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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urse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in order to discuss how to make a 
good course, through the form of lesson interpretation,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course, the status of the 
course, the teaching idea, the analysis of learning situation and teaching measures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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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惯性导航系统技术》这门课为例，通过说课的形式，对课程的基本情况、课程地位、教学理念、

学情分析和教学措施进行分析，以探讨如何上好一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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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如果上好一门课，如何把自己掌握的知识系统性地

传授给同学们，是很多大学老师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

怎样完成一个自己会到讲得清、讲得好的过程，涉及到

课程的方方面面。本文以《惯性导航系统技术》这门课

为例，通过说课的形式，对课程的基本情况、课程地位、

教学理念、学情分析和教学措施进行简单的分析，以探

讨如何上好一门课。 

2.课程的基本情况 

2.1. 课程简介 

《惯性导航系统技术》这门课是国防科技大学智能

科学学院导航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主要任务

是学习惯性导航系统技术的原理、方法及应用技术。为

学员今后从事导航技术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工作奠定

基础。 

 
图 1  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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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程的参考书 

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因为惯性导航的军事特色

非常鲜明，在军事领域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为什么说

惯性导航的军事特色鲜明？因为军事斗争具有非常强

的对抗性，制约与反制约的对抗贯穿于整个军事斗争的

始终。这样强的军事对抗就对导航系统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也就是要具有抗干扰能力强、自主性强以及全天候

和全区域工作的能力。惯性导航系统正好具备这些特点，

首先，惯性导航系统利用自身的惯性传感器进行运动参

数的计算，既不需要从外部接收信号，也不需要向外部

发射信号。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因此抗干扰能力也非常

强。并且这种导航方式不管在什么气象条件和地理环境

下都可以工作，因此也具有全天候和全区域工作的能力。

所以惯性导航具有非常鲜明的军事特色，惯性导航系统

技术最早的应用就是在军事领域，二战时德国的 V2 导

弹上首先采用了惯性导航技术。 

 
图 3  军事特色鲜明的惯性导航 

 

2.2. 课程地位 

对于导航工程专业的学生，首先要学习《导航技术

基础》这门课，接下来需要学习的是《惯性传感器技术》，

这门课学习完之后就需要进行《惯性导航系统技术》的

学习。《惯性传感器技术》和《惯性导航系统技术》就

构成了惯性导航的全部内容。然后就是《卫星导航技术》

的学习。在大四，学生们还要进行导航系统综合设计与

试验。可以看到，《惯性导航系统技术》在整个导航工

程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 
导航工程专业的学生除了本专业的课程之外，还需

要进行《飞行力学基础》和《制导控制系统》的学习。

在研究生阶段，还可以借助《自主导航》这门课对导航

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所有的这些课程就构成

了“精确打击”的理论基础。而精确打击武器已经成为现

代战争的主导者，《惯性导航系统技术》这门课在其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图 4  《惯性导航系统技术》课程地位 

3. 教学理念与措施 

3.1. 教学理念 

经过几次课程教学，我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人
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什么是可以受用一生的？”是某

个公式，某条知识点，还是某种仪器的操作方法。其实

都不是，这些越是具体的东西，越容易被淘汰。工作的

时候的确需要专业的技术与知识，但如果片面强调专业

的知识，忽视了根本能力的教育，一旦技术出现大的革

新，往往会造成无法跟上时代潮流的局面。 
那么，什么才是永恒的知识？应该是思维能力、自

学能力以及好的习惯等等。只有这些能力才不会被社会

的进步所淘汰，反而能像酒酿一样，越久越香。正如美

国教育家赫钦斯所提出的“永恒教育论”主张，我们需要

重视永恒的理论教育。 
具体到《惯性导航系统技术》这门课该采取怎样的

教学方法。先来对这门课的学情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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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包括课程特点和学生情况两个方面。 

3.2.1.课程特点 

《惯性导航系统技术》这门课的课程特点主要有以

下三点： 

（1）细节繁多：这门课知识点很多，且各个知识

点之间环环相扣，相互交错在一起。 
（2）理论性强：这门课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对空

