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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1 重力坝类型与布置（课堂实录） 

1.1 教学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水工建筑物 授课班级 水工建筑 2001 

项目名称 项目一 重力坝设计 授课时数 2 学时 

任务名称 重力坝类型与布置 授课地点 
水利智慧教室&校内水工仿真

实训基地 

授课说明 
前 60min 在教室授课，后 30min 在校内仿真实训基地授课，由于场地有

限，采用分班教学方式进行，共分两批进行，每批次教学时长 15min。 

授课教材 “十三五”高等职业教育立体化教材《水工建筑物》 

参考教材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混凝土重力坝设

计规范》（SL319-2018） 

授课内容 
（1）重力坝概念；（2）重力坝特点； 

（3）重力坝类型；（4）重力坝布置。 

学情分析 

知识和技能

基础分析 

具备水利水电工程基本概念、水工建筑物类型及枢纽建筑物

等别划分的基础，掌握工程力学、建筑材料和水力学分析与

计算方法。 

认知和实践

能力分析 

能进行水利工程图纸的识读与绘制，会运用力学、水力学和

建筑结构的基本原理分析计算简单构件对象。 

学习特点 

分析 

（1）学习动力有待激发； 

（2）学习能力和主动性有差距； 

（3）喜欢从手机和网络获取知识； 

（4）喜欢在训练中寻找成就感。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重力坝概念； 

（2）理解重力坝特点； 

（3）掌握重力坝类型与布置原则。 

技能目标 

（1）能区分不同类型重力坝； 

（2）能分析不同枢纽工程的布置方法； 

（3）能识读重力坝枢纽布置图。 

素质目标 

（1）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创新意识； 

（2）树立职业岗位责任意识，培养工匠精神； 

（3）传承水利精神，树立职业荣誉感。 

教学重点 重力坝概念；重力坝的特点；重力坝的坝型。 

教学难点 重力坝类型；重力坝枢纽的布置。 

教学流程 

课程依托职教云和国家教学资源库信息化教学平台，基于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运用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理念，设计“二元、三

段、五步”一贯通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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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准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能力；课堂教学充分发

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帮助学生探究新知；课后拓展注重培养学生探索交

流能力，提升综合素养。教学流程如下： 

 

教学策略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依托云课堂教学平台、校内仿真实训基地

等资源，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以三峡大坝为引入，由简到繁、依

次推进学习任务，充分利用实训基地功能，通过现场参观激发学生主观

能动性，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协同探究；进行合理分组，发挥学生帮带

作用，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竞争、团队协作能力；通过课堂思政和匠人

故事激发学习兴趣。 

课程思政 
通过三峡工程简介视频的引入，树立学生职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激发家国情怀，传承水利精神。 

信息化教学

资源 

智慧职教云平台→课前发布预习任务清单； 

三峡工程实况视频→课中使学生感受我国水利工程取得伟大成就； 

校内仿真实训基地→学生直观感受重力坝外形特征和枢纽布置特点； 

中国大学 MOOC《水工建筑物》→课后线上测试检查知识掌握度，及时

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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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学实施 
课前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评价指标 

步骤 1  

课前导学  

自主学习 

1.激发共情 

视频“故县水库重力坝3D仿

真”。 

 
中国大学 MOOC 视频“重力

坝的概念” 

 

2.课前测试 

智慧职教云课堂进行测试。 

1.发布学习任务 

 
通过云课堂平台下发预习任

务清单。 

2.上传视频 

发布课前视频，要求对照教材

认真观看视频。 

3.发布讨论 

通过观看《重力坝的概念》视

频，思考重力坝的有哪些特

点。 

4.发布课前测试 

发布讨论与课前测试，对学生

进行线上指导。 

5.分组安排 

根据测试与讨论情况进行分

组。 

1.查看任务清单 

登录云课堂，查看任务

清单。 

2.预习视频 

登录大学生慕课，观看

学习“重力坝的概念”视

频。 

3.水利数字博物馆查找

资源参与讨论 

登录水利数字博物馆查

询三峡工程介绍，查询

资料根据三峡大坝和故

县水库谈谈重力坝有哪

些特点。 

4.参与课前测试 

完成课前测试。 

5.查看分组 

查看测试结果与分组名

单。 

1.设计目的 

准确把握学情，发

挥学生学习主观

能动性，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探究式

学习。 

2.思政融入 

引入大国重器三

峡工程，树立学生

职业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激发家国

情怀，传承水利精

神。 

 

