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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认真、如实填写，书写要清晰、工整。申请者签章处，不得用打印字和印刷体代替。 

二、本报表请用 A4 纸打印并于左侧装订。 

三、每个课题限报负责人一名。课题负责人系指真正承担课题研究和负责课题组织、指导的研究者。

主要参加者，必须真正参加本课题研究工作。 

四、填表注意事项 

课题名称  应准确、简明反映研究内容，最多不超过 20个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课题类别  请选项填写，限报 1项。例如：A│重点课题。  

A.重点课题；B.一般课题。 

研究类型  请选项填写，限报 1项。例如： C│综合研究。 

    A.基础研究；B.应用研究；C.综合研究；D.其他研究。 

最后学历与学位  按最后获得的学历与学位填写。  

所在部门 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全称填写。联系电话须填写课题负责人电话号码。 

预期成果  指课题的最终成果，限选报 3项，其中必须含研究总报告。例如： A│专著。 

A.专著  B.译著  C.研究论文  D.研究总报告  E.工具书  F.电脑软件  G. 其他 

五、《申请书》须经课题负责人所在部门领导审核，签署明确意见，承担信誉保证、条件支持和管

理职责并加盖公章后方可上报。 

六、填写中如栏目篇幅不够，可自行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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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表 
 

课题名称 

测 绘 学 基 础 课 程 建 设 探 索 与 实 践       

                    

关键词 课 程 建 设  模 块 化 课 程 体 系  网 络 课 程 平 台  

课题类别 A 重点课题 研究类型 C 综合研究 

负责人姓名   王兴会 性别  男 
民

族 
  汉 出生日期 1971 年 10 月 25 日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工程测量 

最后学历 本科 最后学位 学士 
 最终学位 

授予学校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所在单位 建筑工程学院 电子信箱  wxh_711025@qq.com 

联系电话 （单位） 62770020                         （手机）     18940965136                             

主 

 

要 

 

参 

 

加 

 

者 

姓 名 年 龄 专业职务 所在单位 学位 项目中的分工 签 字 

马明舟 31 讲师 建工学院 硕士 教学研究分析  

王松妍 27 助教 建工学院 硕士 调研、资料整理  

文晔 28 助教 建工学院 硕士 调研、资料整理  

徐锋 41 副教授 建工学院 硕士 
成果分析、资料编

写 
 

       

       

       

       

       

       

预期最终成果 C 研究论文     D 研究总报告 
E 

G 

工具书 

其他 

预计完成时间 2015年 6月  至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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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近 3 年取得的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 

成  果  名  称 作者 成果形式 发表刊物或出版单位 发表时间 

建筑工程中测绘质量控制分

析 
王兴会 论文 建筑知识 14 年 

高层建筑物变形监测的方法

分析 
王兴会 论文 地球 15 年 

辽宁新生代地壳演化研究 马明舟 论文 价值工程 15 年 

辽宁省阜蒙县南部地区土地利用

现状分析 
马明舟 论文 地质与资源 14 年 

基于 GIS 的乡镇土地利用变化分

析研究 
马明舟 论文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14 年 

应用型本科测绘工程专业实

践基地建设研究 
马明舟 论文 

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

2014 年学术年会暨第五

届中青年学者论坛论文

集 

14 年 

葫芦岛市 DEM 的建立与应用 王松妍 论文 测绘科学 11 年 

《GNSS 定位原理与应用》课程

教学改革探索 

 文晔、

王松妍 
论文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15 年 

粒子群-BP 神经网络模型在坝变

形监测中的应用 
徐锋 论文 测绘科学 11 年 

GPS 定位技术与应用 徐锋 教材 科学出版社 10 年 

测量实践在工程造价专业基础课

的应用研究 
徐锋 论文 辽宁测绘 10 年 

基于找矿的遥感信息提取及分析  徐锋 论文 城市建筑 13 年 

     

     

三、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承担的其他研究课题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批准时间 批准单位 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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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题设计论证 

本课题的界定、省内外研究状况述评、选题意义和研究价值；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假

设和创新之处；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实施步骤。（限 3000字以内，可加页） 

本课题的界定、省内外研究状况述评、选题意义和研究价值 

1.课题界定 

测绘学基础课程泛指测绘工程专业及非测绘工程专业培养学生掌握测绘基本知识、基

本技术方法的测绘学科公共基础课程。 

课程建设的目的在于梳理课程知识体系结构、规范和完善课程教学文件、提高教师教

学水平、丰富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模式，从而构建一个科学有效的课程体系。 

2.省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近年来，随着测绘技术不断地朝着电子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测绘学基础课程的改