间想象能力的要求较高，学生们普遍反映学习难度大。 
（3）公式复杂：这门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公

式推导以及基于各种公式进行的理论分析，这恰恰给本

门课的学习带来很大的难度。 

 
图 5  《惯性导航系统技术》的课程特点

3.2.2.学生情况 

本门课授课对象为大三年级本科生。他们思维活跃、

富有创新精神，但也存在着学业较重、学习时间碎片化

的问题。对本门课会有一定的畏难情绪。 

3.3. 教学措施 

针对这门课的课程特点和学生情况，需要采用合适

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 

3.3.1.主要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 1：模块化教学 
模块化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同学建立知识框架、理清

知识点的关系。本门课的主要任务是怎么从惯性传感器

的输出获得载体的包括位置、速度和姿态在内的运动参

数（图 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建立惯性导航

系统的数学模型，也就是一系列的“惯性导航的微分方

程”，然后对这一数学模型进行求解，也就是通过“导航

解算”的过程就可以得到载体的运动参数。实际上这一

过程就已经完成了惯性导航系统的主要任务。 

为了建立惯性导航系统的数学模型，就需要先了解

“惯性导航的基本原理”。在这之前，还需要进行“地球

与重力”、“坐标系”、“姿态表示”、“速度表示”、“位置

表示”等基础知识的学习。将载体的运动参数求解出来

之后就需要对解算结果的精度进行评价，这就是“精度

测试评估”这一知识模块。惯性导航系统是一个推算系

统，除了需要建立惯性导航的微分方程之外，还需要知

道导航的初值，这就需要进行“初始对准”。另外，还可

以从理论上对惯性导航系统进行“误差特性分析”，这是

进行“组合导航”的基础，组合导航还需要用到的数学工

具是“卡尔曼滤波”。实验的设置也是基于知识模块中两

个最重要的方面进行的，那就是“初始对准”和“导航解

算”。 
这些教学模块就构成了这门课的整个教学内容，课

程教学的展开也是基于这一个个知识模块。在教学的过

程中还要及时、适时地帮助同学们对知识点进行总结，

捋清思路，把握知识点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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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惯性导航系统技术》的课程内容框架 

（2）教学方法 2：启发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的目的是引导学员主动参与课堂思考、

提高学习效率。通过创设和日常生活比较接近的问题，

营造氛围，鼓励和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和解决问题。例如： 
问题 1：河流对两岸的冲刷效果是否一样？ 
问题 2：水池中水的漩涡方向是逆时针还是顺时

针？ 
问题 3：在导航发展的过程中，纬度和经度的测量

哪个更困难？ 
这些问题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启发学生思考，推进

授课过程；另一方面启发学生学以致用，拓展分析。 

3.3.2.主要教学辅助手段 

（1）教辅手段 1：Matlab 仿真演示 
Matlab 仿真演示的目的是把理论分析程序化，增强

直观性。课程中采用了一系列的 Matlab 仿真实验程序

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使学生们对理论知识有更加

深刻的理解。 
（2）教辅手段 2：网络辅助手段 
网络辅助手段主要是采用雨课堂的形式进行教学

辅导。课前，通过雨课堂发布预习任务，分析统计学员

的预习情况，有针对性地优化授课内容。在课后，通过

雨课堂发布课后作业，为学员解疑答惑，并分析学员学

习过程数据，改进教学设计。 
总结起来，整个教学措施分成课前调查，教学设计

和教学反思三个环节。课前调查包括对课程特点、学生

情况等学情的把握。基于课前调查进行教学方法、电子

教案、课堂板书和课后作业的设计。课后再根据学员的

反馈、作业情况以及听课专家的意见进行教学反思，并

用以改进教学设计。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图 7  闭环结构的教学措施 

4. 结论 

上好一门课不容易，教师是课堂的引导者，需要通

过各种手段把知识和理念传递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

的主导者。笔者结合《惯性导航系统技术》这门课的教

学体会，从课程的基本情况、课程地位、教学理念、学

情分析和教学措施等几个方面以说课的形式对怎么上

好一门课进行了粗浅的分析，希望能对其他教师的授课

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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