（1）讨论参

与度； 

（2）测试成

绩。 

课中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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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情境创设 

设问思考 

10min 

1.温故知新 

回顾水利枢纽如何分等、水

工建筑物如何分级。 

2.新知引入 

引入三峡大坝，观察三峡大

坝的特点，三峡工程、三峡

枢纽与三峡大坝得区别与联

系。 

 

1.开启签到 

学习平台签到。 

2.检查提问(5min) 

通过查看云课堂任务完成情

况，提问水利枢纽是如何分

等、水工建筑物如何分级。 

3.情景创设（2min） 

播放三峡大坝简介视频；让

学生了解三峡大坝概况，引

发学生思考。 

4.组织讨论（3min） 

云课堂发布讨论：三峡工程、

三峡枢纽与三峡大坝一样

吗？  

1.完成签到 

学习平台完成签到。 

2.课堂提问 

回顾前期相关知识内

容，积极回答问题。 

3.情景融入 

观看视频，让同学们大

国重器要掌握在自己手

里。 

4.参与讨论释疑 

三峡工程、三峡枢纽与

三峡大坝得区别与联

系？ 

1.设计目的 

通过提问法、互动

法帮助学生做好

知识衔接。从三峡

大坝引入，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和好

奇心。 

2.思政融入 

以实际案例让学

生体会水利工程

的伟大、科学求实

的创新精神。 

（ 1 ）出勤

率； 

（2）讨论参

与度。 

步骤 3 

重难讲解 

学有所获 

50min 

1.重力坝概念 

通过重力坝受力分析讲解重

力坝的概念和相关专有名

词。 

 

2.重力坝特点 

（1）便于泄洪，施工导流容

易； 

1.解惑答疑（4min） 

通过树状图说明三峡工程、三

峡枢纽与联系。 

 

2.新知讲解一（10min） 

通过重力坝受力分析讲解重

力坝的概念和相关专有名词。 

3 新知讲解二(14min) 

（1）在内化提升的基础上，利

1.讨论释疑 

积极参与讨论，认真听

取老师讲解，识别三峡

工程、枢纽与大坝三者

的不同，纠正自己对概

念的误区。 

2 初识新知 

通过重力坝受力分析，

理解重力坝的名字来

历；熟记坝段、坝轴线、

横缝等专业术语。 

3.新知探究 

1.设计目的 

采用工程类比法、

归纳总结法让学

生了解溢流重力

坝剖面组成、各部

分设计原则；掌握

剖面绘制方法；能

掌握溢流坝消能

方式的选取。 

2.思政融入 

（1）引入丹江口

大坝加高案例，让

（1）头脑风

暴参与度； 

（2）课堂提

问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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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混凝土重力坝需要温控

散热措施； 

（3）材料强度不能充分发

挥； 

（4）受扬压力影响大；（5）

对地形、地址条件适应性好。 

 

 
3.重力坝类型 

重力坝按坝高、筑坝材料、

断面结构、泄水条件、施工

方法分为不同类型。 

 

 

 

用口诀式记忆法分类归纳，引

入向家坝工程、丹江口水利工

程案例，讲解重力坝的优点。 

（2）引入三峡混凝土浇筑温

控视频，讲述三峡大坝打破

“无坝不裂”的行规的原因。 

4.新知讲解三（5min） 

从重力坝发展史，引出重力坝

的千姿百态。 

5.头脑风暴（3min） 

云课堂发布讨论头脑风暴：实

体重力坝缺点怎么解决？ 

6.重点剖析（10min） 

分析学生的解决方案，根据学

生的方案结合潘家口水利枢

纽、石泉水电站、枫树坝水库、

佛子岭连拱坝等工程，讲述宽

缝重力坝、空腹重力坝、支墩

坝等坝型。 

7.固化理解(4min) 

