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务 1-1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认识

课题名称 GNSS定位测量 授课时数 2

授课形式 线上线下混合、翻转课堂

参考资料

参考教材 《GNSS定位测量（第三版）》、周建郑、测绘出版社、2019-11

校本补充材料
《GNSS定位测量技能实训指导书（第二版）》、周建郑、测

绘出版社、2014-8

拓展资源
资源平台 国家级精品资源库共享课《GNSS定位测量》“爱课程”平台

行业规范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 18314-2009

课程思政

育人元素

科学素养 树立科学观（融入知识点 1）

国家力量 北斗导航国之重器（融入知识点 3）

家国情怀 大国工匠精神（融入知识点 3）

职业理想、道德 测绘职业精神（融入知识点 3）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定位、导航的发展历程、作用和应用领域

技能目标 能使用导航型、测地型接收机完成单点定位、查看卫星数量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培养学生求真务实、一丝不苟

的工匠精神

教学知识点

/技能点

知识点：GNSS概述、目前主要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技能点：接收机认识和使用

教学重难点 目前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发展现状，导航定位的发展史

学情分析

1.对于导航有一定的了解，也会使用手机进行定位。

2.学生兴趣点低，对枯燥理论的不能集中注意力，对学习不重视。

3.喜欢新颖的、有技术手段的上课方式。

课外拓展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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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因为“我在哪里”这个问题而感到

困惑，也想了许多解决的办法，但是没有一个直接、快速和

有效的解决方法为全球提供精确定位服务，直到 GNSS系统

出现。

提出困惑，引出解决

方案，过渡到本次课

内容。

知识点

1：GNSS
概述

一、GNSS系统认识

 GNSS 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的缩写。它是所有在轨工作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

总称。

 GNSS能为我们提供什么？

它可为用户提供高精度、全天时、全天候的定位、导航

和授时服务。

 GNSS包括的定位系统有哪些？

目前，GNSS包含了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 GLONASS、

欧盟的 Galileo系统和中国的北斗 BeiDou)。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和独立运行的卫星

导航系统，2020年 6月 23日，北斗三号的最后一颗卫星发

射成功，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圆满完成全球组网部署，

为全球提供空间位置和授时服务。这不仅是我国在科技领域

强调重点内容和难

点内容，引起学生重

视。

1.学生认真听教师

讲解；

2.积极回答教师提

问。

对比介绍目前全球

四大卫星导航定位

系统，通过介绍我国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的发展历程让学生

体会北斗卫星导航

定位系统建设的艰

辛，激发学生民族自

豪感和创新精神的

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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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具有战略意义，还可以提供其他卫星导

航定位系统没有的短信息服务。

知识点

1：GNSS
概述

二、什么是导航和定位？

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动物界导航的情况。大家知

道：蝙蝠是利用超声报寻找捕猎的对象，能绕开障碍物，产

生了导航；

第二个例子：蚂蚁，行走寻找食物路线是弯弯曲曲的，

一旦找到食物，把食物背回洞穴是找最短的距离，那就说明

它可以沿着一个最准确的方向，以最短的距离到达它的洞

穴，它是用什么东西导航呢？它是利用空气中对太阳光的散

射所产生的偏振光，对这个偏振光的方向的感知来进行导

航，这是蚂蚁的一项特殊功能。

案例方式引出所要

讲的主要内容

以蝙蝠和蚂蚁捕食

为例让学生思考动

物是如何进行导航

定位的。

学生边思考、边学

习。

知识点

1：GNSS
概述

第三个例子：信鸽，是具有导航功能的，经过一定的培

训和练习，几千公里，它都可以飞回自己的家里，它主要是

利用地磁导航，同时也利用偏振光导航。

因此从生物界得知导航是一种本能，从这 3个例子中可

以看出有 2种情况，一种是超声波导航，是要发出某种信号

的，发出某种波的；另外一种就是利用自然的信号，像利用

偏振光、利用磁场来进行导航，这不需要发出任何信号，利

用自然的特性来修正自己的位置或者方向来实现导航。我们

设疑：

什 么 是 导 航 和 定

位？

案例：

举例动物界导航的 3

个实际案例。

典型的启发式教学：

1)发现问题；

2)分析原因；

3)解决问题。

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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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界就有这两种实现导航的某种生物的本能技能在里

面。

从案例中提炼，导航

定位的初始理解。

知识点

1：GNSS
概述

上面给出了 5 排 6号，第几影视厅或者第几楼，所以

它是三个坐标是三维的：平面、位置两维，几楼，比方说

是 2 楼，那就是有高程。看电影一张票里面给出了定位的

信息，时间、地点、什么事件，看什么名字的电影，所以

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达，定位就是测量和表达信息、事件或

目标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相关的空间位置的理论方法和

技术。

那么导航呢？导航它也是解决所谓 3 个W 的问题，就

是我们现在在在哪里，我要到达某个地方去，我怎么到达那

里去，我用多少时间，或者什么时间能到达那里去？

回答这样 3 个W 的问题，这是导航的基本概念，所以

导航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指运动目标的实时动态定位，

它也是定位，但是是动态的，即三维位置、速度和包括三维

的方向，方向包括航向偏转、纵向摇摆、横向摇摆三个角度

的，来决定一个物体以最佳的姿态到达某个地点。 这就是

导航的概念，它里面要实时地进行定位，而且要确定我的速

度，还要包括我的方向，跟我们开始讲的生物的导航也是一

个内涵。

案例：

列举“到电影院观看

电影”的生活案例，

通过分析，用科学语

言讲解定位的概念。

重点概念

讲解

设问过渡引出导航

的概念。

边听讲解，边回答教

师的问题。

案例：

列举“室外交通导

航”和“室内导航”

