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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多种大语言模型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逐渐受到关注，而国内创新科技公

司深度求索自主开发的AI软件DeepSeek也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以高职测量专业教学为背景，探讨

DeepSeek在课堂教学中的技术优势、具体应用场景及实践效果。通过案例分析，验证其在数据处理、仪

器认识及操作、个性化学习方案设计三方面的应用效果，提出技术融合的挑战与应对策略。实验表明，

DeepSeek能够显著提升测量教学的互动性、实践性和效率，为高职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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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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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model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gained attention. Meanwhile, the AI software 
platform DeepSeek,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by the innovative tech company DeepSeek in China, 
has also started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This paper takes surveying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the background to explore the technical advantages, specific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practical effects of DeepSeek in classroom teaching. Through case analysis, it verifies the appli-
cation effects of DeepSeek in three aspects: data processing, instrument recognition and operation,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plan design, and proposes challeng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for technol-
ogy integration.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DeepSeek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interactivity, 
practic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urveying teaching,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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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型语言模型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支撑下脱颖而出。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热门大型语言模型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为教育教学改革注入了新活力[1]。这些模

型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挖掘语言规律，实现语音识别、自然对话等功能，为教育者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并可依学生个性化需求定制学习计划与内容，优化学习体验。有效融合此项技术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是当下教育改革的重要研究方向[2]。其中，DeepSeek 作为一款由国内公司基于大型语言模型自主研发的

智能助手，凭借强大推理能力和丰富功能，在教育领域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相较于国外大语言模型的

付费高、网速卡顿等条件限制，DeepSeek 对国内用户更友好，适合高职院校师生使用。 
从高职院校测量课堂教学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具体案例，探讨 DeepSeek 赋能课堂教学过程的可行

性，分析其技术优势、应用场景及个性化学习方案设计的实践效果[3]，最后提出面临的挑战及教学建议。 

2. 传统模式下测量课堂教学的现状 

高职院校的测量课堂教学以培养具备工程测量、数据分析和仪器操作能力的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然

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教育理念的革新，传统教学模式下面临诸多挑战： 

2.1. 实训资源有限 

根据近年来职业教育领域的发展趋势及行业报告，部分中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因经费投入不足，在精

密仪器价格高(如三维激光扫描仪)及现有场地改造空间有限的双重压力下，面临测量设备更新滞后于行

业技术迭代周期、实训场地人均面积紧张等困境，导致师生课堂实践教学活动资源不足。 

2.2. 数据反馈滞后 

课堂实验数据的处理效率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体验。当下测量实训课堂上产生的大量内

外业实验数据主要依赖授课教师人工负责处理，平均耗时 3~5 天，难以实时纠错，不利于及时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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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进学习方法。 

2.3. 个性化教学不足 

高职院校的招生渠道涵盖普高、中职等多类群体，学生技能水平差异显著，统一的教学模式难以满

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仅有部分教师能够有效实施分层教学[4]，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 

2.4. 技术更新脱节 

随着现代测绘技术的快速发展，无人机测绘、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在工程测量中应用日益广泛，而

市面上传统教材难以同步行业前沿技术，导致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知识与实际工作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

比如教材涉及的 GNSS 定位技术多以单频接收机为主，而企业已普遍采用多频多星系统[5]。 

3. DeepSeek 技术融入测量教学的可行性 

DeepSeek 作为一款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平台，具备自然语言交互、数据分析及模拟仿真等功能，为

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路径[6]。该平台可以通过自动化数据处理、智能化教学辅助等功能，提升教学效

果和学生的学习体验。 

3.1. 技术架构与算法特点 

DeepSeek 采用了先进的 Transformer 模型架构，该模型因其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并行计算特

性而被广泛应用于各种 AI 任务，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针对性优化，可以更好地适应具体专业教学任务的

需求，主要包括以下模块特点： 
多模态融合模块：该模块能够处理文本、图像和测绘点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通过深度学习技术，

系统能够从这些异构数据中提取出有用的特征，并进行跨模态融合，为测量任务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 
动态仿真引擎：基于 Unity 3D 技术，DeepSeek 可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测量环境。该引擎能够实时渲

染复杂的地形模型，模拟各种天气条件和光照变化，为学生提供接近真实的测量体验； 
自适应学习系统：采用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混合架构，集成 Q-Learning 的奖励优化机制与策略梯度

方法，通过多模态学习者建模实现教学策略动态调整，实现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法和资源推荐[7]； 
知识库整合：DeepSeek 集成了最新的测量专业相关标准和规范，包括《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2020)等 12 部常用行业标准。知识库会定期更新，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3.2. 开辟教学模式的新路径 

