的方式，组织各小队根据草图中图根点位置，在点位上规范架设全

站仪，队长指挥队员在建筑物的角点上立棱镜采点，并实施“一人一点”

轮岗操作，通过对讲机及时解答各小队操作难题；对于难以采点的位置，

用“拍立得”随手拍摄并张贴在草图对应位置，组织队长将草图拍照

上传至云班课平台，由“工程测量协会”优秀会员辅导定稿。

4. 补点。对于校内地物（内部道路、绿化等）一些细部特征点，

按照“测点”的方法步骤，调用存档点位数据，补测竣工地形图

中复杂地物位置，并记录其形状。在重复“测点”“补点”的教

学过程中，及时跟踪测点较慢的小队，进行针对性指导，运用对

讲机、直播等方式，通过教师清晰的口令、规范的演示解决各队

实训难题，补点点结束后开展点位数据的复盘活动。

（三）成图：数据迁移，企业助学，探究建筑竣工总平面图

怎么绘

教师指导学生将全站仪、RTK 数据迁移至 CASS 软件，按照“对

照草图→查找符号→顺次连号→注记信息”流程，在软件中选取

地物、地貌符号，按照先整体后局部、先轮廓后细部的原则，进

行连线标注，并注记竣工建筑物信息和其他地物位置。构建以学

习通为平台的全过程表现性评价体系，选取最佳图纸上传“学习

通”，组织学生集体评价。课后，邀请合作测绘企业，组织技能

认定会，由企业工程师团队评定学生成果，并发放企业认定证书。

三、教学效果

（一）练技能，学生的测绘技能更加立体

以校内真实竣工项目测绘为驱动，综合应用到全站仪、RTK、

CASS 等多种软件设备，在反复操作练习过程中，学生不仅巩固了

全站仪测点、放线技能，同时学习到 RTK、CASS 软件综合应用，

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显著增强，云班课学习平均经验值达

92%，模块技能合格率达 90%，学生的测绘能力更加完整和立体。

（二）拼比赛，学生在测量技能竞赛中频频获奖

本模块知识技能全方位对接高职组工程测量（1：500 数字测

图）赛项，近年来学生在省级技能大赛数字测图赛项中 2 次获得

一等奖，在首届全国测绘虚拟仿真测图大赛获二等奖。同时，我

校多次举办地区、市级、校际数字测图大赛，在赢得美誉的同时，

也形成了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学的良好氛围。

（三）铸匠魂，学生的职业素养显著提升

注重对学生规范性操作仪器的训练，让其在数据纠错、反复

操作、持续评价中，提高规范意识、标准意识和数据准确意识；

在了解珠峰测绘、北斗系统、中山兆域图等思政案例基础上，让

学生触摸国产测绘仪器，感受中国测绘技术发展，建立专业技术

自信，增强家国情怀。在防疫战斗和乡村振兴项目中，学生积极

投身于一线工程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四）促服务，学生社会实践能力逐步增强

学生积极参与乡村地形、老旧民宿改造等工程项目，以本市

乡村规划设计项目为依托，组织学生社团——工程测量协会，利

用“第二课堂”的社会实践、暑期三下乡等活动，参与皖河农场

地形图测绘和五横乡曰公村社区规划设计等实际项目，学生的社

会实践能力显著增强。

（五）助成长，学生的成长道路更加宽广

本模块内容连续实教 8 年来，以职业技能大赛为突破口，坚

持与企业紧密合作，组建工程测量协会，实施“小导师制”延伸

教学半径，在赛教相长、协同育人的理念下，形成了岗课一体、

资源整合、循环诊改的人才培养路径。

四、教学反思与改进

（一）特色与创新

一是项目驱动，“引导文式教学”突破重难点。以校园工程

竣工地形图测绘项目驱动教学，充分利用校内建筑的类似性，根

据差异化的学情，采取“同质不同组、同组不同质”的原则组建

实训小组，实施“三步四环节”的教学过程。针对各子模块教学，

教师精心编辑“引导文”，如：任务清单、教学视频图片、操作手册、

虚实模型、实训计划等引导教学资料，让学生了解学什么、怎么学、

目标是什么，每个教学任务按照“引导文→计划→决策→实施→

检查→评价”六个步骤，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自主操作、自主评价，

并进行规范化、反复性的操作训练，突破教学重难点。

二是多维赋能，构建“1 项目 3 课堂 6 结合”的育人平台。

围绕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充分运用常规课堂、工程测量协会、

乡村规划和技能大赛等三类课堂，实施教师领学、协会互学、项

目促学、大赛比学的全方位教学，不断巩固仪器操作、软件绘图、

综合应用等技能，从内容重构、社会服务、虚实资源及赛教结合

等多个维度入手，构建“6 结合”的课程教学环境，赋能课前、课中、

课后的教学实施，促进教学顺应行业数字化、信息化的新业态发展，

为课程持续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提供动力。

（二）诊断与改进

课程构建了虚实结合的教学资源，但目前较为分散，缺乏信

息化的有效载体。将加强校企合作，编写理实一体化的云教材，

个性化推送教学资源，有利于课程碎片化学习。“引导文式”教

学组织、立体化育人平台已在专业群课程中广泛应用，将以国家

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国家乡村振兴示范优质校为平台，

向全国同类院校分享课程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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