革也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在求变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测绘学基础课程不仅仅是测绘工程专

业的基础性主干专业课程，同时也是许多相关专业掌握和学习测绘科学与技术的专业基础

性公共课程。如何做到在同一门课程下，满足不同专业的能力需求，是摆在测绘教育工作

者面前的一道难题。目前，国内许多高校的做法是将测绘专业与非测绘专业的测绘学基础

课程分别设置，由不同的教学团队分别授课，采取两套相互独立的课程体系，这种做法需

要具备相当的测绘师资力量，如武汉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等老牌测绘院校。我院测绘

专业成立时间短、师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完全独立的课程体系对师资力量提出了巨大考

验。而有极少部分的高校，采取“一刀切、一致化”的方式，测绘与非测绘专业采取相同

的课程体系。这种做法无法满足不同专业的能力需求，容易产生厚此薄彼的现象。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我院师资力量现状，提出了在测绘学基础课程建设过程

中以模块化思想和网络共享课程信息平台来解决摆在面前的问题。 

3.选题意义 

（1）促使测绘学基础课程体系的良性发展，从而可以满足不同专业能力需求； 

（2）促进测绘学基础课程知识结构的梳理与组合，在教学文件、教材讲义、实践教

学等方面做出改革，从而有利于在不同专业授课过程中的灵活调整； 

（3）促进多专业网络共享课程信息平台建设，从而有利于“被动式”和“专制式”

的教学形式向“主动式”和“民主式”的教学形式转变，提高学生对测绘技术的学习兴趣，

增强学生与教师间的互动。 

4.研究价值 

第一，有利于测绘学基础课程向精品示范课程方向建设； 

第二，有利于提高不同专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 

第三，有利于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第四，有利于合理配置师资、仪器设备等教学资源； 

第五，有利于总结经验，为其他相近学科的公共基础性课程的建设提供借鉴经验。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假设和创新之处 

1.研究目标 

探索和实践以“模块化思想”和“网络共享课程信息平台”为核心内容的测绘学基础

课程建设模式。 

模块化思想是在模块化思维方法基础上，将教学的知识分解成单个独立的节点，再将

节点按其在知识体系内的职能组合成相对独立的单元，根据不同专业技术领域的能力需

要，将相关单元组合成教学模块，通过增删单元和调整组合方式，实现教学内容的更新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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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共享课程信息平台，该平台不仅是教学形式的有效组成，也是整个课程体系的信

息载体与核心，将课程架构、理论知识、技术方法、文献规范、习题思考、开放性实训管

理紧密结合在一起，更是学生与教师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 

2、研究内容 

（1）梳理课程知识体系结构，按照模块化思想，对知识内容进行节点化、单元化处

理，然后根据不同专业的要求，搭建知识模块，组合构建适应不同专业需求的教学内容、

实践内容和考核方法； 

（2）在明确课程内容的基础上，重新编制教学文件，如教学大纲、教案、讲稿，制

作课件； 

（3）编写教材讲义、实验指导书、报告册、习题库，录制教学视频； 

（4）对非测绘专业的实践教学进行数字化测图技术的改革； 

（5）数字测绘仪器硬件设备的软件化研究和开发； 

（6）构建多专业网络共享课程信息平台 

3、研究假设 

本课题的研究假设是：目前，测绘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形式不能满足不同专业的能力需

求，造成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较弱，动手能力差。针对这样的情况，通过测绘学基础课程

的教学改革，改变学生学习意识，提高学习兴趣，培养实践工作中的分析和创造力，提高

工程人才的测绘专业基础素质。 

4、创新之处 

（1）通过实验教学的模块化改革，实现同一实验满足不同层次生源和不同专业方向

的要求，使不同专业学生都能从测绘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和实践中汲取和掌握与自身发展相

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 

（2）建设“测绘学基础多专业网络共享课程信息平台”，可以集成多源的优秀教学

资源，实现教学和管理的网络化，降低授课教师的工作负荷，使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参

