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研究的最终目标 

1 完善实训室结构组成，强化综合服务能力 

1.1 新增尖端仪器设备，完善实训室结构组成 

自 2017 年以来学院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组建摄影测

量创客实训室及工作室，并紧跟行业发展对实训室结构进行

及时调整。尤其在 VR 技术研究及实践过程中加入了诸多尖

端仪器设备，具体如下：大疆精灵 4 无人机 10 台，大疆御

无人机 1 台，大疆悟无人机 2 台，大疆经纬 M600 无人机 1

台，大疆组装无人机 10 台，凌渡组装无人机 10 台，德国

MD4-1000四旋翼无人机 1 台，飞马 F2000 固定翼无人机 3 台

等无人机航测硬件设备，法如 F300 三维激光扫描仪 1 台、

思拓力三维激光扫描仪 1 台、背包式三维激光扫描仪 1 台、

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 1 台、全景摄像机 1台。还建成数字

测图数据处理实训中心，设备有：测绘工作站 11 台，图形

工作站计算机 58 台，并购置相关内业数据处理软件有：航

天远景 MapMatrix 多源地理数据综合处理系统、全数字化摄

影测量系统 VITTUOZO3.7.5、讯图天工摄影测量软件、实景

三维影像测图软件、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实景三维建

模软件 Smart3D、超大规模点云实时转换与管理软件、实景

三维影像测图软件、实景三维设施项目可视化软件、实景三

维影像修模处理软件等。 

新建实训室满足了学院专业方向更新及专业人数增多



的需求。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测绘行业的转型升级，传

统的测量仪器及实验室条件已经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测量

方式方法，新的实训室建设很好的补充了新专业情况下实训

设备不足的现象，实训室仪器设备的增加也满足了学校测量

行业规模不断扩大的需求，为 VR 技术的应用和服务提供了

基础保障。 

1.2 服务社会实践项目，提升实训室服务能力 

实训室的建设是校企合作的良好基础。学校根据企业需

求提供贴合企业生产实际的实训项目，为企业的发展储备了

大量的人力资源。企业结合学校优势，将企业的生产项目与

学校实训室和学生实训相结合，学校发挥实训室优势实现项

目建设、充分提高仪器的使用率。结合实训室特点建立校办

企业是校企合作的一个发展方向，任何能力的提升都需要与

实际的工作过程相结合。实训室建设为学院向社会开展行业

科普活动提供动力。测量实训室就是一个测量行业小型科普

基地，是学校向外界展示的一个窗户，是向社会人士普及测

量知识的很好的场所及媒介。 

2 加强师资团队建设，提高教师专业能力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27 人，企业兼职教师 22人。在职称

结构方面，有教授 2 人，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2 人、讲师 8

人。设有专业带头人 2人，骨干教师 6人，具有国家注册测

绘师执业资格 2人，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资格 6 人。 



2.1 开展教师专业培训，拓宽专业领域 

学院根据专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系列师资培训，丰

富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的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能力。2017年

