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学 设 计

课程名称: GNSS 定位测量

教学内容: 项目一 卫星定位系统概述

任务 1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认识

适用对象: 测绘地理信息、水利、土建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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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解读及分析

教材

分析

选用测绘出版社《GNSS 定位测量（第三版）》教材（“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该教材为高等职业教育新编技能型系列规划教材。该教材内容系统精练、

理论与实践一体化、图文并茂，简单易学，技能针对性强，能达到“在任务实践中学

知识”、“在任务实践中学技能”、“在任务实践中提高职业能力”的目标。

教学

内容

分析

GNSS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的缩写。它是所有

在轨工作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总称。GNSS测量定位技术现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

建设的各个领域，并积极引领着测绘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代表了工程测量技术的先进

性和高科技性，在现代测绘科学技术教学中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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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在哪里”这个问题，引出“导航”和“定位”两个关键词，通过

举例分析生物界和实际生活中的案例，使学习者对“导航”和“定位”有生动、科学

的认知，进而深入学习认识什么是“GNSS”。

学生

情况

分析

通过前期的学习，学生掌握测绘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他们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

但不喜欢枯燥刻板的理论授课方式。所以只要设置使他们感兴趣的活动和方式，因材

施教，将知识融入到生动有趣的活动中传授，就可以让学生学得轻松，掌握得牢固。

二、教学设计

育人

元素

科学素养育人元素：树立科学观、唯物论人与自然

国家力量育人元素：北斗导航 国之重器

文化素养育人元素：中国测绘史、大国工匠精神

专业素养育人元素：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 用生命测绘祖国壮美河山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育人元素：传承“北斗”、“珠峰”等职业精神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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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目标：能在实际生活中发现导航与定位的实例、会应用 GNSS 设计典型案例解决

方案。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教学

知识

点

知识点：GNSS系统认识、什么是导航和定位、中国古代导航技术介绍、导航系统概

述、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技能点：利用教学平台导航定位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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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重难

点

导航和定位的区别和作用；定位、导航的应用领域

教学

方法

采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

采用启发、质疑提问、对比等教学手段

学习

方法

1.理解分析学习法：通过图片、动画等理解导航和定位的概念

2.求同关联法：通过对生物界导航和定位进行分析、关联来掌握

3.案例枚举法：结合实际生活案例列举多导航和定位的应用案例，加深理解

教学

媒体
课件、图片、动画、板书、教学文本、教学案例、视频等媒体

教学过程

预设

时间

教

学

环

节

教师

活动

学生

活动
设计意图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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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学习 提出困惑，

引出解决方

案，过渡到

本 次 课 内

容。

15

分钟

知识

点

1 ：

GNSS

系统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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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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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项

认识全球

导航卫星

系统和功

能。

认识北斗

导航

引出今天的

讲课内容

强调重点内

容和难点内

容，引起学

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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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

时间

教

学

环

节

教师

活动

学生

活动
设计意图

15

分钟

知识

点

1 ：

GNSS

系统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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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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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脑风暴

提问

民族自豪感

培养

创新精神教

育

25

分钟

知识

点

2：
什么

是导

航和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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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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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生物

界导航和

定位的案

例

培养科学

思维和问

题探究意

识

提出本次课

的 工 作 任

务，学生边

思考、边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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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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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

时间

教

学

环

节

教师

活动

学生

活动
设计意图

25

分钟

知识

点

2：
什么

是导

航和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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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科学

思维和问

题探究意

识

分析总结：

从案例

中提炼，导

航定位的初

始理解。

课间休息

15

分钟

知识

点

3：
中国

古代

导航

技术

介绍

上面呢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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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从现

实生活案

例中发现

问题并提

出问题。

用专业知

识科学描

述和分析

问题

掌握用科

学语言自

己总结出

设问引出本

次课重点和

难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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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列举“室外

交通导航”

和“室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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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

时间

教

学

环

节

教师

活动

学生

活动
设计意图

15

分钟

知识

点

3：
中国

古代

导航

技术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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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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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和定

位的科学

含义

头脑风暴

提问

学习了解

中国古代

导航技术

指南车的

历史

学习了解

中国古代

导航技术

指南针的

历史

学习了解

中国古代

导航技术

天文导航

技术的历

史

航”的生活

案例，通过

分析，用科

学的语言讲

解定位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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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涿 鹿 之

战”中指南

车起到了决

定性的战场

效果。

案例：

罗盘对世界

地理大发现

的 关 键 作

用。

案例：

天文导航技

术的探索

培养民族自

豪感和创新

精神的科学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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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

时间

教

学

环

节

教师

活动

学生

活动
设计意图

15

分钟

知识

点

3：
中国

古代

导航

技术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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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了解

中国古代

导航技术

天文导航

技术的历

史

培养民族自

豪感和创新

精神的科学

素养

10

分钟

知识

点

4：导
航系

统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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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ss)。

学 习

GNSS 卫

星定位系

统的构成

了解国际四

大全球导航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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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