与互动式教学。 

（3）测绘仪器的硬件设备软件化，解决硬件资源紧张的问题，满足学生利用课余学

习先进测绘仪器的愿望。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实施步骤。 

1.研究思路 

（1）组织课题小组成员对目前课程建设的现状做全面的分析和讨论，发现问题； 

（2）通过访学、调研、谈话、查阅文献等多种形式寻求应对策略； 

（3）结合自身的特点，制定课程建设的方案，并以教学实践进行检验。 

2.研究方法 

（1）文献法：参阅国内外关于测绘学课程建设、模块化教学改革、虚拟硬件技术、

网络课程信息平台相关的科技和教育文献资料，借鉴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 

（2）调查法：调查的对象包括：本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国内测绘院校

中从事测绘学基础课程教学的优秀教师；历届从事测量工作的毕业生；在校不同专业、不

同年级的学生。调查结果形成调研报告，总结规律，得出结论。 

（3）案例研究法：在国内外检索示范性课程，分析成功规律，总结和积累经验。 

（4）经验总结法：通过教学实践活动，总结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并提出相应

对策。 

3.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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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步骤 

（1）2015 年 6 月-2015 年 9 月，准备阶段： 

现状评价、查阅文献、走访调研、对象调查，最后总结问题和经验，设计方案研究；

搜集有关研究资料。 

（2）2015 年 9 月-2016 年 5 月，实施阶段： 

第一阶段对知识结构的梳理和知识模块组合，搭建课程的网络平台基础； 

第二阶段，编制教学文件，编写讲义、实验指导书、报告册、课件，录制和整理教学

视频，并将课程资源上传至网络平台，搭建教学互动平台与仪器软件模拟器的研发； 

第三阶段课程教学工作中实施模块化教学，鼓励学生参与使用和维护网络共享课程信

息平台，检测实施和运行的效果，总结问题，给出对策。 

（3）2015 年 6 月，结题阶段： 

整理和分析研究资料；撰写结题报告；申请结题。 

 

 

 

 

 

 

 

 

 

 

 

 

 

编制教学文件 
课程资源的网络化 

构建教学互动平台 

研发硬件设备软件模拟器 

编制讲义、指导书、报告册、课件、教学视频 

在教学中进行实践和调整 课程平台测试与运行 

模块化的知识结构重组 搭建课程网络平台基础 

总结实践经验编制研究报告 

自查、调研、走访、谈话、查阅文献，总结问题与实施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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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主要参考文献（相关研究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限填 10 项）；课题负责人及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如职务、

专业、年龄等）；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如研究资料、研究时间、研究经费、研究技术设备、所在单

位所提供的条件等）。（限 1500字内，可加页） 

 

1.主要参考文献 

（1）《测绘学基础》课程内容体系结构的研究，马振力，矿山测量 2005.03 

（2）《测绘学基础》教学改革软件的开发与应用，刘艳、武广臣，辽宁科技学院学

报 2010.03 

（3）关于“测量学”教材建设的几点思考意见，过家春，测绘与地理空间信息 2014.01 

（4）模块化教学模式下的教学案例分析，钱诗，华中师范大学 2014.04 

（5）《计算机基础》课程模块化教学的研究与应用，范婷婷，渤海大学 2014.06 

（6）非测绘类专业测量学教学内容模块化架构的搭建，简兴等，学园 2014.04 

（7）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信息平台构建研究，万荣泽，广西教育 2013.04 

（8）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信息平台建设研究，刘艳莉等，现代远距离教育 2011.04 

2.课题负责人及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 

（1）王兴会   高级工程师   测绘工程专业  44 岁  课题负责人 

海拉尔农垦规划外勘及测量 

牙克石污水排放工程外业测量 

满洲里合作区道路勘测 

北部林区防火公路选线测量 

阿柴旅游路勘测 

满洲里东兴工业基地道路勘察设计 

牙克石凤凰山中国亚太汽车测试中心道路勘察测量 

牙克石日伪工事测绘 

根白旅游路勘测 

加漠公路勘测 

宝日希勒煤矿 Cors 系统建设 

宝清煤矿土方测量 

（2）马明舟  讲师/测绘工程教研室主任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31 岁  教学

研究 

阜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数字测图工程 

阜新市海州露天矿数字测图验收系统工程 

大连市公安局十二运比赛场地安保警力分布规划研究项目 

大连湾原油码头一号输油栈桥改造测量工程 

大连市开发区某地块大比例尺数字测图工程  

（3）王松妍   硕士   摄影测量学与遥感  27 岁  资料整理，软件开发 

参与基于云理论的影像应用研究项目  

参与数字阜新基础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 

（4）文晔   硕士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28 岁  资料整理，平台建设 

铁法矿区地裂缝探测及治理研究 

（5）徐锋   副教授/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  测绘工程专业  41 岁  教学文件整理 

