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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测量综合实践》课程标准 
一、课程概述 

（一）课程简介 

本综合实践课程是控制测量专业课程的实践性环节，其主要任务是使每个学生熟练掌握控

制测量外业观测的基本技能和内业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能根据测量规范要求，综合利用各种

手段和技术完成等级控制网的布设、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等工作。 

（二）课程的性质及定位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课程，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对实习场地所布设的控制网（包括平面

和高程）的实地踏勘、观测、概算，使学生了解建立控制网的全过程，从而使控制测量学的基

本内容得到一次实际的应用，使所学知识进一步巩固、深化。同时，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培养

学生独立工作与组织测绘生产的能力。 

（三）适用专业或年级 

适用于工程测量技术专业二年级学生。 

（四）学时学分 

本课程 6 学分，完成教学的总学时数为 120 学时。 

（五）课程归口系部 

归口管理系部为水利工程系。 

（六）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是《控制测量》课程的后续课程，是对《控制测量》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环节的全

面实践。 

（七）课程设计思路 

按照岗位职能的要求，满足工程单位的能力结构和机能要求，结合学院的具体情况，编写

制定本实践课程的课程标准。 

本综合实践课程是依据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表中的控制测

量工作项目设置的。其总体设计思路是，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学科课程模式，转

变为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组织课程内容，将知识的提高与能力和素质的发展相联系，将知识转化

为控制测量岗位能力和素质；学生在完成具体控制测量项目的过程中学会完成相应的控制测量

工作任务，并构建相关理论知识，发展职业能力和素质。课程内容突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

在引进新技术的同时，兼顾传统布网技术，紧紧围绕工作任务完成的需要来进行，并融合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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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对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要求。 

二、课程目标及要求 

（一）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必修的一门实践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专业课，在整个专业课程设

置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通过对实习场地所布设的控制网的实地踏勘、

观测、概算，使学生： 

1.掌握高等级水平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的设计与布设； 

2.熟练使用高精度的经纬仪、全站仪、电子水准仪； 

3.掌握精密水准测量的外业施测； 

4.掌握精密导线测量的外业施测。 

5.熟练使用平差易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6.初步掌握技术设计书的编制。 

（二）教学要求 

实训期间，学生要提前预习实训内容，明确每项实训任务操作的技术要点、精度要求，爱

惜保管好仪器设备，作业成果必须边测边记边算，每日收工注意成果资料的汇总，以技术总结

的要求撰写实训报告。 

三、课程内容和要求 

(一)课程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 

实践项目 项目内容 实习实训要求 学时分配 

项目一：三角

测量 

1：光学经纬仪水平轴不垂直于

垂直轴之差的测定 

2：水平角观测 

3：垂直角观测 

1：爱护仪器 

2：按要求进行成果记录、计

算 

 

51 

项目二：精密

水准测量 

1：水准仪的 i 角检校 

2：二等水准测量 

1：爱护仪器 

2：按要求进行成果记录、计

算 

33 

项目三：精密

导线测量 

1：四等导线测量 1：爱护仪器 

2：按要求进行成果记录、计

算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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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20 

（二）课程教学具体要求及实施建议 

实践项目一：三角测量                                        学时：51 

工

作

任

务 

1. 光学经纬仪水平轴不垂直于垂直轴之差的测定 

2. 水平角观测 

3. 垂直角观测 

教

学 

目

标 

1. 掌握经纬仪的检验 

2. 掌握经纬仪的基本操作 

重 

难

点 

及 

解

决

方

法 

1. 经纬仪的检验 

2. 成果的重测和取舍 

教

学

建

议 

1. 仪器定期维护以满足实践教学需求 

2. 缺乏雨天实训场地 

实践项目二：精密水准测量                                    学时：33 

工

作

任

务 

1. 水准仪的 i 角检校 

2. 二等水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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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目

标 

1. 掌握水准仪的检验 

2. 掌握二等水准外业与内业 

重 

难

点 

及 

解

决

方

法 

1. 电子水准仪的操作 

2. 内业处理 

教

学

建

议 

1. 仪器定期维护以满足实践教学需求 

2. 缺乏雨天实训场地 

实践项目三：精密导线测量                                    学时：36 

工

作

任

务 

1. 四等导线测量 

教

学 

目

标 

1. 掌握导线外业测量 

2. 掌握导线内业计算 

重 

难

点 

及 

1. 导线测量外业工作 

2. 导线测量数据处理 



 - 5 - 

解

决

方

法 

教

学

建

议 

1. 仪器定期维护以满足实践教学需求 

2. 缺乏雨天实训场地 

（三）实习报告要求 

外业记录的各种表格要填写齐全，书写字迹要工整，切忌潦草，外业记录不得涂改。内业

数据处理采用平差易软件，分析处理结果，以技术总结的形式上交实习报告。 

四、课程考核与评价 

本课程的学习考评分为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在课程总评成绩中各占 50%。 

（一）过程性考核说明 

本课程过程性考核主要包括学习态度（出勤情况等）、学习质量（包括提问、示范操作等）

和协作能力（团队精神、合作能力）等，主要考核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

具体考核标准和成绩分配见表。 

过程性考核项目表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要求 比例（%） 

1 学习态度 每天按时出勤，一次计 2 分，满分 40 分 40 

2 学习质量 检查成果完成质量，每项 10 分，满分 30 分 30 

3 协作能力 小组成员互评团队精神、合作能力，满分 30 分 30 

（二）实践成果考核及方式说明 

通过对控制测量成果实行“二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即小组自查、小组互查和教师或

企业技术人员验收，严把质量关，并以此作为衡量学生实践技能的标准。小组自查、小组互查

和教师或企业技术人员验收各占实践技能成绩的 20%、30%和 50%。 

（三）课程成绩形成 

本课程成绩形成主要包括过程性考核和实践成果考核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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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形成标准及比例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要求 比例（%） 

1 过程性考核 态度端正、成果质量高、协作能力佳 50 

2 实践成果考核 小组自查、小组互查和教师或企业技术人员验收 50 

   （四）评分标准 

分数等级 评 分 标 准 

优秀（90 分以上） 态度端正、成果质量高、协作能力佳、成果验收合格 

良好（80～89 分） 态度较端正、成果质量高、协作能力较佳、成果验收合格 

中等（70～79 分） 态度较端正、成果质量较高、协作能力一般、成果验收合格 

及格（60～69 分） 态度一般、成果质量一般、协作能力一般、成果验收合格 

不及格（60 分以下） 态度不端正、成果质量差、协作能力欠佳、成果验收不合格 

五、指导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指导教材 

自编实践指导教材《控制测量综合实训指导书》。 

（二）参考资料 

1. 刘飞. 控制测量实训指导书.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9 

2. 孔祥元, 梅是义. 控制测量学（上、下）.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六、教学资源与条件 

（一）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 

建议图书馆增加关于控制测量方面书籍的数量。 

（二）教学条件 

建议一个标准班每组 5人，分组实践，按 1:1 配备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

共同授课。校内控制测量实训室应具备充足的精密水准仪、精密全站仪等实训仪器，便于学生

操作使用；同时，还应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组织学生到校外实训基地实习，了解真实的工

作情景及工作过程。 

七、其他说明 

课程开发人员：聂琳娟 

课程标准编写执笔人：聂琳娟 

课程审定人：田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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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部负责人：桂剑萍 

编写时间：2018-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