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案 
一、授课信息 

授课项目 项目一 授课班级 地籍 1802 班 

课程名称 像片控制测量 授课形式 理论教学 

二、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像片控制测量的定义与作用； 

2）掌握像片控制点的分类及其编号； 

3）理解像片控制点布设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2.能力目标 

1）能够进行像片控制点的编号；  

2）能够进行控制点的选择。 

3.素质目标 

1）具有勤于思考，善于分析的个人能力 

2）培养学生脚踏实地，团结协作的工作精神。 

三、学情分析 

1.学生特点 

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学习兴趣不高，通过对新型信息化教学的应用把生硬的理论知识

转化成灵活的图画形式，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增强了课堂的学习氛围。 

2.前置知识学习 

学生通过前置课程中心投影、立体相对等知识的学习，掌握了摄影测量的相关知识，已

基本具备专业核心课程学习的理论基础。 

四、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 

1）掌握像片控制点布设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2.教学难点 

1）能够独立完成像片控制测量的选择。 

五、教学资源 

教材：刘广社.摄影测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网络学习资源：爱课程网站（http:// www.icourses.cn）资源共享课《摄影测量》，国

家地理信息教学资源库摄影测量课程资源，学校在线精品开放课《摄影测量》。 

国家标准：GB/T6962--2005《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规范》；GB/T7931--2008

《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六、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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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片 控

制 点 的

分 类 及

其编号 

课堂讲授： 

一、像片控制点的分

类 

（1）分类 

1.平面控制点—只需

测定平面坐标的点； 

2.高程控制点—只需

测定点的高程； 

3.平高控制点—需同

时测定点的平面坐标

和高程。 

（2）表示方法 

1.点：    P+脚符 

2.高程点：G+脚符 

3.平高点：N+脚符 

4.水准点：V+脚符 

5.支点：  P4-1 

（3）注意事项 

1．从左至右，从上到

下编号 

2．同一测区内点号不

得有重复 

3．利用邻区的控制点

头脑风暴： 

小组进行探讨，并

把知识点内容和

探讨结果上传到

智慧职教云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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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点 布

设 的 基

本原则 

课堂讲授： 

二、像片控制点布设

的基本原则 

（1）像控点的布设必

需满足布点方案的要

求，一般按图幅布设，

也可以按航线或采用

区域网布设。 

（2）位于不同成图方

法的图幅之间的控制

点或位于不同航线、

不同航区分界处的像

片控制点，应分别满

足不同成图方法的图

幅或不同航线和航区

各自测图的要求，否

则应分别布点。 

（3）在野外选刺像片

控制点，无论是平面

点、高程点或平高点，

都应选刺在明显目标

上

 

（4）当图幅内地形复

杂，需采用不同方法

布点时，一幅图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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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照顾按航线布

点，以便于航测内业

作业。 

（5）像控点的布设，

应尽量使内业作业所

用的平面点和高程点

合二为一，即布设成

平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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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的 基

本要求 

课堂讲授： 

三、像片控制点布设

的基本要求 

1．选用的像片控制

点，其目标影像应清

晰，易于判别。 

 

 

 

 

 

 

2．航外像片控制点一

般应布设在航向及旁

向六片重叠范围内；  

3．布设的控制点尽量

能共用；   

 

4．航外像片控制点距

像片边缘不小于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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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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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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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m （23*23像幅）； 

 

5．航外像片控制点距

像片的压平线和各类

标志不小于1mm； 

6．立体测图时每个像

对四个基本定向点离

通过像主点且垂直于

方位线的直线不超过

1cm，最大也不能超过

1.5cm，四个定向点的

位置应近似成矩形； 

 

7．控制点应选在旁向

重叠中线附近，离开

方位线的距离应大于

3cm（18cm×18cm像

幅）或4.5cm(23cm×

23cm像幅)。当旁向重

叠过大，离开方位线

的 距 离 应 大 于 2cm

（18cm×18cm像幅）

或3cm(23cm×23cm像

幅)；否则应分别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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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线上，相互偏离

不超过一条基线；航

线中央的控制点应尽

量选在两端控制点的

中间，左右偏离不超

过一条基线。 

 

9．控制点在相邻航线

上不能公用时要分别

布点，此时控制范围

所裂开的垂直距离不

得大于2cm。 

10．位于不同方案布

点区域间的控制点应

确保精度高的布点方

案能控制其相应面

积，并尽量公用；  

11．自由图边的控制

点应布设在图廓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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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测 成

图 对 地

形 类 别

的划分 

四、如何划分： 

1．平地：<2˚，高差

<20m；  

2．丘陵地：2˚~6˚，高

差20~150m 

3．山地：6˚~25˚，高

差150~500m 

4．高山地：>25˚，高

差500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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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课后作业，思考

以下三个问题 

1.像片控制点布设的

基本要求有哪些？并

简要说明提出这些要

求的原因。 

2.我国的地形类别是

如何划分的？划分地

形类别有什么作用？ 

3.地面倾斜角和地面

高差发生矛盾时，为

什么要规定划分地形

类别时应当以地面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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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效果 

1.通过信息化教学的方式，把难点、重点理论知识具体化展示，有效化解重点、难点的学习，

提高了学习效率； 

2. 完成了既定的教学目标，有效促进了学生发展，使同学们能够协作学习； 

3. 学生积极的表达自己的观念，提出的问题具有创造性，活动参与度较高； 

4.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贯穿课堂教学，实现了过程化考核评价的手段。通过完善过程化考核

评价的标准，让学生重视学习过程，提高学习效率，从而达到教学目标的实现。 

八、教学反思 

本节课以信息化教学为载体，学生为主体，旨在培养学生的自主性，把学生变为课堂的

主动参与者，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更多的新时代技能型人才。 

    从上课的效果看，学生的学习兴趣很浓，参与度也大大提高。 

不足之处 1： 

学生在课前预习时不能达到人人参与，人人有互动的情况。有些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差。 

改进措施 1：一方面通过 qq、微信，督促学生参与预习，另一方面增加考核的力度。 

不足之处 2： 

对于有些问题的考核不够具体化，问答题的考核标准不好把握。 

改进措施 2： 

    增加客观题的量，对一些问题采用可量化的考核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