派遣 8人接受多旋翼无人机飞行操作技能培训，2019 年 3人

参加数字摄影测量技术培训，2019 年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职业

技能考评员培训，共有 10人获得超视距无人机驾驶员证，3

人取得数字摄影测量员资格证，6 人取得国家自然资源部测

绘地理信息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资格。邀请行业内专家、

技术能手到学院进行技术培训 20 余次，开展专业技术报告

会 8 场，共计 150 余人次。 

2.2 引进行业专业人才，强化团队实力 

有针对性地分析自身师资队伍能力结构，按照“补强短

板”的原则引进了急需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重点加强学校

特色专业和新办专业的师资力量，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师资

队伍结构。加强返聘、外聘教师工作，返聘教学效果好的退

休教师，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外聘教师群，加大从行业、企业

弹性聘请专业技术人才的力度，进一步落实与合作高校优质

师资队伍共享共建。特别是从 2018-2019连续两年学院从甘

肃省地图院引进了 2 名高学历实践型技能人才，提升了整体

师资力量，强化了师资队伍的核心竞争能力。 

2.3 开展校企合作，提升实践能力 

学校邀请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项目，



在企业专家的指导下，专任教师组成项目团队，以完成项目

的方式，先做先练，提高能力。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一方

面对于开展测绘产业现代化方向现代学徒制所需的教师能

力进行全面梳理，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每一名教师能力

（含教学团队）在测绘产业化方面存在的不足，并通过项目

推进“缺什么学什么”等方式，大大提高了教师的专业实践

能力，每年投入 50 万元用于培养“双师型”教师,实施“百

名教师挂职计划”，用 2 年时间选派 4-5 名教师到政府、企

事业单位挂职锻炼。实施“青年教师成长计划”，严格执行

助教制度、岗前培训制度、专业培训制度和青年教师导师制

度，开展“一帮一”、“以老带新”和“传帮带”活动，加强

教师基本功训练和岗位职责、学术道德、教师风范等方面的

教育。 

3 推动校企协同育人，建立符合行业发展的课程体系 

3.1 骨干企业引领，制定满足岗位需求的专业标准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从产业、行业、企业、职业调查

入手，根据毕业生的服务对象、就业行业、及岗位 ( 群) ，

通过专业调研和邀请企业专家、技术能手参与等方式，共同

确定专业的工作岗位、业务范围和工作领域，以及毕业后所

从事的工作任务和应具备的职业能力。通过骨干企业引领、

校企协同实施，调研分析制定了测绘与地理信息技术专业的

教学目标，为专业课程体系的建立完善提供指导。 



3.2 紧跟行业发展，完善符合专业特点的课程体系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教学紧跟行业发展，在原有课程

体系基础上新开设了《无人机应用技术》、《数字摄影测量技

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等课程，

新课程的加入完善了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核心技能课程

和职业技术拓展课程的建设。 

3.3 依照工学结合，提升专业毕业生的综合素质 

课程体系的建设以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素质能力养成

为依托，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基本点，以适合行业应用

于发展为出发点，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建立现代学徒制教学

模式，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4 积极参与教科项目建设，提高师生的创新能力 

4.1 依托教科项目，提升科研团队的创新能力 

加强科研团队建设，鼓励教师积极开展应用性科学研究、

教学研究和产学研合作，以科研促进教学。通过项目的实施，

培养教师的创新思维和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团队近年来共

主持省级教改课题 5 项，校级科研课题 20余项，校级教改

课题 20余项，发表教科研论文 40余篇，主编教材 5 部。《矿

山测量》、《数字测图技术》、《GPS 测量定位技术》、《GNSS测

量技术》、《测绘 CAD》等课程被遴选为院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矿山测量》课程被评选为省级精品课程，学校多名教师获

得“学院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学校拥有 1个省级教学团



队、2名甘肃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后备人选、3名省级教学

名师、5名省级教坛新秀，获“省级教学成果奖”8 项。选

派了 27名教师赴国内外访学进修、100余人次到企事业单位

挂职锻炼。 

4.2 注重以赛促教，增强教学团队的专业素质 

自 2016年以来，学院派出 10 余批次学生参加全国技能

大赛 8次、省级技能大赛 3次，分别获得了国家一等奖 1个、

国家三等奖 5个、省级二等奖 1个。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各类

学科竞赛，获得全国教师说课竞赛一等奖 1个，省级奖励二

等奖 1个，校级奖励若干，全省高职院校教师技能大赛团体

一等奖 1 个。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挑战杯，获得省级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5 项。在 2019 年甘肃省首届高职院校青年教师

技能大赛中，学校选派的 4名教师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 

 5 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加强团队技术服务能力 

以 VR 技术为依托，学院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实践活动，

在文物古建保护、地质灾害预警、数字矿山建设、数字校园

建设等领域取得了良好成效，获得社会及行业的认可，极大

的提高了学院社会影响力，其中部分项目获得了政府部门的

支持，促进了政教融合，学院技术服务能力有了长足进步，

专业技术水平得以大力提升。2017 年为渭源县霸陵桥建立了

三维仿真系统，2016 年为窑街煤矿建立了地质灾害预警防护

系统、2018 年学院仿真矿井建立了数字矿山模型，2019 年



为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数字校园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