主持大连出口加工区 B 区 1.9 平方公里的 1：500 数字化地形测量的组织、测绘、内

业处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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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大连开发区东区新开路截洪沟周边 6 平方公里的 1：2000 数字化地形测量及纵

横断面测量的组织、测绘、内业处理等工作。 

负责瓦房店市李官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土地确权地籍测量； 

负责地铁二号线大连北站标段的控制测量和横断面竣工测量工程。 

参加“十一五”国家级课题《独立学院工程造价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与实践研

究》的前期调研和教学实践工作等。 

参与“基于 CORS 系统下大规模填海场地高层建筑变形监测技术研究”的工作，获得

辽宁省测绘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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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阶段及预期研究成果 

主 要 阶 段 性 成 果 （限 报 10 项）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15.06-2015.09 
模块化思想在测绘学基础课程建设中

的作用思考 
论文 马明舟 

2 2015.06-2015-09 测绘学基础课程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 王兴会 

3 2015.09-2015.10 
测绘学基础课程网络信息平台的建设

研究 
论文 马明舟 

4 2015.10-2015.05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测绘学基础课

程网站 
网站 文晔 

5 2015.10-2016.05 测量仪器模拟器系统 应用软件 王松妍 

6 2015.09-2016.03 
新编测绘学基础课程大纲、教案、讲稿、

日历 
教学文件 王兴会 

7 2015.09-2016.05 《测绘学基础》 讲义 讲义 马明舟、徐锋 

8 2015.09-2015.10 测绘学基础实验指导书 讲义 王兴会 

9 2015.12-2016.01 测绘学基础实习指导书 讲义 徐锋 

10 2016.04-2016.06 测绘学基础课程建设研究报告 报告 王兴会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限报 3 项，其中必含课题研究总报告 ）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 责 人 

1 2016.5 测绘学基础课程建设研究报告 报告 王兴会 

2 2016.3 测绘学基础课程建设研究论文集 论文 马明舟 

3 2015.12 测绘学基础自编教材集 讲义 徐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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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 

本单位保证课题负责人之《课题立项申请•评审书》所填写内容完全属实；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职

业素质与业务能力适合于主持或参与本课题研究；本单位能够提供完成课题研究所必需的时间、经费

等条件；本单位同意承担课题的管理职责和信誉保证。 

 

测绘工程专业从创办之初，一直致力于专业建设，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打造

优秀课程资源，突破传统，走特色发展之路，并为此做了大量教学改革，有良好的基础。 

项目组成员具有丰富的课程教学经验，近年来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10 余篇，相信各个

成员都能够胜任项目中的分工。项目负责人王兴会高级工程师从事测绘学基础课程教学

多年，承担多种专业此课程的教学工作。马明舟、文晔、王松妍老师均承担过测绘学基

础理论、实验、实践的教学工作，具备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且分院副院长徐锋副教授

在研究内容上做整体把握。 

项目所填写内容经学院认真审核，情况属实，学院将提供充足的时间、可能的条件

帮助课题组按时完成课题。 

同意推荐！ 

 

 

 

 

 

 

 

 

 

 

 

 

 

 

 

 

 

 

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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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术委员会评审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人数  实到人数  表决结果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评 

 

审 

 

组 

 

评 

 

审 

 

意 

 

见 

 

 

 

 

 

 

 

 

 

 

 

 

评审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评 

 

审 

 

未 

 

通 

 

过 

 

原 

 

因 

1．选题不当； 

2．课题论证不充分； 

3．负责人的素质或水平不宜承担此课题； 

4．课题组织力量不强或分工不当； 

5．资料准备不够； 

6．最终成果不明确； 

7．不具备完成本课题所需的其它基本条件； 

8．经过比较，本课题有更合适的承担人； 

9．其他原因（加以说明）。 

（请在上述原因的序数上打√方式说明未通过原因） 

 

 

 

 

 

评审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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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院审批意见 

依据《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教育教学研究基金课题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根据评审专家组的

意见，同意其为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教育教学研究基金重点（一般）立项课题。 

 

 

 

 

 

 

 

 

 

 

 

   公章 

 

                                       院长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