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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测图》学习领域课程标准 

本课程标准由《数字测图》课程组、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开发制定。 

《数字测图》学习领域课程标准以遵循职业性、开放性、实践性为原则，以“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思想为指导，坚持“项目导向、任务驱动、能力为主、教学做合一”的设计理念，以通过完成整

体化工作任务培养训练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核心，以“工作内容”来组织课程内容为着眼点，

以学习性工作任务为教学活动载体，使学生在尽量真实的职业情境中“学中做、做中学”。 

一、学习领域定位 

（一）本学习领域课程对应的职业典型工作任务 

1.掌握数字测图的基本原理。 

2.利用全站仪进行野外数据采集。 

3.利用 CASS 软件进行内业数字化成图。 

4.利用全站仪和 CASS 软件进行电子平板作业。 

5.掌握地形图数字化的方法。 

6.利用 CASS 软件进行数字地图的应用。 

（二）本学习领域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数字测图》是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该专业的入门课程之一，是学生就业岗位必

须的核心技能之一。该课程对应的职业岗位是地形测量工，也是考取工程测量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必考

内容。 

《数字测图》在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学生在本课程学习的知识、掌

握的技能，将深刻影响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该课程作为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的

入门课程，不仅为后续的课程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而且对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主要培养面向测绘、水利水电、地矿、交通、城镇规划、市政建设、房产、国

土资源等行业测绘生产第一线，能从事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工程测量、变形监测等测绘生产与管理

的高技能应用性人才。 

由于本课程在未来测量过程中的应用比较广泛，所以在整个课程体系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此开设本课程是测量专业当中一门必不可少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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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测图》课程与其他课程关系表 

课程关联类别 

关联课程与关联点分析 顺序 

关系 课程名称 关联点 

支撑课程 

《地形测量》 

《计算机应用基础》 

《AutoCAD》 

为本课程的基础 先开 

专业课程 

《控制测量》 

《测量平差基础》 

《地籍测量与土地管理》 

《GPS 测量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 

前两项为本课程铺垫课程 

 

后三项为本课程应用课程 

前两门先开 

后三门可 

同时开设 

企业实践 

《工程变形监测技术》 

《工程测量》 

利用数字测量技术进行监测 

利用数字测量技术指导施工 

后开 

后开 

二、学习（能力）目标 

1.掌握数字测图的基本原理。 

2.掌握全站仪进行野外数据采集的方法。 

3.掌握 CASS 软件进行内业数字化成图的方法。 

4.熟悉全站仪和 CASS 软件进行电子平板作业模式。 

5.熟悉地形图数字化的方法。 

6.掌握利用 CASS 软件进行数字地图的应用。 

三、学习（工作）内容 

工作对象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学生 

工作题材 数字测图教学 

工具 专业教材、全站仪、CASS 软件、实训指导书 

工作方法 教师讲授、学生课间实训、期末综合实训、企业生产实践 

劳动组织 

学生在校期间有教师组织学习理论知识和课间实践练习，顶岗实习期间有校外指导老

师组织学习实践技能操作。 

工作要求 

通过学校理论学习和实践练习以及顶岗实习，力求学生达到毕业之后迅速适应生产，

并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生产单位的生产要求。 

四、学习领域设计 

（一）学习领域设计 

学习情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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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习情境 学时 教学方法 学期 

1 数字测图概述 6 理论讲授 3 

2 野外数据采集 20 理论讲授及课件实训 3 

3 内业成图 20 理论讲授及上机实操 3 

4 CASS 电子平板作业 8 理论讲授及课件实训 3 

5 地形图数字化 6 理论讲授及上机实操 3 

6 数字地图的应用 20 理论讲授和上机实操 3 

 

（二）学习情境设计 

学习情境 1 数字测图概述 学习时间 6 学时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学生提问并讨论 

任务描述 

1.了解数字测图的发展概况 

2.掌握大比例尺数字测图系统的基本原理 

3.掌握数字测图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知识 

学习目标 

1.掌握数字化测图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数字测图的基本原理 

学习内容 

数字数字测图系统的基本知识，包括数字测图概念、数字测图系统等，数字测图的作业过程和作业模式，

数字测图的特点，数字测图的发展概况。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数字测图系统的作业过程和作业模式 

学习组织形式 

首先介绍数字测图系统的基本知识，再讲述数字测图的作业过程和作业模式，最后谈数字测图的发展概况。 

考核标准 

课堂提问，课后作业，并布置学生课后查找数字测图系统的作业模式，了解数字测图系统的发展过程和现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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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 2 野外数据采集 学习时间 20 学时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学生提问并讨论，课间仪器演示，学生实践操作 

