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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测量》学习领域课程标准 

本课程标准由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地形测量》课程组、中南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长江

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等企业联合开发制定。 

《地形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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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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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习领域课程对应的职业典型工作任务是地形测量，学生能依据《国家三、四等导线测量规范》、

《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图根导线测量规范》等，完成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的布设，通过熟

练操作各种测量仪器完成水准测量、导线测量和地形测量得到标准地形图成果并对测图精度进行精度

评定。具体如下： 

1. 水准测量 

2. 角度测量 

3. 距离测量 

4. 图根导线测量 

5. 三角高程测量 

6．交会定点测量 

7．测量数据处理和成果评定 

8．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 

9．地形图的应用 

（二）本学习领域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地形测量》是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的职业技术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本课程的前续课程有《高

等数学》，后续课程有《数字化测图》、《测量平差基础》、《控制测量》、《工程测量》等，本课程属于

专业基础课程，是专业入门课程，为后续其它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地形测量》课程与其它课程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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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数学 数学基础知识、数据处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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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 

控制测量 

测量平差基础 

数字化测图 

工程测量 

测量基本概念与原理 

常规测量的仪器操作使用 

平差基础知识 

控制测量基础知识 

2 

实践课 地形测量综合实训 测量外业、内业工作流程 3 

二、学习（能力）目标 

1．能进行普通水准测量和三四等水准测量 

2．能进行水平角测量和竖直角测量； 

3．能进行距离测量 

4．能进行图根导线的外业选点、布网和观测 

5．能进行导线内业成果的计算 

6．会使用传统的测量方法进行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 

7．能用经纬仪进行三角高程测量 

8．会处理测量数据，进行平差计算 

9 会在工程建设中使用地形图 

三、学习（工作）内容 

工作对象 

工作题材 

l 测量学的基本知识 

l 水准测量 

l 水平角、竖直角和距离测量 

l 导线外业观测和内业计算 

l 三角高程测量 

l 控制测量数据处理 

l 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 

工具 

l 测量规范 

l DS3 型水准仪 

l DJ6 型经纬仪仪 

l 全站仪 

工作方法 

l 根据测量规范要求，进行高程测量、图根控制网的设计和图根导线测量等工作 

l 利用经纬仪、水准仪等仪器，进行外业作业 

l 根据测量原理进行内业数据处理 

劳动组织 

l 项目经理布置地形测量任务 

l 测量员完成相应地形测量任务 

l 完工自检、互检后上交项目部进行审查， 后交业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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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求 

l 项目经理与测量员之间、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之间、测量员与设计方代表之间进行熟练

的专业沟通 

l 在工作过程中符合国家规范、行业规范 

l 满足施工方、建设方对地形测量的精度、时间要求 

l 对已完成的地形测量成果进行存档，以备后查 

l 实事求是、杜绝伪造成果；分工明确，团队协作；科学操作，安全生产 

四、学习领域设计 

（一）学习领域设计 

本学习领域依据学习目标（即：地形测量），选择载体（即：学院汤逊湖校区控制网布设与地形

图测量），在教学中以这个完整项目的控制网布设与施测过程贯穿始终；依据载体的工作过程设计学

习情境、学习单元，教学方法上采用项目导向的教学方法，以此形成依托载体、以学生为主体的能力

训练过程。 

本学习领域依据载体（即：学院汤逊湖校区控制网布设与地形图绘制）的施测工作进行方法设计

学习情境。学院汤逊湖校区控制网布设与地形图绘制的过程：控制网的布设→外业观测→内业数据处

理。由此，设计出“测量学基本知识”、“水准测量”、“角度测量”、“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 “导线

测量”、“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 “地形图的应用”八个学习情境。 

学习情境表	

序号 学习情境 学时 教学方法 学期 

1 测量学基本知识 4 课堂授课、案例教学 1 

2 水准测量 30 实物教学、现场教学、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教学 1 

3 角度测量 26 实物教学、任务驱动教学、课堂授课、现场教学 1 

4 距离测量 8 实物教学、任务驱动教学、课堂授课、现场教学 2 

5 测量误差基本知识 8 课堂授课、案例教学、项目导向教学 2 

6 图根控制测量 24 课堂授课、案例教学、项目导向教学 2 

7 

大比例尺 

地形图测绘 

14 课堂授课、实物教学、现场教学、项目导向教学 2 

8 地形图的应用 6 课堂授课、现场教学、项目导向教学法 2 

（二）学习情境设计	

	

