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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GNSS是全球的未来，体验式教学模式是大学教学的未来，这三者相结合，自然会擦

出不一样的火花。但同时也是对各个高校学习效果的考验、对各个老师教学模式的考验、对各个大学生学

习能力的考验。需要各个高校提供更好的实验实践环境，需要各个老师做好充分的备课准备，需要各个大

学生们团结学习GNSS原理，以此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让GNSS卫星导航技术能够真真切切地应用到我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过学习GNSS原理，发明更多、更好的现代科技，让大学生能够学有所成、学有所

用。通过不断的学习完善，体验式教学模式能够应用到其他学科，让其他学科的学习模式也能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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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S 原理是测绘专业大学生必修的课程，不同的大

学对于 GNSS 原理的学习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当然教学
效果也因人而异、因校而异。大学本来就是比较开放的学
习环境、学习方法，对于 GNSS 原理课程使用什么样的教
学方式最好，能够让大学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能够将这
门课程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学校一直在探索当中。
对于提出使用体验式教学模式来上 GNSS 原理课程，无论
是对于老师，还是大学生都是一项新的挑战，老师需要重
新备课，使用新的理念来教学，让学生离开课堂，但是不
能离开老师。这种学习模式需要老师储备更多的知识，来
应对学生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说，离开课
堂，没有了老师的专业讲解，需要自己组队去探索，寻求
GNSS 原理的真相，无疑是加大了学习的难度，还要与同
学相互配合，共同来完成老师预留的作业。这些对于大学
生来说都是新的挑战，当然通过实践的学习，学习效果和
以前课堂模式相比，也会大不相同。 

1  认识体验式教学模式在GNSS原理课程的应用 

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不同学科对于体验式教学模式
的认识不同，在各个学科的应用也是不同。对于 GNSS
原理课程使用体验式教学模式，需要了解 GNSS 原理课程
的教学目标和任务。这门课需要使学生能够了解有关卫星
导航、信号调制和传输、伪随机码、自相关性、伪随机码
测距、地球大气层等方面的知识，深入理解空间和时间、
惯性坐标系、地球坐标系、时空一体化、相对论等理论，
掌握单点定位、相对定位的基本原理，熟练使用 GNSS
接收机进行静态测量、动态测量，熟悉掌握一种数据处理
软件。这些教学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大学生在实践中学
习，体验式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际参与操作中学习，正好
符合 GNSS 原理课程的学习目标，通过体验式教学模式学
习 GNSS 原理，从而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 

2  使用体验式教学模式在GNSS原理课程的方法 

2.1  教师设计任务，学生执行任务 

对于 GNSS 原理课程的学习，首先需要系统地了解一
下 GNSS 的发展和应用，这节课的内容可以由老师主讲完
成，先让大学生对 GNSS 有一个系统地了解，然后再开始
由老师根据学习目标选择合适的挑战性任务给到学生。学
生负责执行，通过各种学习方法，以此来完成老师布置的
任务。 

例如，在上《坐标系统》这节课时，老师可以提前布
置学生预习这节课的内容，课下找寻相关的资料，对于天
球坐标和地球坐标有一个基础的认识，方便上课时侯对于
书本知识不陌生。然后课上使用体验式教学模式，让学生
能够带着基本的知识，在实践中找寻对于 GNSS 原理的认
识和了解，明白不同坐标的区别与关系，从而完成学习任
务。 

2.2  教师帮助匹配，学生共同体验 
作为一名老师，对于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应用，首先需

要考虑的主体就是大学生，对于 GNSS 原理的学习，需要
老师将现代教育思想与当代大学生学习情况相结合去设
计教学内容。对于体验式教学模式在 GNSS 原理课程上的
应用，需要老师提前设计任务，帮助分配资源和组员，让
学生完成挑战任务，最好以小组为单位，除了能够快速完
成挑战任务以外，还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团队能力。 

例如，在上《时间系统》这节课时，老师就可以以组
为单位，分配不同的任务，查找不同的资料，然后共同完
成这节课的学习。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会存在时差问题，通
过 GNSS，是怎么辨别的，什么是恒星时？可以分配一个
小组去共同学习；什么是平太阳时？可以分配一个小组去
认识；什么是世界时？可以分配一个小组去查找；什么是
地方时，可以分配一个小组去了解。根据不同小组了解到
的知识，然后汇总，共同完成这节课的学习。 

2.3  教师引导学习，学生完成反思 
无论是哪一门学科，无论是哪一种教学方式，老师都

是学习的主导，通过老师的指导，学生才能够真正地完成
对知识的学习与升华。对于使用体验式教学模式完成
GNSS 原理课程的学习，虽然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实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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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实验的方式来完成课业内容，但是还是需要老师的帮助
与辅导，引导学生完成学习内容，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
帮助学生完成反思。 