的生活案例，通过分

析，用科学的语言讲

解定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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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1：GNSS
概述

三、中国古代导航技术的探索和发展

中国是发现和研究导航最早的国家，中国古代就有一个

关于指南车的记载

指南针代表人类认识了地磁现象和磁偏角的产生，磁偏

角就是磁南磁北和正南正北间的差异（即偏角），磁偏角随

着地理位置的不同有变化，通过纠正目的能够找到正南正

北，这就是最早的导航，寻找方向的主要的一个技术。有了

地磁导航的认识，人们利用罗盘进行“世界地理大发现”这

样的一个人类创举。

另一个技术就是天文导航技术，通过看天象，看星星的

位置和看太阳的位置，可以找到时间，找到季节，同样看星

星的位置和看太阳的位置，可以找到这个南北，这就是利用

天文现象来找方向的一个方法。左边就是浑天仪，右图是研

究星座位置，中间的是牵星板，利用相似三角形的原理，来

介绍中国古代导航

技术历史，科普学生

的专业知识和历史

知识。

案例教学方法，利用

“涿鹿之战”中指南

车起到了决定性的

战场效果。

利用智慧职教云课

堂发布讨论，让学生

思考罗盘对世界地

理大发现的关键作

用是什么。

通过思考让学生感

受中国古代四大发

明的伟大，培养民族

自豪感和创新精神

的科学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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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地面的位置，这也是一种天文定位的方法。

这是我们讲的古代的导航和定位，这个概念和它发生

的过程。引出下次课内容：现代四大导航定位系统。

案例：

天文导航技术的探

索。

由天文导航的知识

引出下面的内容。

知 识 点

2：目前

主 要 卫

星 导 航

系统

GNSS是由谁开发的

将目前的卫星导航

定位系统利用表格

的形式将各个卫星

导航定位系统的开

发国家、研发时间和

覆盖区域。

了解国际四大全球

导航系统。

讨论各个卫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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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差异。

知 识 点

3：北斗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

范围最广、服务性能最高、与人民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

杂航天系统。该系统已经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亿

级以上用户提供服务，相关产品出口 120余个国家和地区。

播放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建成

暨开通仪式的视频，

让同学们对北斗卫

星导航定位系统有

更深入了解。

学习习主席提出要

传承好、弘扬好新时

代“自主创新、开放

融合、万众一心、追

求卓越”的新时代北

斗精神和国之重器。

通过智慧职教云课

堂布置头脑风暴，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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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星 导

航 定 位

系统

知 识 点

3：北斗

卫 星 导

航 定 位

系统

“北斗”是中国独立自主建设的卫星导航系统，第一代

“北斗”2000 年启用，主要为境内提供导航服务；第二代

2012年启用，覆盖范围扩大到亚太地区，而且能够提供定位

服务；第三代“北斗”2017年 11月首发。2018年年底，“北

斗三号”全球组网基本完成，并开始提供全球服务。2020

年，中国的 35颗“北斗”卫星计划全球组网完成。

为何要传承好、弘扬好新时代北斗精神？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是“两弹一星”元勋、“东

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工作负责人，带领团队完成了我国

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建设任务，以及北斗三号立项和论证。

孙家栋院士还是绕月探测工程技术总负责人。

学生们谈出自己对

观看视频的感受。

了解我国北斗组网

历程，增强民族自豪

感

认真思考问题，深入

体会北斗卫星导航

定位系统的意义。

收集资料理解北斗

精神的含义

参与北斗系统研制

建设的全体人员迎

难而上、敢打硬仗、

接续奋斗，发扬“两

弹一星”精神，培育

了新时代北斗精神，

要传承好、弘扬好。

学生从老一辈

测绘人身上体会团

结奋进、知难而上的

测绘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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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能 点

1：接收

机 认 识

与使用

以科力达接收机为例进行介绍

以科力达测地型接

收机为例，主要介绍

仪器主要结构，掌握

仪器使用方法。

边讲边练，分组进行

实训练习，让学生掌

握接收机的结构。

1.认真听懂讲教师

演示，记录仪器各按

键的功能和使用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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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小组为单元进

练习，开机实测。

3.填写接收机认识

与使用实训报告单，

要求填写工整，内容

全面，重点记录接收

机动、静态切换的方

法与检验方法。

4.对比型号接收机，

总结接收机的使用

特点

小结

对本任务教学内容

进行总结。

要求同学们课下对

本次课内容回顾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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