通过提问，根据学生的回答，

分析三峡大坝最终采用实体

重力坝的原因。 

通过记忆口诀、借助工

程案例、内化吸收。懂得

“饮水思源”的不易，也

要明白三峡大坝创造的

大坝奇迹，是千万水利

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4.新知探索 

认真听取老师讲解重力

坝的发展史，了解我国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之一

灵渠，认同我国古代劳

动人们的智慧。 

5.发散思维 

思考如何改变重力坝形

式，从而能解决尺寸大、

水化热大等缺点。 

6.重点解惑 

通过实际工程案例仔细

领会各类重力坝的特点

与特色。 

7.知识重组 

积极回答老师问题，思

考三峡大坝采用实体坝

型的原因。 

学生认识到工程

加高的难度，也要

懂得“饮水思源”

的不易； 

（2）结合重力坝

的特点，通过三峡

大坝创造了“天衣

无缝”的大坝奇

迹，培养学生要有

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和坚持不懈

的创新精神； 

（3）从重力坝的

发展史，让学生理

解水利工程“兴利

除害”“为民治

水”、“人水和谐”

的重要意义，体会

作为水利人所肩

负的责任。 

步骤 4  

校内基地 

1.参观校内实训场地，结合

重力坝典型断面模型，回顾

1.情景创设（2min） 

将学生分两批带入校内实训

1.情景融入 

按照老师安排，有序进

1.设计目的 

分班教学，从校内

（1）头脑风

暴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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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训练 

30min 

非溢流坝与溢流坝的特点；

讲解重力坝仿真模型各坝段

组成。 

2.重力坝布置要点 

进行坝体布置时，由于坝体

是枢纽建筑物的一部分，故

需结合枢纽布置全面、合理

地安排坝体上各种建筑物

（如泄洪、发电、灌溉、供

水、航运、过木、排沙、过

鱼等）的布置，避免互相干

扰。 

3.技能训练 

广德祥里水库重力坝布置。 

场地，结合重力坝典型断面

模型，回顾非溢流坝与溢流

坝的特点；结合讲解重力坝

仿真模型各坝段组成。 

2.发布头脑风暴（2min） 

观察基地重力坝，每组至少

总结重力坝布置 2 个关键

点。 

3.要点梳理（3min） 

在学生观察基础上，结合广

德祥里水库平面布置图与地

形图梳理汇总重力坝布置的

要点：短直、正交、主流位

置、协调。 

4.小组 PK（2min） 

每个小组在广德祥里水库平

面布置图上进行重力坝布

置。 

5.点评互评（1min） 

对学生布置成果进行点评指

导，指出当中存在的亮点与

问题。 

入校内实训基地，认真

观察基地仿真模型，仔

细聆听老师讲解内容，

积极回应老师提出的问

题。 

2.参与头脑风暴 

仔细观察基地重力坝各

坝段位置特点，总结重

力坝布置关键点。 

3.重点解惑 

结合广德祥里水库工程

案例与基地重力坝模

型，理解重力坝布置的

影响因素，认真听取老

师讲解。 

4.完成重力坝布置 

广德祥里水库平面布置

图上完成重力坝布置，

并阐述布置成果。 

5.查漏补缺 

认真听老师强调的问

题，强化重力坝类型与

布置的相关内容。 

实训基地重力坝

仿真模型实际案

例出发，提高学

生。 

2.思政融入 

通过分组任务建

立团队意识，提高

协作能力、培养学

生统筹规划、全局

考虑的思维模式。 

（ 2 ）小组

PK 评分； 

（3）随堂测

验成绩。 

4.课堂测验 6.发布课堂测验（5min） 

云课堂发布本节课相关内容

测验。 

6.完成课堂测验 

完成课堂测验，查漏补

缺。 

  

课堂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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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评价指标 

步骤 5 

素质拓展 

创新突破 

引入丹江口工程案例，观察

丹江口水利枢纽平面布置图

中大坝布置特点。 

 
巩固重点、难点知识，内化

提升技能。 

1.发布讨论 

丹江口水利枢纽平面布置图，

图中①~⑤分别是什么坝段？

图中③和④代表的坝段调换

位置？ 

2.发布任务 

登录水利数字博物馆，查找资

源，完成课后作业。 

3.课后测验 

要求学生登录云课堂，进行任

务单元测验，做好课后复习。 

1.完成讨论 

认真识图，确定出每一

个坝段建筑物的位置，

理解建筑物布置原因。 

2.完成任务 

从水利数字博物馆中找

出较著名的重力坝，并

描述其特点，上传作业。 

3.完成测验 

完成测验，做好课后复

习。 

1.设计目的 

通过增值评价评

定学生技能水平

高程度。 

2.思政融入 

激发学习兴趣，培

养创新意识。 

（1）课后讨

论参与度； 

（2）作业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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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学反思与改进 

