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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导航技术及应用 》 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王 威 都晓宁
( 国防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

湖南 长沙 41 加73

〔摘 要 ] 本文在分析 《自主导航技术及应用 》

学方法及实践环节相配套的教学改革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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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现状的基础上
,

提出了开展以教学内容为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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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导航技术及应用
”

是我校
“

导航
、

制导与控制
”

专业研究生的一门必修专业课程
,

同时面向全校开放选修
。

课程针对不同应用对象
,

重点讲述航天器天文导航理论
、

卫星导航系统及其应用
、

惯性系统工作原理和组合导航系

统的基本原理
,

讲述各种导航系统的误差因素及其对策方

案
,

是一门非常实用的专业基础课程
。

随着 自主导航技术

特别是卫星导航技术在国内外的全面发展以及在军事和国

民经济诸多方面重要作用的日益显现
,

自主导航技术的学

习越来越受到学生的重视
,

同时对课程教学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
。

本文通过分析 《自主导航技术及应用》 课程现状
,

提出在课程教学大纲的基础上
,

逐步开展以课程教学内容

为重点
、

教学方法及实践环节相配套的多方面课程教学改

革思路
,

满足 日益增长的课程教学新需求
。

一
、

《自主导航技术及应用》 课程现状分析

(一 ) 教学内容与教学时数的矛质

( 自主导航技术及应用》 课程针对飞行器自主导航技

术
,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

基础知识部分
、

以及天文导航
、

卫星导航
、

惯性及组合导航三种 自主导航技术
。

内容之多
,

概念之广
,

可谓
“

上到天文
,

下到地理
” 。

在国内其他大学

的相同或类似专业中
,

以上三种导航技术一般分为两到三

门课程讲授
,

其原因主要是其中每一门技术具有相对独立

性
、

每一门技术涉及的理论
、

方法及应用均体现出特有的
、

丰富的内容
。

按照我校现行的教学大纲
,

在 36 学时的教学

时数内
,

教师要在一门课中把三种导航技术原理与应用讲

授清楚比较困难 ; 另一方面
,

学生由于专业背景以及基础

知识的差异
,

短时间内掌握这么多内容也存在较大困难
。

(二 ) 卫星导航技术成为学生关注的重点

卫星导航技术是一项军民两用技术
,

具有精度高
、

实

时性强
、

全天候等特点
,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

在军事

方面
,

它已经成为导航定位
、

精确打击
、

军事力量调动部

署和指挥等方面不可缺少的工具和手段
,

在现代战争中正

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

在民用领域
,

卫星导航广泛应用

于海洋
、

陆地和空中交通运输 的导航
,

并在工业
、

精细农

业
、

林业
、

渔业
、

土建工程
、

矿山
、

物理勘探
、

资源调查
、

陆地与海洋测绘
、

地理信息产业
、

海上石油作业
、

地震预

测
、

气象预报
、

以及时间传递
、

电离层测量
、

飞船
、

空间

站和低轨道卫星等航天飞行器的定位和导航等领域已得到

大量应用
,

或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

在
“

自主导航技术

及应用
”

课程的教学中
,

卫星导航技术受到学生的重点关

注
,

提出了希望更多更细讲授卫星导航技术的要求
。

(三 ) 实脸实践环节不足

虽然在导航领域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研究
,

其中包

括卫星导航
、

惯性导航以及组合导航
,

科研实验环境也初

具规模
。

但无论是天文导航
、

卫星导航
,

还是惯性与组合

导航
,

目前尚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教学实验环境
,

不能满

足学生课后进行相关实验的需求
。

学生对课程理论及相关

技术概念的理解
,

仍然停留在阅读教材
、

参考书 目以及完

成课后教员布置的习题作业
。

二
、

开展教学内容为重点
、

教学方法及

实践环节相配套的教学改革

(一 ) 调整教学内容
,

突出教学重点

根据目前卫星导航在 自主导航技术发展中的现状 以及

考虑到另一门研究生课程 《导航与制导》 的教学内容
,

建

议本课程将教学重点放在卫星导航技术
,

与惯性导航技术

相关的内容调整到 《导航与制导》 课程
。

卫星导航技术除

了讲授现代导航技术中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基本原理
、

误

差分析及修正方法 (例如静态定位原理
、

动态定位原理
、

相对定位原理及差分技术等 )
,

同时也包含了卫星导航技术

在相关领域中的应用等内容 (例如卫星导航技术在卫星轨

道确定中的应用
、

卫星导航用于载体姿态确定
,

卫星导航

用于高精度时间传递等 )
。

教学中应突出基础知识的讲授
,

学生学习卫星导航技术
,

一方面可以掌握现代导航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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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