任务描述 

1.全站仪的认识及面板操作 

2.全站仪角度测量、距离测量、坐标测量 

3.全站仪野外数据采集 

4.数据传输 

学习目标 

1.掌握全站仪的功能 

2.掌握全站仪野外数据采集和数据传输的方法 

学习内容 

认识全站仪的构造，利用全站仪进行角度测量、距离测量、坐标测量，利用全站仪野外数据采集，并将采

集的数据传输到电脑上。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利用全站仪进行野外数据采集 

学习组织形式 

教师首先讲授理论知识，然后进行仪器演示，再让学生亲自动手实践操作，在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从

而掌握野外数据采集的方法。 

 

考核标准 

课堂提问，课后作业，野外数据采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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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 3 内业成图 学习时间 20 学时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学生提问并讨论，软件操作演示，学生上机实习 

任务描述 

1.CASS 软件的功能和菜单的运用 

2.数据输入和处理 

3.CASS 软件内业成图 

学习目标 

1.掌握 CASS 软件的菜单功能 

2.掌握数据输入和处理的方法 

3.掌握 CASS 软件内业成图的方法 

学习内容 

CASS 软件菜单的运用，野外采集数据的输入和处理，利用 CASS 软件进行内业成图并生成处理等高线。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在生产当中能运用 CASS 软件进行内业成图。 

学习组织形式 

指导学生将实习中野外数据采集的成果传输到电脑上，再利用 CASS 软件进行数字化地形图的绘制。 

考核标准 

课堂提问，课后作业，上机实习绘制数字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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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 4 CASS 电子平板作业 学习时间 8 学时 

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实践演示，学生野外实习 

任务描述 

1.电子平板的作业过程 

学习目标 

1.掌握利用全站仪和计算机进行电子平板作业的方法。 

学习内容 

利用全站仪和计算机进行电子平板作业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野外电子平板作业 

学习组织形式 

通过理论讲授，课间演示和学生实际操作，让学生掌握电子平板的作业方法。 

考核标准 

课堂提问，课后作业，电子平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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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 5 地形图数字化 学习时间 6 学时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课间实训 

任务描述 

1.数字化仪的工作方式 

2.地形图扫描数字化 

3.摄影测量和遥感技术介绍 

学习目标 

1.掌握地形图数字化的方法。 

2.了解摄影测量技术和遥感技术。 

学习内容 

利用数字化仪进行白纸图的数字化，利用扫描仪进行地形图数字化，了解摄影测量技术和遥感技术。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能够利用数字化仪和扫描仪进行地形图数字化。 

学习组织形式 

首先讲授地形图数字化的方法和步骤，详细介绍地形图矢量化的方法 

考核标准 

课堂提问，课后作业 



	

8 

 

 

 

 

学习情境 6 数字地形图的应用 学习时间 20 学时 

教学方法 教师教授，软件演示，学生上机实操 

任务描述 

1.基本几何要素的量测 

2.计算土方量 

3.公路曲线设计与测设 

学习目标 

1.能利用 CASS 软件进行基本几何要素的量测 

2.能利用 CASS 软件进行土方量的计算。 

3.能利用 CASS 软件进行公路曲线设计与测设。 

学习内容 

基本几何要素的量测，包括角度、距离、高程、坡度、面积等，在数字地形图上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土方量

计算，包括 DTM 法、断面法、方格网法、等高线法等，进行公路曲线设计与测设。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能利用 CASS 软件进行数字地形图的基本应用，并进行道路设计。 

学习组织形式 

首先讲述数字地形图的作用，然后进行 CASS 软件操作演示，再组织学生进行上机操作实习，运用 CASS 软件

量测基本几何要素，计算土方量，绘制横纵断面图，进行公路曲线设计与测设。 

考核标准 

课堂提问，课后作业，上机操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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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建议 

1.教材及相关课程资源开发建议 

我校在该课程建设所选用的教材《数字测图》，卢满堂主编，该教材浅显易懂，和实际生产联系

紧密，而且课本示范的软件在生产单位使用较多，很实用。 

建议组织编写一本与本教材相配套的《数字测图实训教材》，以便开展各项课间实习和综合实习

任务。 

2.课程考核建议 

课程考核基本能满足我校目前的教学活动，但是由于计算机的数量不足，教师不能充分掌握学生

软件的使用情况。建议配备能够满足学生软件考核数量的计算机。 

3.师资配备建议 

工程测量教研室教师能够胜任《数字测图》的教学工作，由于教师的教学工作繁重，教师不能抽

出时间去生产单位进行技术交流，建议安排教师到生产单位学习开展数字测图生产作业，积累实践经

验，将生产实践带回到课堂中，提高教学效果。 

4.条件配备建议 

我校现有全站仪在数量上能够满足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学生的实习，学生上机用的计算机基本能保

障，但是缺少用于电子平板的计算机，目前使用的是解密版绘图软件。建议再购置正版的绘图软件和

用于电子平板的计算机。 

六、说明 

本课程标准适用于我校所有工程测量技术专业。 

本课程标准开发人员： 

黎晶晶，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测量教研室教师； 

王金玲，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测量教研室教师； 

彭绍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