教学实效 

（1）三峡工程案例引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树立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 

（2）口诀式记忆法分类归纳帮助学生牢固掌握学生掌握重力坝概念、特点及类

型，突破重点，化解难点； 

（3）《水利数字博物馆》辅助教学，拓展学生水利知识，提升水文化素养。 

（4）学习全过程数据采集，精准把握学习效果。 

 
任务单元测评成绩分析 

存在问题 

个别讨论参与度不高，学习积极性偏低； 

测试结果统计分析发现，学生对空腹重力坝、宽缝重力坝坝型特点概念容易混

淆，部分知识点掌握达标度不高。 

改进设想 

关注课堂参与度不高学生，下次课上重点提问； 

课后推送中国大学 MOOC《水工建筑物》、水工国家教学库相关学习资源，强

化知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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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表 1 学生任务书 

课程名称 水工建筑物 项目名称 
项目一 重力坝

设计 

工作任务 任务 1 重力坝类型与布置 建议学时 2 学时 

班 级  姓   名  

学 号  日  期  

学习内容 

（1）重力坝的概念； 

（2）重力坝特点； 

（3）重力坝坝型分类； 

（4）重力坝基本组成。 

（5）能区分不同类型重力坝； 

（6）能分析不同类型重力坝的特点； 

（7）能认知重力坝的组成； 

（8）能理解重力坝布置原则。 

工作步骤 

（1）听老师布置任务，理解教师意图； 

（2）学习重力坝的概念； 

（3）学习重力坝特点及适用性； 

（4）学习重力坝分类方法； 

（5）课堂测试、强化训练、小组 PK； 

（6）听取老师的评价，进行总结。 

提交成果 
（1）测试题； 

（2）案例训练。 

考核要点 

（知识、技

能、素质） 

（1）重力坝的概念（特征、结构组成和工作原理）、特点及适用

性、分类方法； 

（2）合理使用规范，查找相关标准； 

（3）积极完成任务；充分讨论，发表个人见解；诚实守信、发挥

团队精神。 

考核方式 

（1）知识考核采用过程考核，自主完成自测题，课堂积极回答老师

的问题； 

（2）技能考核依据案例训练。 

课堂活动成绩 
出勤 活动参与 测验 课堂表现 

是/否    次    分    分 

技能评价成绩 
小组互评 小组内同学互评 教师评价 

   分    分    分 

作业成果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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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表 2   任务过程考核表 

考

核

方

案 

分项 分值 权重 考核依据及所占比例 

课堂 

活动 
100 30% 出勤、测验、活动参与、课堂表现。 

技能 

考核 
100 50% 课中技能训练完成质量。 

作业 

成果 
100 20% 课后作业完成质量。 

考 

核 

内 

容 

 

（1）重力坝的概念； 

（2）重力坝特点； 

（3）重力坝坝型分类； 

（4）重力坝基本组成； 

 

（5）能区分不同类型重力坝； 

（6）能分析不同类型重力坝的特

点； 

（7）能认知重力坝的组成。 

 

评

分

标

准 

及

实

施

方

案 

课堂

活动 

利用职教云课堂每次课开始提问课前预习有关内容，课中开展讨

论、头脑风暴、随机提问、测验等课堂活动，根据活动完成情况给与

（1~5）分加分，计入本次任务学习知识考核分值。 

技能

考核 

依据学生课上案例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小组互评、同学互评、教

师评价得分综合确定，计入本次任务学习技能考核分值。 

作业

成果 

100~80 分 成果内容完整、资料翔实，分析计算正确。 

80~60 分 成果报告内容完整、分析基本无误。 

0 分 成果内容不全，分析存在较多错误。 

说明 旷课次数计入职教云课堂考勤，旷课本任务考核成绩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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