DeepSeek 在测量课程教学的应用中会展现出一定的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3.2.1. 复杂计算自动化 
DeepSeek 能够自动完成诸如测量闭合差调整、坐标系统转换等复杂计算任务。以导线测量为例，系

统可自动进行方位角推算、坐标增量平差及精度评定，效率较传统方法会有很大提升。 

3.2.2. 动态场景模拟 
DeepSeek 能够模拟各类真实测量环境，包括但不限于： 
工地测量：还原建筑工地的真实场景，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平面尺寸放线、标高测量等操作。 
矿山测量：模拟地下矿井环境，提供安全的学习平台，让学生熟悉井下测量流程[8]。 
桥梁测量：构建桥梁模型，帮助学生掌握控制网布设、挠度观测等技能。 
水利工程测量：模拟水库、大坝等水利设施的测量环境，让学生熟悉水文测量和地形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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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支持大多数实际工程场景的模拟，覆盖了大部分的测量实训需求。学生通过这些场景模拟可以

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反复练习，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3.2.3. 与互联网资源结合 
DeepSeek 系统能够整合互联网资源，如卫星地图、实时气象数据等，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学习材料。

例如，在水利工程测量模块中，系统可以实时获取河流流量、水位等数据[9]，帮助学生理解水文测量的

实际应用过程。 

4. DeepSeek 在高职测量课堂中的具体应用 

4.1. 数据分析与处理助手 

以水准测量数据误差分析作为实验内容探讨。在测量课堂的水准测量章节中，让学生分组同时使用水准

仪进行外业闭合路线观测，产生的原始数据输入 DeepSeek 平台进行观测结果检核，系统会自动完成闭合差计

算并判断是否超限、分析误差较大的测段位置，辅助分析超限原因(如仪器未调平)、提供返测路线建议等等。 
以某高职院校 2024 年开展工程测量实训课程的两个班级为实验对象，A 班 32 人分为 8 组，B 班 36

人分为 9 组，要求学生使用南方电子水准仪在校园内完成一段约 2.5 公里的四等闭合水准路线外业测量。

外业数据采集完成后，班级 A 学生采用传统人工计算，查询了相关纸质规范，平均每组耗时 30 分钟左

右；班级 B 学生结合 DeepSeek 人工智能助手，外业测量时由其指导关键技术要领，内业整理时自动采用

对应规范、推荐计算公式及限差要求，平均耗时缩短至 15 分钟，测量精度更高。实训对比结果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results of data calculation for leveling 
表 1. 水准测量数据计算对比结果 

实验指标 班级 A 
(传统计算) 

班级 B 
(加入 DeepSeek) 备注 

外业数据填写耗时 25 min 11 min  

闭合差及限差复核耗时 5 min 4 min  

点位高程中误差 6.2 mm 3.5 mm  

小组成果正确率 63% 89%  
 

表中以中误差(Mean Square Error)作为评定观测精度的统计量，其计算公式为： 

[ ]
m

n
∆∆

= ±  

式中：Δ为各次观测值与算术平均值之差，n 为观测次数。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发现高职学生由于课堂理论知识的基础掌握较差，面对测量实训任务产生的大

量水准外业数据，不知如何处理。而加入 DeepSeek 人工智能助手的使用，学生都对新技术充满好奇心和

兴趣，在与人工助手的趣味问答下，准确开展搜索，借鉴计算公式及方案模板，增强对课程的学习兴趣。

同时，DeepSeek 也能辅助学生编写标准的水准测量技术报告，拓展学习思路，最终提升实训教学效果。 

4.2. 仪器构造认识与操作 

以全站仪的认识及点位坐标测量练习作为案例分析。继续以上述 A、B 班级作为研究对象，每小组 4
人并且配备 1 台全站仪，让学生在小组的团结协助下，先完成对全站仪的结构认识，然后进行测站上的

对中、整平，最后测量出待测点的平面坐标和高程，要求测量数据准确，标注清晰，无遗漏，操作过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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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范要求。 
A 班学生采用传统全站仪实训操作教学方法(每组 4 人轮流操作 1 台全站仪)，包括理论讲解、实操演

练和数据处理等环节。这种方式虽然系统全面，但学生在操作中易出错，影响测量准确性。 
B 班学生在传统模式基础上，可以通过手机或机房电脑加入 DeepSeek 平台辅助进行全站仪操作练