通过相关卫星轨道
、

时空关系等知识的学习
,

为开展相关空间技术领域项 目研究打下基础
。

由于天文导

航的教学内容与卫星导航的基础知识有一定相关性
,

可以

在讲授卫星导航基础知识过程中完成对天文导航的基本原

理与方法介绍
。

(二 ) 改进教学方法
,

提高教学效率

即便是把卫星导航技术作为 自主导航课程的重点
,

由

于具有技术先进
、

理论深
、

应用面广的特点
,

希望在有限

的学时数内把它讲深讲透
,

完成全部内容的教学
,

让学生

真正掌握概念学会应用仍然存在一定困难
。

因此需要加强

教学方法的改进
,

提高教学效率
。

可应用比较法教学
,

从

原理的实质内涵上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不同卫星导航系统

的异同
,

使学生达到触类旁通 ; 可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

根据教学内容安排多媒体教学与板书
、

讲解
,

甚至应用一

些研究工具软件 (如卫星工具软件包 S at e川 et 毛为 k 儿 )t
,

使

教学效果和质量得到提升 ; 可充分利用校园网资源和先进

的网络教学手段
,

编制适合网络教学的课程教学软件并开

展网络教学
,

使教学内容和教学时数的矛盾得到缓解
。

(三 ) 增加实践环节
,

拓展实际应用能力

自主导航技术及应用是一门理论较深同时也是实践性

较强的课程
。

为了加强对课堂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应该设置实践性教学环节
。

作为研究生

课程
,

实践环节不应只局限在仪器的认识与操作层面
。

对

于卫星导航技术与应用而言
,

其实践性教学环节可包括原

始观测电文与测量值的格式转换与数据提取
、

卫星轨道及

导航参数计算
、

导航定位解算与定位误差分析等
。

有条件

情况下
,

还可以安排专家讲座和相关技术讲座
,

多渠道拓

宽学生知识面
,

使学生了解与掌握卫星导航技术的最新动

态和应用前景
,

提高应用能力
。

三
、

结束语

自主导航技术特别是卫星导航技术在不断发展
,

应用

领域继续扩大
。

对自主导航技术与应用的课程教学改革也

应不断探索与创新
,

通过教学内容改革
、

教学方法的改进

以及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完善
,

保证课程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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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所闻
,

见怪不怪的现象或社会热点话题
。

将这种案例

或常见事件挖掘出法律意义
,

学生最容易接受
。

针对性要求明确所选案例是以非法律专业学生为授课

对象的
。

因此
,

所选案例不能专业性太强
,

要让学生对 内

容难度有所预见
。

对难度较大的案例要适当加以处理
。

如

果所讲的案例难度大
,

情节过于复杂
,

过多花费时间在讲

授案例情节内容上
,

就会使法学课堂教学变成了讲故事
,

从而虚化了教学 目标
,

泛化了教学手段
,

其案例教学效果

值得质疑
。

如在讲授婚姻法的有关章节中
,

谈到婚姻是具

有伦理性的民事法律行为时
,

可讲述江苏一老汉 (已丧偶 )

同已离婚的儿媳 (带着儿子— 老汉的孙儿 ) 再婚一事

(并已登记 )
。

虽然
,

这一案例在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形

式要求角度上讲似乎是合法的
,

但背离了社会主义国家传

统伦理道德观
,

也违背了民法学上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原则
。

一句话
,

将社会秩序搅乱了
。

这个案例可以让学生

明白
“

法律是最低底线的道德
”

这一道 理
。

毕竟
, “

合

法
”

— 最低的道德标准对社会上大多数人而言是远远不

够的
。

从而也让学生明白了法与道德的区别和联系 (也是

法的基本理论一章中的内容 )
。

选择案例讲解时也回顾了法

的基本理论这一章内容
。

说起来似乎很容易把握
,

但真正能起到良好效果
,

对老师

却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

准确地讲
, “

法律基础
”

课案例教学

模式是一个模式群
,

有多种具体操作模式构成
,

如案例置

疑模式和案例述评模式等
。

但是
,

相关教育方法都离不开

传统的启发
、

对话
、

讨论等方式
,

以激发学生的法律悟性

和法律意识
。

所有这些
,

限于篇幅
,

留待后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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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案例教学广泛地被运用在
“

法律基础
”

课课堂教学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