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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

混合式教学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

课程负责人： 孟保战

课程访问网址：http://wzk.36ve.com/index.php/LearningCenter/learning-content/index?course_id=10bf063f-7102-38a4-88a2-083494beb7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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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课程标准

招 生 对 象 ： 高中毕业生及同等学力者 教 学 时 数 ： 56H

学 历 层 次 ： 高职 课 程 代 码 ： 9020108

修 业 年 限 ： 全日制三年 学 分 数： 4.0

适 用 专 业 ： 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制 订 人： 孟保战

一、课程概述

1.课程定位

《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是高职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拓

展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研究误差的意义，测量误差的表示方

法、测量误差的来源和误差的分类；掌握随机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大误差产生

的原因、特征、判断和处理方法，直接测量列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并了解误

差的合成与分配，测量不确定度等内容。

前导课程：《高等数学》、《应用数学》、《机械制图》、《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机械工程基础》、《机械设计课程实训》、《热工实习》、《钳工实习》、《制图测

绘》、《车铣刨磨实习》、《机械制造技术》等。

后续课程：《机械加工质量控制与检测》、《质量分析技术》、《计量仪器与检

测》、《质检员实训》、《现代检测技术应用》、《无损检验》、《毕业设计与答辩》

及《顶岗实习》等其他专业课程。

2. 设计思路

根据相关专业培养目标，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特点，以职业能

力培养为重点，根据课程调研，听取相关企业的意见和建议，机械产品检测结

果数据处理的需求和问题出发，结合大量教学工作中的实际数据处理问题，讲

授随机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大误差产生的原因、特征、判断和处理方法，直接

测量列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

（1）内容设计

根据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及素质要求，本课程以计算“算术平均值

——标准偏差——系统误差——粗大误差——数据处理结果”的工作过程为导

向，创设学习情境，开发学做一体课程内容。课程知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将不同的知识与技能重点嵌于学习任务之中，重构教学内容，设计课程学习内

容，学做合一，产教融合，注重实际应用，易于接受。

（2）教学设计

基于职业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重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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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和创新意识等思政教育，增加 1+X 证书内容，同时，通过劳动教育使

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方式，使知

识学习和技能训练融为一体，再灵活结合示范教学法、小组讨论法等多种教学

方法，利用课程资源库网站、虚拟实训等教学手段实施教学，结合理、虚、实

的教学理念，实现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职业素养的养成，最终达到课程教学

目标。

课程考核改变单一的终结性评价的方式，采用过程考核与综合考核相结合、

突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原则，线上考核占总成绩的 40%，包括素材、视频、作

业测验、随堂测验、帖子、签到、参与度等，通过引导激励，对作业态度、学

习主动性、学习能力等进行评价。线下考核占总成绩的 60%，包括期末考试、课

堂表现等，对团队合作精神、安全文明生产、职业素养习惯进行评价，倡导先

进，以分数奖励，激励、鼓励为主，惩罚为辅。

课程考核不仅涵盖本课程必须掌握的知识与技能，还包括态度纪律、合作

精神、素质培养等思政元素的考核，突出职业素养的考核评价，全面考核学生

综合素质。

图 1 线上线下课程考核比重

二、课程目标

通过学习《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使学生掌握以下专业能力、方法能力、

社会能力等目标。

1.能力目标

1) 能够运用近似数的修约规则与运算规则，对测量数据进行修约与运算；

2) 能够运用随机误差的处理方法，对测量数据的随机误差进行处理；

3) 能够运用系统误差的处理方法，对测量数据的系统误差进行处理；

4) 能够运用粗大误差的处理方法，对测量数据的粗大误差进行处理；

5) 能够运用数据处理的方法，对测量列的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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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目标

1) 理解测量误差的基本概念，测量误差的来源，测量误差的分类，掌握测

量误差的基本表示方法，近似数的修约方法和运算方法；

2) 了解随机误差的概念，掌握随机误差的正态分布，并学会测量标准偏差

和极限误差的计算方法；

3) 了解系统误差的概念，理解系统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掌握系统误差

的发现方法，系统误差处理方法；

4) 了解粗大误差的概念，理解可疑值处理的基本原则，掌握粗大误差的统

计判别方法；

5) 了解测量不确定度的概念。

3. 素质目标

1)具备安全意识；

2)具备诚信素质；

3)具备质量意识与责任心；

4)具有自我学习、求实创新和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

5)具有与他人合作、沟通，团队协作能力；

6)具备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

7)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4.课程思政目标

1）培养学生良好职业道德、“一切以数据说话”的求是精神，具有良好的

团队精神和责任意识；

2）通过费业泰教授对于事业精益求精的精神培养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3）通过精密测量设备系统误差分配，培养学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质量

第一的工匠精神。

三、内容标准及实施建议

表 1 项目安排表

章节名称 学习目标
参考

学时

绪论 了解测量误差的概念 2

第一章 误差的基

本概念

1.1 测量误差术语与概念 1. 了解测量误差的来源，测量

误差的分类；

2. 正确定义三大类误差及其

与精度的对应关系；

3. 掌握绝对误差与相对误差

14

1.2 误差的定义及基本概念

1.3 测量误差的来源

1.4 误差的分类、精度

1.5 近似数的修约与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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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方法；