习。DeepSeek 作为大语言模型，可以为全站仪操作实训教学提供丰富的操作流程提示、模拟计算以及智

能答疑等功能，图 1 为学生的问答过程。 
 

 
Figure 1. Student-DeepSeek conversation process 
图 1. 学生与 DeepSeek 的对话过程 

 
在 8 学时的紧张实训练习下，对于实施传统教学方式的 A 组，教师按照常规教学流程进行指导、监

督并记录学生的操作过程、结果以及遇到的问题。由于问题多但教师少，导致实际指导效率较低。对于

加入 DeepSeek 智能助手的 B 组，学生除了接受教师的基本指导外，过程中充分使用 DeepSeek 技术。比

如，在全站仪的构造认识环节，学生可通过 DeepSeek 查询全站仪的原理、构造等知识点的详细讲解、实

际应用案例、常见问题等内容。在点位坐标测量实操中，学生遇到问题可以向 DeepSeek 寻求解决方案，

例如如何调整仪器以提高测量精度、如何处理特殊地形下的测量等。同时，DeepSeek 可以对学生的操作

步骤进行智能评估，给出改进建议。 
通过对实验数据及过程的分析发现，B 班学生整体表现出明显优势。在操作熟练度方面，学生能够

更快、更准确地完成全部操作流程；在测量准确性方面，该组的测量结果误差更小，更接近标准值；在

知识掌握程度方面，学生通过积极与 DeepSeek 的过程互动，强化知识点记忆，使其在课后习题环节表现

突出。另外，实训室教师在整理收纳仪器时，发现 B 班教学过程中的仪器零件损耗明显低于 A 组同学，

长期下来会降低测量设备运行的经济成本。 

4.3. 个性化学习方案设计 

以两个平行开展课程进度的班级(A 班 32 人，B 班 36 人)进行教学效果对比实验。A 班采用传统的学

生统一教学方式。基于 DeepSeek 技术，对 B 班同学从仪器操作、计算能力、空间分析对学生素质多维评

估，将结果分为基础组(8 人)、中等组(20 人)、拓展组(8 人)，教学分层实施内容见表 2。 
 
Table 2.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plan in Class B 
表 2. B 班分层教学方案实施 

学生类型 学习内容 强化模块 

基础薄弱(8 人) 仪器操作视频 + 交互测验 构造原理动画解析 

中等水平(20 人) 案例库(地形测绘、施工放样) 测量路线优化设计 

拓展能力(8 人) 行业前沿技术(无人机测绘)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 
 

B 班每位同学使用 DeepSeek 平台生成个性化学习方案，周期为 2 周，课程内容为《数字地形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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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章节，其他教学资源如师资、电子资源、教材均与 A 班保持一致。之后，对 A、B 两班级的学生最

终学习成果从以下方面评估。 
1) 知识掌握程度 
在《数字地形测量》核心章节的知识点掌握上，A 班学生呈现出较为平均但整体水平中等的情况。

由于采用统一教学，基础较好的学生可能觉得教学进度稍慢，部分内容缺乏深度挖掘，而基础较弱的学

生在一些复杂概念和操作的理解上存在困难。例如在仪器操作要领知识的考核中，虽然大部分学生能够

记住主要步骤，但对于操作背后的原理的理解不够深入；在计算部分，对一些复杂地形测量数据的准确

性和速度也有待提高；在空间分析内容方面，学生能够掌握基本几何分析方法，但将不同方法结合实际

问题应用时存在局限性，整体的知识掌握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 
B 班的基础组学生的仪器操作知识掌握显著提升，实操能力增强，计算和空间分析也有进步。中等

水平组学生因案例库学习，巩固了地形测绘过程的理解，在实际测量路线规划上，掌握了如何勘察选点、

布设出更合理、高效的测量控制网，并在课后测验中成绩优于 A 班。拓展组学生会接触前沿技术拓宽知

识面，在多传感器数据融合学习后，采用新式测量手段和提高数据精度的处理能力提升，知识考核表现

佳。 
2) 自主学习能力 
A 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多地依赖教师的引导，自主学习意识相对较弱。由于教学进度统一，学生

习惯按照教师设定的节奏学习，缺乏对自身学习情况的深入思考和个性化学习计划的制定。在遇到学习

困难时，缺乏主动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多地等待教师的讲解，学习能力的提升较为缓慢。 
B 班基础组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兴趣得到激发，养成自主学习习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中等水平

