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训室建设调研报告 

1.实训室基本条件 

我院工程测量技术专业为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重点专业、全国水利高等职业

教育示范专业，目前拥有工程测量技术省级高等职业院校示范实训基地 1个，校

内实训基地 4 个，实验实训场所面积 10 多万平方米，拥有仪器设备总价值 800

余万元，拥有校外实训基地 12 个,实验实训开出率到 98%。专业配套实训条件齐

全，培养的学生多次在全国、省部级测绘技能大赛中获得佳绩，为工程测量技术

实训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实训室建设过程中，我们坚持国家高职高专教育的要求，分析高职高专层

次的工程测量技术专业人才的就业特点，广泛进行行业人才市场需求情况调查，

并听取了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意见。紧紧依托测绘行业优势和特点，以就业为导向，

坚持产、学、研合作发展之路，办出专业特色和专业水平，培养从事各种工程测

量生产、管理和服务第一线工作的应用型测量技术人才。 

2.行业（企业）调研 

2015 年，我院水利工程系成立了由教学副院长、教务处长、系主任、专业负

责人和骨干教师组成的“工程测量技术专业调研小组”，启动了工程测量技术专

业的调研工作，确立了调研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即 “调研行业（企业）——调

研对象——调研内容—调研方式—调研成果”的调研思路，采用座谈调研、现场

调研、院校调研的调研方法。为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1）深入企业、行业调研。调研小组深入企业、测绘行业召开由单位工程测

量技术负责人、现场测量技术员为主要成员的调研会议。 

调研小组深入行业企业，召开座谈会 6 次。分别到湖北大禹水利水电建设有

限公司、武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武汉勘测设计研究院、长江勘测规划设

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湖北省汉江河道管理局进行调研走

访，就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企业人才需求、职业岗位、岗位技能要求等进行调

研与探讨。 

（2）深入施工现场调研。调研目前在各项工程建设中工程测量的仪器设备、

方法手段，技术要求等。 



以分散形式，委派专业教师深入施工现场调研 10 次。到武汉市市政建设工地，

道桥建设工地，武汉市大桥局、中建三局建设工地等施工现场调研，与测量技术

人员现场交流工程项目概况、所需仪器设备情况，技术方法等。探讨实习实训条

件建设等问题。 

（3）其他院校调研。调研小组到国家和省示范院校调研取经，学习他们先进

的职教理念，到同类院校同专业中调研，了解他们的专业办学现状，取长补短。 

调研小组分别到黄河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利职业学

院、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参观考察，学习他

们在专业教学改革、课程建设，特别是实训基地和实训室项目开设方面的先进经

验，深入教学系部、参观实习实训室及相关行政部门开展对口交流活动。 

3.实训教学存在的不足 

（1）实训条件不够完善。实训条件是影响高职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加强实

训条件的完善是提高学生专门技能应用能力培养的基础。 

（2）实训教师整体素质不高，缺乏实践经验。高职高专院校的大部分教师没

有企业工作经验，缺乏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难以完成相应的实训教学及指导工

作。 

（3）实训教学过程中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践教学内容与岗位能力标准

紧密相关，实训过程行业、企业发挥重要的作用，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被广泛应

用。 

（4）实训基地能够真正做到生产性实习的并不多见。 

4.实训室建设目标 

（1）与行业企业合作完善校内实训基地功能，完善工程测量实训室、GNSS

测量技术实训室、数字成图实训室、控制测量实训室等校内 4个实训基地； 

（2）投入 70 万元购置实训室设备并安装投入使用，开展教师设备使用技能

培训； 

（3）完善原有的校外实训基地，新建校外实训基地达到 8个以上，签订校外

实训基地协议，使校外实训基地每年接收实习学生数量不低于 2 个教学班， 70

名学生，完成 13-15 级学生的毕业顶岗实习工作，形成规范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5.实训室建设规划 



依托职教集团，与行业企业合作建设集“教学、培训、生产服务、技术研究、

职业技能鉴定”、“五位一体”的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建立“厂中校”的稳定的校

外实训基地，完善校外实习基地功能；通过与企业合作，制定校内、外实训基地

管理规章制度，形成稳定规范的长效机制的校外实训基地。 

（1）对已有实验实训室进行规模扩充，结合国内外工程测量的先进技术以及

发展趋势，扩大实训基地规模、添置实训设备、引进实训新技术、增加实训内容，

保证实训基地的教学、科研水平紧跟工程测量技术的发展；组织专业教师进行专

业知识培训和更新，提高专业教师整体专业水平和素质。 

（2）努力建成以仿真或模拟生产、实训功能为主的实训基地，将本专业实验

实训基地按职业岗位要求的标准建设成为系统性强、仿真（全真）度高、环境真

实、能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满足区域服务要求的实验实训基地，

为本校的水利水电、土木工程类专业的学生提供优良的技能培养。如地形测量、

控制测量、工程测量、数字测图等实训环节的开设，为我校各专业的教学实践环

节打下坚实的基础。 

（3）增加开放性、生产性功能。可作为素质教育的基地，为学生专业社团协

会组织（如工程测量协会）提供服务；可以面向社会服务开展水利水电、土木工

程类就业前培训、再就业培训、在职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努力建设成为开放性的实训基地，成为一个素质教育的培训基地，为学生专业社

团协会（如工程 CAD 协会、工程测量协会等）提供服务。 

（4）引进工程环境，引进行业标准，引进企业考核办法，贴近职业，贴近企

业，贴近就业，在本地区乃至全省职业技术学院中起示范骨干作用，使学校的毕

业生与用人单位实现零距离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