例如，在上《卫星运动基础与位置计算》这节课时，
虽然老师可以分组布置任务，学生们也可以自行组织学习
和计算，共同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然后通过上课的汇总，
报告学习情况，但由于随着 GNSS 原理课程的不断深入学
习，学习难度也在不断地增加，卫星运动本来就是一个非
常难的知识点，即使学生组团学习，也不能了解其中的奥
秘和难点。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来引导学生学习，帮助学
生答疑解惑，学生通过反思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共同
完成这节课内容的学习。 

2.4  教师总结教学，学生找改进点 
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学习，但是

更重要的是，每节课程学习结束都需要总结，通过总结发
现学习的不足，改善学习的效果，从而巩固已经学习到的
知识。对于用体验式教学模式来学习 GNSS 原理课程，除
了自己团队学习结束之后，做总结，归纳知识以外，更需
要老师帮助总结知识，共同复习，帮助学生反思团队学习
的漏洞，从而升华学习的内容，达到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效
果。 

例如，在上《卫星运动基础与位置计算》这节课时，
首先这又是一节新的课程，也是一个新的学习任务，需要
学生以团队为单位，使用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教学方法开始
学习这节课程的内容。整个学习过程都是学生团队合作完
成，每一个团队完成的效果不一样，学习到的知识内容也
有出入，但是教学目标是要求每一位学生都学会这节课的
内容，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统一做总结，帮助学生完成这
节课的教学。 

2.5  教师找出不足，学生制定改进 
自古以来，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对于学习来说，这

句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学生本来的基础知识就薄弱，需
要不断地学习来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识。在学习过程中，不
免会遇到知识盲区，或者使用错误的学习方法，一般情况
下，自己是很难发现的，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的帮助，来
改善自己的学习方法，或者改进自己的学习内容，从而更
好地完成自己的学业。 

例如，在《卫星导航电文与卫星信号》这节课时，对
于使用体验式教学模式学习 GNSS 原理课程，以学生团体
学习为主要的学习方法。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因为大家的
知识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有疏忽或者
不足，一起学习探索的同学是很难发现的，这个时候就要
老师的帮助，听取学生学习的成果，从而发现学习的不足，
帮助学生改进学习的方法，有助于学生以后的学习。 

2.6  教师宣布结束，学生进入第二轮 
学习是一件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的过程，一个课业的

结束，就代表着另一个课业的开始。对于 GNSS 原理课程
的学习，采用体验式教学模式，也是需要不断地完成上一

节课的体验任务，开启下一节课的体验任务，不断更新学
习内容，从而彻底地学完这门课程，完成教学目标和任务。 

例如，在上完《GNSS 定位基本原理》这节课之后，
就需要给学生新的体验任务，进入下一轮体验模式，接着
学习《差分定位原理及应用》这节课程。这虽然是两个体
验任务，但是这两节课的内容是承上启下的，需要完成上
一节课观测值的求差运算和双差相对定位的学习，才能够
接着学习差分定位的原理及应用，也才能学明白这节课的
内容。虽然学生不断地进入下一个体验模式，但是学习需
要按部就班，才能完成整个课程的学习。 

3  总结体验式教学模式对GNSS原理课程的作用 

通过完整的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学习，相信大学生们既
能够完成教学目标和任务，还能够学会与同学合作学习，
明白团结就是力量，除此之外，还能够锻炼大学生学习的
自主性。这样的学习模式对于老师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学习，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断地提高
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答疑解惑。使用体
验式教学模式，正好可以弥补课堂教学的枯燥感，真正地
了解 GNSS 原理，现在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建成
并开通运行，课程能够把北斗的有关内容加入进去，让大
学生在掌握北斗知识的同时也激发出爱国主义情操，增强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4  结语 

对于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探索，既是对于高校老师的考
验，需要高校老师提前策划、中途指导、课后总结等一系
列教学模式的安排。让大学生从课堂走出来，更加自由地
去学习，让大学生在实践中认识 GNSS 原理在现实生活中
的应用，并且能够在生活中学会 GNSS 原理的应用，真正
地做到学有所成，达到体验式教学模式在 GNSS 原理课程
的教学效果。对于高校学生更是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对于
大学生来说，学习变得更加具有自主性，不再需要老师随
时随地的监督，体验式教学模式正好符合大学生自主学习
的要求。在这多样化的学习环境下，有利于大学生通过不
同的方式认识 GNSS 卫星导航技术的存在和使用原理，通
过 GNSS 原理的课程，来测试体验式教学模式对于大学生
学习的有效性，通过不断完善体验式教学模式，来促进当
代大学生的学习，为其他课程使用体验式教学模式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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