	

	

	

	

学习情境 1 测量学基本知识 学习时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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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量学的基本内容、任务和作用 

2．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1.地面点位的确定 

2.测量工作的基本原则 

3.水平面代替大地水准面的限度 

学习目标 

 

1.了解测量学得基本内容和任务 

2.理解测量的基本工作和测量工作基本原则 

3.掌握平面坐标系的三种形式 

4.掌握高程和高差的定义 

5.理解水平面代替大地水准面的限度 

 

学习内容 

1.测量学的内容、任务和作用 

2.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3.地面点位的确定 

4.测量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原则 

5.用水平面代替大地水准面的限度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给定项目建设相关技术审批文件，测量员能够合理地建立测量坐标系，进行投影带和经度的计算，进

行不同高程系统间资料的换算，用于前期指导项目建设，使项目顺利开展实施。 

学习组织形式 

讲授——图片展示——提问式讨论——讲授——作业布置 

考核标准 

学生成绩由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考核三大部分组成，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各占

总成绩的 30%、50%和 20%。 

1.理论知识 

教师依据学期期末教考分离试卷进行评价。 

2.实践技能 

通过对高斯投影投影带与经度的换算，不同高程系统间资料的换算等成果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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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作态度 

由教师或企业技术人员依据作业、听课情况、课堂发言、学习纪律、上课出勤、实际工作水平、职业

道德等进行评价。 

	

	

	

	

	

教学方法 课堂授课、案例教学 

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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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 2 水准测量 学习时间 30 

教学方法 实物教学、现场教学、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教学 

任务描述 

1.DS3 型水准仪的结构分析与使用 

2.普通水准测量 

3.三四等水准测量 

4.水准测量成果的计算 

学习目标 

1.能熟练操作使用 DS3 型水准仪 

2.能进行普通水准测量 

3.能进行三四等水准测量 

4.会进行水准测量的成果计算 

6.能进行 i 角误差的检校 

学习内容 

1.水准测量的基本原理 

2.水准测量的基本方法 

3.普通水准测量 

4.三四等水准测量 

5.水准测量成果的计算 

6.水准仪的检验与校正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给定水准测量等级及测量规范，测量员能够进行水准测量，在实施过程中，测量员应能够保证进度、

精度、资金控制，并积极协调各方，使项目顺利开展实施。 

学习组织形式 

首先，结合工程案例采用多媒体讲授水准测量的方法；然后，分组组织学生到测区现场实地进行水准

测量； 后，每名学生独立完成测区一条单一水准路线的外业观测、计算和成果整理等工作。 

考核标准 

学生成绩由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考核三大部分组成，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各占

总成绩的 30%、50%和 20%。 

1.理论知识 

教师依据学期期末教考分离试卷进行评价。 

2.实践技能 

通过对水准测量成果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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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作态度 

由教师或企业技术人员依据作业、听课情况、课堂发言、学习纪律、上课出勤、实际工作水平、职业

道德等进行评价。 

学习情境 3 角度测量 学习时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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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实物教学、任务驱动教学、课堂授课、现场教学 

任务描述 

1.DJ6 型经纬仪的结构分析与使用 

2.测回法水平角测量 

3.全圆法水平角测量 

4.竖直角测量 

学习目标 

1.能熟练操作使用 DJ6 型经纬仪 

2.能进行水平角观测与计算 

3.能进行竖直角观测与计算 

4.能进行经纬仪的检验与校正 

学习内容 

1.角度的概念及角度测量原理 

2.DJ6 型经纬仪 

3.水平角观测 

4.竖直角观测 

5.经纬仪的检验与校正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给定测量规范，测量员能够进行角度测量，在实施过程中，测量员应能够保证进度、精度、资金控制，

并积极协调各方，使项目顺利开展实施。 

学习组织形式 

首先，教师结合实物现场讲授仪器的操作使用，学生分组训练，然后按照任务驱动法完成水平角和竖

直角测量，每名学生独立完成四个测回的水平角和竖直角测量。 

考核标准 

学生成绩由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考核三大部分组成，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各占

