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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河流基本知识 

1.1 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水工建筑物 授课班级 水工建筑 1903 班 

项目名称 洪灾及控制 授课时数 2 学时 

任务名称 河流基本知识 授课地点 ******* 

授课教材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水工建筑物基础》 

参考教材 《水闸设计与施工》教材，《水闸设计规范》（SL265-2016） 

授课内容 
（1）河流的干流、支流；（2）水系、流域概念； 

（3）河流上、中、下游的划分；（4）河流水文要素。 

学情分析 

知识和技能

基础分析 

具备水资源、水利水电工程基本概念，掌握工程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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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课堂思政和匠人故事激发学习兴趣； 

（2）学习能力和主动性有差距，课前进行合理分组，发挥学生帮带作； 

（3）喜欢从手机和网络获取知识，充分利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

家资源库等信息化平台进行教学设计； 

（4）喜欢在训练中寻找成就感，通过挑战答题等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

创新竞争、团队协作能力。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河流的干流、支流概念； 

（2）理解水系、流域； 

（3）掌握河流上、中、下游的划分及特征 

（4）掌握河流水文要素。 

技能目标 

（1）能区分不同河段特征及水流特点； 

（2）能分析河流水文要素； 

（3）能区分不同流域和水系。 

素质目标 

（1）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创新意识； 

（2）树立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岗位责任，培养工匠精神； 

（3）传承大禹精神、红旗渠精神、抗洪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增强职业荣

誉感。 

教学重点 上、中、下游河段特征；河流水文要素；水系、流域概念； 

教学难点 上、中、下游河段特征；河流水文要素 

课程教学

设计 

课程依托职教云和国家教学资源库信息化教学平台，基于“教·学·做·评·创”

教学模式，运用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理念，设计“三阶段、四融入、五结

合”贯通教学方法。三阶段是指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教学阶段；四融入是指教学内容

融入大禹精神、红旗渠精神、抗洪精神、工匠精神；五结合是指教学内容与专业、水利

行业、学生学情、课程特点、技能等级证书（X 证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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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策略 
基于“教·学·做·评·创”教学模式，依托云课堂教学平台、虚拟仿真实训软件

等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以典型工程案例为载体，通过由浅到深、依次递进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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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协同探究，突破重点，化解难点。 

课程思政 
通过红旗渠视频引入，树立学生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岗位责任，培养工匠精神；传承

大禹精神、红旗渠精神、抗洪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增强职业荣誉感 

，激发家国情怀。 

信息化教

学资源 

智慧职教云平台→课前发布预习任务清单； 

98 年抗洪抢险视频→课中引入，使学生感受我国面临洪水灾害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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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2  教案 

步骤 1 课前导学 自主学习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评价指标 设计意图 方法手段 

发布资源： 

1.通过云课堂平台下发预习任务清单； 

（1）预习河流、流域概念 

（2）了解我国长江、黄河河流特性 

2.云课堂学习平台上讨论互动，线上指导； 

3.登录水利数字博物馆查询我国重要江河介绍，获取相关信

息； 

 

学生登录学习平台，查看任务清单，完成任

务，做好课前预习，自主学习线上资源。 

 

云课堂预习任务完

成率 

发挥学生学习

主观能动性 

1.自主学习； 

2.探究式学习； 

 

步骤 2  课中                   

教师活动【引】 学生活动【思】 评价指标 设计意图 方法手段 

1.检查提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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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案例引入：播放 98 年抗洪抢险视频；让学生了解洪水

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损失。 

 

4.发布讨论问题：水系是如何组成的、河流有哪些特征？ 

1.回顾前期相关知识内容，回答问题； 

2.观看辅助教师现场讲解； 

3.观看视频，感受 98 抗洪抢险震撼； 

4.参与教师发布的讨论。 

出勤率； 

讨论参与率； 

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和好奇心，

树立职业荣誉

感和自豪感； 

帮助学生回顾

水资源特点，做

好知识衔接 

引导法； 

提问法； 

互动法； 

步骤 3   课中                        

教师活动【教】 学生活动【学】 评价指标 设计意图 方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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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解：干流、支流和水系概念、特点 