第二章 随机误差

的基本特征与处理

方法

2.1 随机误差的概述 1. 了解随机误差的特征、性

质；

2. 了解以及减小随机误差对

测量精度影响的措施；

3. 掌握测量的标准偏差、极限

误差的计算方法；

4. 随机误差的数据处理方法；

18

2.2 随机误差的分布

2.3 算术平均值原理

2.4 测量的标准偏差

2.5 极限误差

2.6 不等精度测量

第三章 系统误差

3.1 系统误差概述 1. 了解系统误差的特征、性

质；

2. 了解减小系统误差对测量

精度影响的措施；

3. 掌握系统误差的发现方法，

系统误差的数据处理方法；

10

3.2 系统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3.3 系统误差的发现方法

3.4 系统误差的一般处理方法

第四章 粗大误差

4.1 粗大误差 1. 了解粗大误差的特征、性

质；

2. 了解减小粗大误差对测量

精度影响的措施；

3. 掌握粗大误差的统计判别

方法，等精度测量列的数据处

理方法；

6

4.2 可疑值处理的基本原则

4.3 粗大误差的统计判别方法

4.4 测量结果的数据处理实例

第五章 误差的合

成
了解误差的合成方法 2

第六章 测量不确

定度

6.1 测量不确定度 1. 了解测量不确定度的概念；

2. 了解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流程。

4

6.2 不确定度的评定与报告

四、考核评价

1.课程考核评价成绩构成

课程考核突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过程考核与综合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由线上考核和线下考核组成。线上考核占总成绩的 40%，包括素材、视频、作业

测验、随堂测验、帖子、签到、参与度等，通过引导激励，对作业态度、合作

精神、学习主动性、学习能力等进行评价。线下考核占总成绩的 60%，包括期末

考试、课堂表现、考勤、作业等。

2.线上考核评价成绩构成



职业教育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

6

线上考核包括：资源、作业测试、互动帖子、签到、考试、访问等，各分

项的权重比例见表 2。

表 2 线上考核评价表

类别 权重 具体说明

资源 30
资源全部看完得满分，满分 100 分；资源查看进度必须

≥60%才能获取学分

作业测试 15 所有作业测试的平均分

互动帖子 15
所有互动的平均分，发表或回复一个讨论问题得 2 分，关注一个

讨论提问得 2 分，满分 100 分

签到 15 所有签到统计得分

考试 10 所有考试的平均分

访问 15 访问课程次数，访问次数达 50 次为满分，最多不超过上限分数

图 2 线上考核组成

3.线下考核评价成绩构成

线下考核包括：学习态度、团队协作、期末考试、课堂表现、考勤、作业

等，各分项的权重比例见表 3。

表 3 线下考核评价表

类别 权重 具体说明

学习态度 10 学习态度端正，注意力集中，能使用各种资源进行相关资料收集

团队协作 10 积极与团队成员合作，共同完成小组任务

考勤 10 所有考勤统计得分

课堂表现 10
认真听讲、积极参与讨论，大胆提出问题、表达自己的想法，善

于与人合作、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作业 10 所有作业的平均分

期末考试 50 期末考试的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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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实施条件

1.师资基本条件

担任《误差分析与数据处理》课程的主讲教师需要熟悉生产现场真实情况，

能够将企业相关岗位技能要求和相关信息传递给学生。同时应该具备一定的科

研能力，能够对测量数据处理有所研究并熟练掌握随机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大

误差产生的原因、特征、判断和处理方法，直接测量列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

同时还应具备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与企业工作经验。在教学组织能力方面，应具

备基本的设计能力，还应具备较强的施教能力、课堂掌控能力和应变能力。

2.教学资源条件

（1）教材的使用建议

教材选用要以培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指导思想，贯彻高职高专培养目

标，强调教材与实际的结合。教材要充分体现课程设计思想，以“够用、适用”

为原则，合理选择知识内容以便实施教学，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提高职

业能力。

本课程的教材建议选用《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费业泰，机械工业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

《误差理论与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李金海，中国计量出版社；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翟国栋，科学出版社；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蒋萍，国防工业出版社。

（2）其他教学资源

网络资源、多媒体教学课件等教学资源下载地址：

http://www.baidu.com

http://www.hexagonmetrology.com.cn/

微知库 http://wzk.36ve.com/home/project-home-page?projectId=8

六、其它建议和说明

1.教学建议

（1）针对于学生基础技能薄弱，建议加大基本专业技能的培养(如通过让学

生在学校里学习一段时间的理论，再去工厂里面实践，通过工学结合的方法加

强学生对数据处理的了解和认识)。

（2）学生的抗压能力较弱，可以增加学习强度，在考核方面加强考核力度，

提高考核标准。

（3）加强教育教学引导，培养学生广泛的学习兴趣，不断改善他们的知识

结构。

（4）把知识的学习、技能的学习、道德的学习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丰

富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使学生真正提高学习能力、职业能力和社会能力。

（5）让学生在走入社会前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加强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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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学结合

合理的安排学生到尽可能专业对口的岗位上参加工学结合下厂实习。为学

生提供了包括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两方面能力培养的实践环境，使学生在真实

的环境下进行岗位实践，培养学生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技术及管理能力，取得

实际工作经验，培养团队协作精神，群体沟通技巧，组织管理能力和领导艺术

才能等个人综合素质，为学生今后从事各项工作打下基础。

学校也安排教师到企业下厂学习，使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得以提升，教师

可以根据在工厂里面的学习经历与企业开发“厂中校”课程资源，更好的为学

生和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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