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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思路 

本模块以西部某精准扶贫引水渠系工程施工测量生产项目为载体，采用任务驱动教

学法，运用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国家资源库、测绘地理信息国家资源库、职教云平台、虚

拟仿真等信息化手段，依据专业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及岗位工作任务设

计了“导·演·学·练·升·评”六环节的教学活动，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的教学理念，教学活动中引用新的规范，采用新型仪器设备，运用新兴测算软件

系统，精心组织、精准施测、精密测算。整个教学过程以“三精”为灵魂，以生产项目

为载体，以岗位技能为工作任务，基于工作过程将技能+劳动+生态理念+精准扶贫思想

融入整个教学活动。具体教学设计思路如图 1 所示。 

 
图 1 教学思路 

二、教学分析 

1.教学内容 

 
图 2 水利工程施工放样实训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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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施工放样》课程为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的一门核心技能课程。依据专

业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将教学内容重构为 

四个实训环节，本单元为该课程的模块 2，共 18学时，包括 6个任务。本模块在课程中

位置如图 2所示。 

教材选用“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水利工程测量》。根据基于工作过程教学设

计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重组处理（图 3）。 

 

（a）本课程所选教材         （b）调整前教学内容       （c）调整后教学内容 

图 3 教材与教学内容 

2.学情分析 

（1）知识与技能分析  

①本课程在第三学期开设，学生已通过《水利工程测量》、《基础测量实训》等前

导课程的学习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测量能力。  

②职教云平台课前测试结果显示，学生基本掌握坐标放样、高程放样等基本知识和

技能，测试结果如图 4所示。  

 
图 4 课前测试 

（2）学习特点分析：  

①思维活跃、动手欲望强，对新的仪器、体验式教学等实操项目感兴趣。  

②部分学生线上主动学习意识不强，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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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目标 

依据课程标准、岗位需求及学情分析结果，从知识、技能和素养三方面确定了本模

块的教学目标，如图 6所示。 

 
图 6 教学目标 

4.教学重难点 

（1）重点 

渠道施工控制测量；纵断面测量；横断面测量；土方量计算；边坡放样。 

（2）难点 

纵断面测量；横断面测量；土方量计算（图 7）。 

 
图 7 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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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策略 

根据学情分析、教学内容，结合教学资源，课程采用“四结合”教学策略，即将个

人学习与教师导学相结合，将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无缝对接、将虚拟仿真和实战演练有

效融合，将个人学习和团队协作相互促进（图 8）。 

 

图 8 教学策略 

教学手段：采用任务驱动法优化教学过程，借用信息化技术、媒体资源和小组竞赛

等多种形式组织具体教学活动有效突破重难点。 

四、课堂实施 

以西部某精准扶贫引水渠系工程施工测量生产项目为载体，以岗位技能为工作任务，

基于工作过程将技能+劳动+生态理念+精准扶贫思想融入整个教学活动。 

教学过程包括课前准备、课中探究、课后拓展、评价考核四个环节。 

1.教学准备 

学生在平台上完成基础知识测验，教师根据测试结果对个别学生进行线上辅导。随 

后按照优势互补、实力相当为原则划分学习小组并发布学习资料和任务单，布置课前需

完成的实践任务，学生完成后拍照上传教学平台，教师根据学生的完成情况适时调整教

学策略（图 9）。 

 
图 9 课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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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中探究 

渠系工程施工测量包括任务导入、渠道施工控制测量、纵断面测量、横断面测量、

土方量估算、渠道边坡放样六个任务。各任务教学过程分为三个环节（图 10）。 

 
图 10 课中探究 

3.课程思政 

为加强学生们文化自信，增强职业精神，培养学生甘于奉献，勇于挑战的工匠精神。

课前和课中，积极引导学生观看“学习强国”APP 记录宣传片，例如：《人工天河红旗渠

红旗渠》、《南水北调》、《北斗，珠峰测高时，你都干了啥？》等，并组织学生发表

观后感，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思政教育的亲和性。在教学过程中，观看相关视

频，如南水北调、西部扶贫水利枢纽、珠峰测量等，生动灵活的引入所学内容，从真正

意义上讲爱国主义精神、工匠精神、测绘精神等自然渗透到专业课堂中，达到思政教育

与专业技能培养共赢的内涵式发展效果。 

 
图 11 思政教育视频截图 

 

4.课后拓展 

布置必选任务（如课后自测、视频资源）、鼓励学生参与难度更高的任务、参与讨

论企业指导教师提出的生产任务中相关技术问题等。 

5.评价考核 

采用多元化评价机制，综合考虑课前个人自主学习，课中个人表现、小组竞赛成绩，

课后拓展进行量化考核（见表 1）。教师根据最终得分给出学习建议。对于个人总成绩

大于 90分的学生获得水利工程测量精湛技能证书，70-90 分之间给予鼓励，60-70 分之

间给予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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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渠系工程施工测量任务量化考核表 

学生 
课  前 

20分 

课  中 

60分 

课后拓展 

20分 

个人 

总分 

姓名 

课前任务

完成情况

10分 

课前基础

知识测试 

10分 

课堂表现 

（态度、参与度） 

10分 

任务

完成

情况 

进阶任

务完成

情况 

三次 PK

小组总

成绩 

课后

自测 

5分 

进阶

任务

10分 

参与

讨论 

5分 

 

 

五、教学效果 

 
图 12 教学效果 

 
表 2 全国水利高职院校河道堤防工技能大赛 

序号 参赛年份 技能大赛 
获奖 

等级 
备注 

1 2018 
全国水利高职院校河道

堤防工技能大赛 
二等奖 

 

2 2019 
全国水利高职院校河道

堤防工技能大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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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色创新 

 
图 13 特色创新 

七、反思诊改 

 
图 14 反思诊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