组的自主学习能力进一步锻炼，能调整学习策略，自主学习意识强。进阶组学生自主探索多，学习能力

强，能快速理解并掌握新知识。 
实验表明基于 DeepSeek 技术的个体学习方案设计在高职测量教学中起到分层教学的作用，无论是在

知识掌握程度、学习能力还是自主意识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为未来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5.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 DeepSeek 在高职院校教育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其实际应用仍面临不少挑战与问题[10]。 

5.1. 教学观念的保守性 

随着人工智能深入各领域带来深刻变革，人类与人工智能协同处理复杂问题将成主流，教师需有勇

于探索的精神以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传统测量课堂以教师讲授和学生模仿为形式，而 DeepSeek 的应用

要求教师角色由教学设计者向技术引导者转变，应让学生摆脱死记硬背与机械操作，着重培养创造力和

想象力以适应未来工作[11]。但当下存在部分教师依赖传统板书、应用新技术能力不足，甚至觉得“AI 工
具增加备课复杂度”。因此，教师要突破传统教学观念、丰富教育教学理论，提升智能化教学能力，发挥

人工智能在测量教学领域的优势，推动教学实践模式创新[12]。 

5.2. 技术应用的局限性 

DeepSeek 在测量课堂教学的实际应用仍存在一定技术局限性，比如在面对测量领域的专业术语、仪

器的复杂操作等知识时，难以达到足够的深度和准确性。DeepSeek 在向学生讲解全站仪的操作原理与精

确使用步骤时，可能无法像专业测量教师那样提供细致入微的手把手指导。在个性化学习指导方面也面

临技术挑战，比如有的学生擅长通过仪器实操理解测量概念，而有的学生则更倾向于理论推导。Deep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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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精确判断并适应每个学生的独特需求，从而可能无法确保每个学生都得到最有效的学习支持。对于

测量课堂上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测量知识的接受情况以及兴趣点的变化，DeepSeek 更无法做到长期监

督。因此，DeepSeek 虽然会带给测量教学一定的提升效果，但要为每个学生提供完全贴合自身情况的个

性化学习指导，还需要更智能的算法。 

5.3. 数据安全的保密性 

DeepSeek 在测量课堂教学涉及的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学生与 DeepSeek 交互过程会产生

各类数据，包括个人身份信息、操作行为痕迹以及测量成果数据等内容。DeepSeek 为了达成自身的优化

和训练目的，需对这些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存在隐私泄露风险。如果涉及到特定项目或研究成果等敏

感信息，甚至引起经济纠纷、法律维权等。从课程思政角度看，测量课堂教学要求学生具有数据保密意

识，这是因为数据隐私和安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观体现。然而目前 DeepSeek 的应用尚未能完全保障

数据隐私和安全。因此，教学过程必须认识到数据保密的重要性，师生需要更加谨慎使用。 

5.4. 学生的适应性 

在测量教学过程中引入 DeepSeek，学生可能会产生过度依赖的情况。这可能会削弱学生独立思考与

自主学习的能力，使他们满足于 DeepSeek 提供的结果，而不再深入探索测量原理，从而陷入浅层思考的

泥沼。另一方面，学生的学习过程呈现碎片化，难以构建完整的测量知识体系，解决实际测量问题的能

力得不到有效提升，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也会受到抑制[13]。因此，教师要提升信息素养，积极探索与人

工智能技术相关的新教法，保证学生的高阶思维健康发展。 

6. 结语 

在高职院校的测量课堂教学中，DeepSeek的应用探索展现了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教学效果的巨大潜力。

它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获取、分析信息，并通过智能化学习路径引导其深入理解测量课程的核心概念与

应用。教师借此实现教学内容的个性化调整，满足不同学生需求，促进其主动学习与深度理解，有效提

升学生的专业与创新能力。 
然而，随着 DeepSeek 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高职院校教学过程也面临一系列挑战。确保用户数据安

全，保障技术可行性以及有效整合传统教学与新技术优势，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14]。学校和教育

机构需要不断探索创新应用场景，制定相应政策与措施，推动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模型在高职院校专

业教育教学中的深度发展，以适应教育改革的潮流，培养综合素养与创新能力兼具的高技能人才。 
展望未来，DeepSeek 的应用将拓展至更多专业课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其功能将不断

增强，提供更精准的学习分析与反馈。教师可利用它对学生交互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识别学习过程中的

认知变化与困难，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提升教学针对性与有效性[15]。同时，DeepSeek 的多模态学习

能力将使课堂教学更生动有趣，结合图像、音频等信息形式，丰富学习体验，激发学习兴趣与创造力。

未来虚拟人技术融入大语言模型后，也将为学生构建更全面真实的学习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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