总成绩的 30%、50%和 20%。 

1.理论知识 

教师依据学期期末教考分离试卷进行评价。 

2.实践技能 

通过对角度测量成果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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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作态度 

由教师或企业技术人员依据作业、听课情况、课堂发言、学习纪律、上课出勤、实际工作水平、职业

道德等进行评价。 

学习情境 3 距离测量 学习时间 8 

教学方法 实物教学、任务驱动教学、课堂授课、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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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描述 

1.钢尺量距 

2.视距测量 

3.电磁波测距 

学习目标 

1.能用钢尺丈量水平距离 

2.能用经纬仪进行视距测量 

3.会有全站仪的测距功能进行距离测量 

学习内容 

1.直线定线 

2.DJ 钢尺量距 

3.水视距测量 

4.光电测距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给定测量规范，测量员能够进行距离测量，在实施过程中，测量员应能够保证进度、精度、资金控制，

并积极协调各方，使项目顺利开展实施。 

学习组织形式 

首先，教师结合实物现场讲授仪器的操作使用，学生分组训练，然后按照任务驱动法完成距离测量，

每名学生独立使用钢尺、经纬仪和全站仪完成两点间的水平距离测量。 

考核标准 

学生成绩由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考核三大部分组成，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各占

总成绩的 30%、50%和 20%。 

1.理论知识 

教师依据学期期末教考分离试卷进行评价。 

2.实践技能 

通过对距离测量成果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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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作态度 

由教师或企业技术人员依据作业、听课情况、课堂发言、学习纪律、上课出勤、实际工作水平、职业

道德等进行评价。 

学习情境 4 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 学习时间 8 

教学方法 课堂授课、案例教学、项目导向教学 

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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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 

2.衡量观测值精度的指标； 

3.传播定律及其在测量中的应用； 

学习目标 

1.理解测量误差的概念； 

2.认识到观测条件对观测值质量的影响； 

3.掌握测量误差的分类； 

4.理解偶然误差的特性； 

5.熟知衡量观测值精度的指标。 

6.掌握误差传播定律 

学习内容 

1.误差来源、分类； 

2.偶然误差的特性； 

3.中误差、相对误差和极限误差的概念； 

4.观测值线性函数的中误差及其应用； 

5.观测值非线性函数的中误差及其应用。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给定测量规范，测量员能够进行误差分析，在实施过程中，测量员应能够保证进度、精度、资金控制，

并积极协调各方，使项目顺利开展实施。 

学习组织形式 

首先由教师在课堂上结合工程案例，讲授误差的基本知识，然后组织学生根据规范要求到实训场地现

场进行水准路线的测量、角度测量等测量工作，然后进行精度计算和分析， 后由教师对测量的精度进行

现场点评。 

考核标准 

学生成绩由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考核三大部分组成，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各占

总成绩的 30%、50%和 20%。 

1.理论知识 

教师依据学期期末教考分离试卷进行评价。 

2.实践技能 

通过对测量成果精度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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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作态度 

由教师或企业技术人员依据作业、听课情况、课堂发言、学习纪律、上课出勤、实际工作水平、职业

道德等进行评价。 

学习情境 6 图根控制测量 学习时间 24 

教学方法 课堂授课、现场教学、案例教学、项目导向教学、第二课堂 

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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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面控制测量； 

2.三角高程测量 

学习目标 

1.理解控制测量的基本概念 

 2.会图根导线的外业工作； 

3.能进行导线的成果计算及精度评定； 

4.会三角高程的外业工作； 

5.能进行三角高程的成果计算及精度评定； 

学习内容 

1.直线定向； 

2.坐标正反算； 

3.导线的选点、布网； 

4.导线坐标计算； 

5.高程控制网的布设； 

6.三角高程的外业观测和内业计算。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给定测量项目，测量员能够进行平面、高程控制网的设计和内业计算，并进行精度评定；测量员应能

够保证进度、精度、资金控制，并积极协调各方，使项目顺利开展实施。 

学习组织形式 

1.课堂授课，教师在课堂上讲授平面控制测量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案例教学，针对具体的平面控制测

量讲解如何进行计算。 

首先由教师在课堂上结合工程案例，讲授控制测量的基本知识，然后组织学生根据规范要求到实训场

地现场进行导线测量和三角高程测量，并进行精度计算和分析， 后由教师对测量工作进行现场点评。 

考核标准 

学生成绩由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考核三大部分组成，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各占

