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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描述

模块名称 高程测量

课程名称 《工程测量基础》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授课对象
铁道工程技术专业

一年级学生
授课学时 16 学时

授课形式 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践混合式教学

课程定位

《工程测量基础》是高职交通土建类专业必修课，其后续课程分别如下：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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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内容

参赛单元：项目一的全部内容

参赛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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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元详细设计
教案一：一个测站的观测、记录及计算

授课内容 一个测站的观测、记录及计算

课程名称 《工程测量基础》 单元名称 高程测量

授课对象
铁道工程技术专业

一年级的学生
授课学时 2 学时

授课地点 智慧多媒体教室 授课形式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主题一：两点间的高差测量（内容1.水准仪的认识;内容2.一个测站的观测、记录与计算）

内容分析

1.知识基础：通过课前在线学习，能掌握高程的概念以及高差的含义，对测量的基本原则

有了一定的了解。课前测试结果如下：

学情分析

2.认知能力：对水准仪的构造有一定了解，但不全面，缺乏实践操作，对于如何使用水准

仪尚未形成清晰的认知。

3.学习特点：偏好视频资源的线上学习方式，能够借助资源平台完成课前学习任务，乐于

实践操作式的学习方式，但缺乏自主意识，需要教师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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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水准仪的基本构造及使用；

2.掌握平地两点间高差的测量方法。

能力目标：

1.能熟练地操作水准仪；

2.能正确地测出平地两点间的高差。

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谦虚好学、知行合一的学习精神；

2.培养遵章守纪的工作态度和团队协作能力。

教学重点 水准仪的使用 解决方案

1.操作视频：在线观看水准仪的操作视频

2.教师示范：老师在课堂现场演示使用方法

3.小组讨论：小组讨论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4.虚拟操作：学生利用虚拟仿真软练习

5.实践操作：学生亲自动手使用水准仪

教学难点 两点间的高差测量 解决方案

1.课前：利用在线精品课程观看学习视频

2.课中：

教师讲解测量的方法，仪器的调平——读数

顺序——数据的记录计算——成果的检核；

学生轮流实践，完成两点间的高差测量。教

师逐一检查并讲评学生的观测成果。

3.课后：老师利用在线平台检查并评价课后完成的学

生的成果。

教学策略

教学方法 启发式教学法、体验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演示式教学法

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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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框架图

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导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信息化手段

课前导学

通过学习通发布教学任务：

1.搜集不少于3类水准仪的图

片；

2.完成视频观看的任务点

①《珠峰高程测量》

②《水准仪的构造》

③《水准仪的使用》

3.完成本次课内容的在线测

验；

4.统计并分析学生的学习情

况。

领取学习通任务：

1.搜集不少于3类水准仪的图

片及相关信息；

2.完成视频观看的任务点

①《珠峰高程测量》

②《水准仪的构造》

③《水准仪的使用》

3.完成相关知识在线测验

①水准测量的原理

②水准仪的构造

③水准仪的操作

④平坦地面两点间的高差测量

4.通过虚拟软件，模拟水准仪

的操作及两点间的高程测量。

☞ 设计意图：

1.培养学生自主、探究、

合作的学习习惯；

2.针对课前在线学习情况

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学生完成测试，大数据

统计）。

☞ 信息化手段：

1.腾讯课堂；

2.学习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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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信息化手段

观看

视频

入主题

导入主题

“珠峰高程

测量”

(5分钟)

通过学习强国播放科教片：

《珠峰高程测量》

观看视频：

《2020珠峰高程测量》

☞ 设计意图：

通过2020珠峰高程测

量的事迹，激发学生

的对科学的求知欲，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怀。

☞ 信息化手段：

多媒体

学习强国

弄清

原理

莫大意

水准测量的

原理

（10分钟）

1.提出问题：

图中A、B两点谁高？

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2.组织讨论：

如何比较地面两点的高低？

3.讲解总结：

测量高程的方法、水准测量的原

理及测量两点高差所需的仪器

1.思考问题：

跟随老师的问题思考地

面点位高低的判。

2.分组讨论：

根据以往所学和生活常

识，讨论确定地面点位

高低的方法。

3.聆听讲解：

带着问题听取老师讲解

知识点。

☞ 设计意图：

1.检验学生课前任务

完成情况；

2.教学互动深入，引

导学生思考，培养学

生语言表达能力。

☞ 信息化手段：

多媒体

互联网

知己

知彼

有底气

水准仪的

构造

（15 分钟）

1.办展览：

组织学生展示自己搜集的水准仪

图片

2.找差距：

通过学生展示水准仪图片，引导

学生查找不同仪器之间的差别。

3.播视频：

《水准仪的构造》

4.讲关键：

对比视频及学生实际使用的水准

仪，讲解两者之间的关键点及不

同点。

1.展示成果：

各组展示自己搜集到的

各类水准仪图片。

2.代表发言：

列举各类仪器间的差别

（年代、型号、产地）

3.观看视频：

边看边想边讨论。

4.聆听讲解：

正确区分不同仪器之间
的共性和不同点，掌握
仪器的基本构造，理解
各部件的名称及功能。

☞ 设计意图：

1.检验学生课前任务

完成情况；

2.培养学生民族复兴

的使命感。

3.培养学生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的学习能

力。

☞ 信息化手段：

1.多媒体

2.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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