时间

教

学

环

节

教师

活动

学生

活动
设计意图

10

分钟

知识

点

4：导
航系

统概

述

在 1988～1994年间所建成的全球定位系统，包

括 21颗工作卫星和 3颗在轨备用卫星，24颗卫星

均匀分布在 6个轨道平面内，每个轨道面内有 4颗

卫星运行，卫星距地面的平均高度为 20200km。6

个轨道面相对于地球赤道面的倾角为 55°，各轨道面

之间的交角为 60°。运行速度为 3800m／s，每颗卫

星可覆盖全球 38％面积。

学 习

GNSS 卫

星定位系

统的构成

了解 GNSS
卫星定位系

统的构成。

培养民族自

豪感和家国

情怀

5

分钟

技能

点

1：
利用

教学

平台

导航

定位

原理

卫星发射测距信号和导航电文，导航电文中含有

卫星的位置信息。用户接收机在某一时刻同时接收三

颗以上卫星信号，测量出测站点（用户接收机）至三

颗卫星的距离，解算出卫星的空间坐标，再利用距离

交会法就可以解算出测站点的位置。整个过程就是三

球交会定位原理在卫星导航领域中的体现。

利用教学平台中丰富的动画、视频资源，学生

自主学习并掌握导航定位原理。

学生利用

教学平台

完成自主

学习

提升学生学

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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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

时间

教

学

环

节

教师

活动

学生

活动
设计意图

25

分钟

知识

点

5：
北斗

卫星

导航

定位

系统

北斗导航系统总体发展计划分为三个建设阶段。

实现从主动到被动定位，从区域到全球服务。

第一阶段从 1994年开始，到 2000年建成了北斗

卫星导航试验系统，提供区域主动定位服务。有 3颗

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能提供 2 维定位、WADGPS和

短消息通讯服务。

第二阶段从 2004年开始，计划到 2012年可提供

区域被动定位服务，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卫星包括

5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5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和 4颗中高度圆轨道卫星。能提供 3维定位，对 GPS

和北斗系统自身的增强和短消息通讯功能。

第三阶段到 2020年左右，提供全球被动定位服

务。同时提供 3维定位，对 GPS和北斗系统自身的

增强和短消息通讯功能。

2020 年 7 月 31 日上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认识北斗

卫星导航

系统及总

设计师孙

家栋院士

认识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

总设计师孙

家栋院士，

培养家国情

怀.



9

预设

时间

教

学

环

节

教师

活动

学生

活动
设计意图

25

分钟

知识

点

5：
北斗

卫星

导航

定位

系统

思考北斗

的重大战

略意义

再次回顾北

斗卫星导航

系统，引导

学生思考北

斗的重大战

略意义：北

斗导航，国

之重器

5

分钟

扩展

知

识：

现代

测绘

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年 7月 1 日给国测一大队

老党员的回信中说：“几十年来，国测一大队以及

全国测绘战线一代代测绘队员不畏困苦、不怕牺牲，

用汗水乃至生命默默丈量着祖国的壮美河山，为祖

国发展、人民幸福作出了突出贡献，事迹感人至深。”

学习了解

现代测绘

人的精神

案例：自然

资源部第一

大地测量队

爱国报国、

勇攀高峰的

感人事迹和

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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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

设计

本次课是学习“GNSS 知识”的第一课，通过学习，需要学生掌握 GNSS 的概念、

特点和作用，对导航和定位的含义和应用有深入的认识。

为了使学生学好“GNSS”，我利用丰富的案例，引用生物界、生活中与学习内容

相关的生动案例，有浅入深，结合多彩的多媒体课件，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热情，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并引导学生自学，使之有较强的后劲，发挥其潜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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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霍夫曼-韦伦霍夫.全球卫星导航系统[M].北京：测绘出版社，2009。

3.刘基余.GPS 卫星导航定位原理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4.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报告,2012。

5.《大地测量员》和《工程测量员》国家职业标准。

6.北斗导航系统.www.beido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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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小结

本次课是学习“GNSS 知识”的第一课，通过学习，需要学生掌握 GNSS 的概念、

特点和作用，对导航和定位的含义和应用有深入的认识。

为了使学生学好“GNSS”，本课程融入了科学素养育人元素，引用生物界、生

活中与学习内容相关的生动案例，有浅入深，结合多彩的视频和课件，培养和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并引导学生自学，使之有较强的后劲，

发挥其潜力。课堂教学活动的图片如下：

图 1 提出生活中实际问题，引出“定位”概念的科学描述，提升归纳总结的科学素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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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小结

图 2 提出生活中实际问题，引出“导航”概念的科学描述 ，提升归纳总结的科学素养能力

图 3 案例讲解中国古代测绘技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提升民族自豪感，传承工匠精神

图 4 职教云线上平台考核学生专业知识自学能力，提升科研文献资料检索能力

图 5 职教云线上平台考核学生专业知识自学能力，提升科研文献资料检索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