由大小不同的河流干流、支流、湖泊、沼泽和地下暗流

等组成的脉络相通的水网系统称为水系，也叫河系或河网。

水系一般以它的干流或以注入的湖泊、海洋名称命名，如长

江水系、太湖水系、太平洋水系等。 

2.讲解：河流按具地貌特征及水力特性进行分段  

（1）河源——河流丌始具有地面水流的地方。 

（2）上游——直接连接河源的河流上段 

（3）中游——上游以下的河流中段。 

（4）下游——中游以下的河段。 

（5）河口——河流的出水口。 

头脑风暴：河流不同河段水力特点有哪些？ 

 

3.讲解：河流的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有河流长度、纵横断面、河床比降等，河流

基本特征是进行水利工程规划和水工建筑物设计的基本数

据。 

提问环节：河道纵比降公式含义？ 

4.讲解：河流的水文要素 

河流的水文要素有水位、流量和含沙量等 

（1）河流的水位； 

（2）河流的流量； 

（3）河流的含沙量； 

（4）流域； 

1）流域的分水岭； 

2）流域面积； 

3）流域的自然地理特征 

听课，获取有关知识和信息；思考、回答问

题 

1.认真听取老师讲解，理解干流、支流和水

系 的不同； 

 

 

 

 

2.认真学习，通过图文展示，领会不同河段

地貌特征及水力特性；积极参与头脑风暴。 

 

 

 

 

 

3.掌握河流基本长度概念，应用河道比降公

式计算河床比降；积极回答问题 

 

 

 

 

 

 

 

4.认真听取老师讲解，掌握河流的水文要素

有水位、流量和含沙量等水文要素的含义及

讨论参与率； 

测试题的完成度 

能准确描述干

流、支流和水

系；能识不同河

段水流特点；能

分析河流水文

要素。 

归纳总结法 

互动法 

讲授法 

案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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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意义。 

步骤 4  课中                       

教师活动【评】 学生活动【做】 评价指标 设计意图 方法手段 

1.发布测试：学生分组进行学习强国形式挑战答题； 

2.点评互评：针对学生挑战答题和头脑风暴回答情况，对学

生进行点评指导；引导学生进行分组评价、组内互评。 

1.完成挑战答题，加深对河流基本知识的理

解; 

2.听取老师点评，分组评价，组内互评 

挑战答题正确率； 

小组 PK 评分 

以实际案例引

发学生思考，进

一步掌握学习

重难点。 

建立团队意识，

提高协作能力； 

测试法 

互动法 

评价法 

步骤 5    课后 

教师活动【拓】 学生活动【创】 评价指标 设计意图 方法手段 

1.发布收集我国重要江河的基本资料，根据河流特征、水文

要素整理分析，加深对我国江河认知； 

 

2.登录水利数字博物馆，查找相关内容，完成职教云平台课

后作业。 

 
3.要求学生登录水工专业教学资源库、云课堂等数字化学习

平台，学习相关资源，完成相应任务，做好课后复习。 

 

1.按要求收集相关河流基本资料，将资料整

理分析发布至职教云课课后任务； 

2.从水利数字博物馆中找出较相关河流，并

描述其特点。 

3.学习相关网络资源，完成相应任务，做好

课后复习。 

 

云课堂 

激 发 学 习 兴

趣，培养创新

意识 

引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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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学反思与改进 

特色创新 教学效果 存在问题 改进策略 

（1）引入红旗渠工程视频，

树立学生追求卓越、精益求

精的岗位责任，培养工匠精

神；传承大禹精神、红旗渠精

神、抗洪精神、愚公移山精

神，增强职业荣誉感，激发家

国情怀。 

（2）口诀式记忆法分类归纳

帮助学生牢固掌握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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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以上的学生掌握

河流的干流、支流概念； 

水系、流域；河流上、中、

下游的划分及特征； 

（2）随堂测试成绩平均在

90 分以上； 

 

个别讨论参与度不

高，学习积极性偏

低； 

测试结果统计分析

发现部分知识点掌

握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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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强化

知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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