总成绩的 30%、50%和 20%。 

1.理论知识 

教师依据学期期末教考分离试卷进行评价。 

2.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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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作态度 

由教师或企业技术人员依据作业、听课情况、课堂发言、学习纪律、上课出勤、实际工作水平、职业

道德等进行评价。 

学习情境 7 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 学习时间 14 

教学方法 课堂授课、现场教学、项目导向教学法 

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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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碎部点的测定方法 

2.大比例尺地形测绘的常规方法 

3.地形图测量 

4.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学习目标 

1.能用经纬仪进行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 

2.了解数字化测图的方法； 

3.会进行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学习内容 

1.绘制坐标方格网及测图步骤； 

2.地物测绘； 

3.等高线的绘制 

4.地形图的拼接检查与整饰； 

5.数字测图的基本原理及一般的作业方法； 

6.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给定测量规范，测量员能够进行地形测量，在实施过程中，测量员应能够保证进度、精度、资金控制，

并积极协调各方，使项目顺利开展实施。 

学习组织形式 

教师在课堂上讲授大比例尺地形图绘制的基本知识，组织学生分组，结合校区地形图到现场部分区域

用经纬仪法进行测绘。 

考核标准 

学生成绩由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考核三大部分组成，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各占

总成绩的 30%、50%和 20%。 

1.理论知识 

教师依据学期期末教考分离试卷进行评价。 

2.实践技能 

通过对地形测量成果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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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作态度 

由教师或企业技术人员依据作业、听课情况、课堂发言、学习纪律、上课出勤、实际工作水平、职业

道德等进行评价。 

学习情境 8 地形图的应用 学习时间 6 

教学方法 课堂授课、现场教学、项目导向教学法 

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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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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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学基础》主教材及辅助教程《测量学实训教程》，王金玲

主编，该教材浅显易懂，和实际生产联系紧密，实用性强。 

1．课程考核建议 

本学习领域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并制定具体的成绩评定办法，在设置考核方式时，实践与

理论相结合，有以考核专业能力为主的实训工作任务考核，有以测试认知水平的知识考核。理论知识

考核采取教考分离的考核方式，占总考核成绩的 50%。知识应用考核占总考核成绩的 50%。 

1.地形图基本的基本知识； 

2.地形图在工程建设当中的应用； 

3.地形图在国家管理方面的应用。 

学习目标 

1.能够利用地形图确定地面点的坐标，两点之间的距离以及方位角； 

2.能够利用地形图确定地面点高程及直线的坡度； 

3.能利用地形图确定图形面积和水库库容； 

4.能根据地形图进行选线。 

5.能根据地形图进行场地平整 

学习内容 

1.确定地面点的坐标及高程； 

2.确定地面两点之间的距离及方位角； 

3.确定地面两点之间的坡度 

4.根据设计坡度选择 佳路线。 

5.方格网法水平场地的平整方法。 

企业工作情境描述 

给定测量规范和地形图，测量员能够在图上确定点的坐标、高程，直线方位角、距离和坡度，能够在

图上进行选线、绘制断面图、进行场地平整，在实施过程中，测量员应能够保证进度、精度、资金控制，

并积极协调各方，使项目顺利开展实施。 

学习组织形式 

1.课堂授课，教师在课堂上讲授地形图应用的基本知识，组织学生分组，结合校区地形图到现场进行

地形图的各项应用。 

考核标准 

学生成绩由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考核三大部分组成，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工作态度各占

总成绩的 30%、50%和 20%。 

1.理论知识 

教师依据学期期末教考分离试卷进行评价。 

2.实践技能 

通过对地形图应用成果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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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作态度 

由教师或企业技术人员依据作业、听课情况、课堂发言、学习纪律、上课出勤、实际工作水平、职业

道德等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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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资配备建议 

本课程有专业负责人王金玲主讲，企业兼职教师指导实训。该课程 2009 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

程。课程的全部资料以上网。 

3．条件配备建议 

我校现有水准仪、经纬仪和全站仪在数量上能够满足《地形测量》课程的实践环节 

六、说明 

本课程标准适用工程测量技术专业。 

本课程标准开发人员： 

  王金玲，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程正逢，中南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徐卫卓，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测量教研室教师 

  周  勇，长江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