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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水利枢纽作用、类型和标准  

1.1 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水工建筑物 授课班级 ******* 

项目名称 项目三 水利枢纽 授课时数 2 学时 

任务名称 水利枢纽作用、类型和标准 授课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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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工程》教材、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技术规范》 

授课内容 
（1）水利枢纽的作用；（2）水利枢纽的类型； 

（3）水利水电枢纽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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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工程力学、建筑材料、水利工程和水力

学分析与计算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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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水利枢纽的作用； 

（2）掌握水利枢纽的类型； 

（3）掌握枢纽等别划分标准。 

技能目标 
（1）会根据水利枢纽资料划分水库枢纽； 

（2）会根据枢纽工程任务指标划分枢纽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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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水利枢纽的作用；（2）水利枢纽的类型 

教学难点 枢纽等别划分标准 

课程教学

设计 

基于校企合作，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融入思政要素、线上+线下混合式

学习理念，依托职教云和国家教学资源库信息化教学平台、 “教·学·做·评·创”教

学模式，设计“三阶段、四结合、五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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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习兴趣，锻炼学生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能力。以能识读、讲述设计

图为总目标任务，构建“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流程，实现掌握知识、练就技能、坚

定思政等 3 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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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峡工程作为引导，引出水利枢纽的概念，通过由浅到

深、依次递进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协同探究，突破重点，化解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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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 
通过毛主席和大江大河、水利工程的案例的引入，树立学生艰苦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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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教学资源库《水工建筑物》3D 仿真教学→课前使学生直观感受各类水利枢纽特征； 

三峡工程概况介绍视频→课中引入，使学生感受大国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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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云课堂学习平台上讨论互动，线上指导； 

3.参考智慧职教水工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水工建筑物》3D

仿真教学重力坝组成； 

4.登录水利数字博物馆查询蓄水工程、引水工程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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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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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对于水

利枢纽相关资料的搜集，引导学生分享搜集到的水利枢纽

及其作用； 

2.校内实训基地现场转接：辅助教师在校内水利枢纽仿真

实训基地现场讲解； 

3.案例引入：播放三峡工程简介视频；让学生了解三峡工

程概况，让学生感受大国重器，树立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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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大国重器的魅力； 

4.参与教师发布的讨论。 

出勤率； 

头脑风暴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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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知识，做

好知识衔接 

引导法； 

提问法； 

互动法； 



4 

 

 
4.发布讨论问题：三峡工程创造了哪些世界之最，属于哪

哪一类水利枢纽？ 

步骤 3   课中                      50min 

教师活动【教】 学生活动【学】 评价指标 设计意图 方法手段 

1.讲解：水利枢纽的作用     10min 

结合三峡工程实例，通过树状图及后续展开内容介绍

水利枢纽的作用。 

 
2.水利枢纽的类型：20min 

分别对蓄水枢纽和引水进行介绍，并详细介绍蓄水

枢纽的三个基本建筑物、有坝引水和无坝引水的区别。 

听课，获取有关知识和信息；思考、回答问

题 

1. 积极参与讨论，认真听取老师讲解，理

解水利枢纽的作用； 

 

 

 

 

 

 

 

 

 

 

讨论参与率； 

测试题的完成度 

能准确理解水

利枢纽概念和

以修建类别划

分的类别；能区

分不同类型水

利枢纽的作用。

能够根据工程

资料确定工程

等别。 

归纳总结法 

互动法 

讲授法 

案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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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利水电枢纽的标准：20min 

详细介绍水利枢纽等别划分的依据、数据，然后任选一

个典型工程案例请学生回答并判定其级别，将知识转化为

能力。 

 

 

 

2.认真学习，通过典型工程图片和视频掌握

水利枢纽的类别及其组成； 

 

 

 

 

 

 

 

 

 

 

3. 认真听取老师讲解枢纽等别划分，并积

极参与回答，真正掌握此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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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课后                     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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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团队一人比划多人猜”的课堂训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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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组，完成挑战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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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参观校内实训场地任务，要求重点观察各类水利枢

纽； 

1.参观校内实训基地，结合所学内容，在云

课堂反馈参观心得，将观看视频发布至职教
云课堂 

激 发 学 习 兴

趣，培养创新
引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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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水利数字博物馆，要求学生列举出较著名的蓄水枢

纽，并说明其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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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课课后任务； 

2.从水利数字博物馆中找出较著名的蓄水枢

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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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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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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之重器——三峡

工程视频的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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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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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枢纽概念、作用、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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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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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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3  水利枢纽 授课时数 2 学时 

任务名称 水库 授课地点 ******* 

授课教材 “十三五”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水工建筑物基础》 

参考教材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 

授课内容 
（1）水库作用；（2）水库特征曲线； 

（3）水库的特征水位及库容；（4）水库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学情分析 

知识和技能

基础分析 
了解三峡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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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习情绪化，对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积极性较高； 

➢ 动手能力强； 

➢ 乐于参与； 

➢ 渴望得到肯定、赞赏； 

➢ 能熟练运用手机、电脑等信息化工具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水库作用、库水位、库容等基本概念； 

（2）掌握死水位、正常蓄水位、设计洪水位、校核洪水为、汛限水位等

水库特征水位及相关库容意义； 

（3）了解修建水库的利与弊。 

技能目标 

（1）能看懂三峡工程、小浪底工程中关于水位、库容的描述； 

（2）能听懂防汛期新闻媒体中“超过汛限水位”时，水库泄洪的目的。 

（3）能指出大坝设计图中的正常蓄水位、设计洪水位、汛限水位等特征

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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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

信，增强职业荣誉感，增强民族自豪感； 

（4）大国重器、大国工匠。 

教学重点 
（1）水库的死水位、正常蓄水位、设计洪水位、汛限水位、校核洪水位等水库的特征

水位； 

（2）水库的总库容、死库容、兴利库容、防洪库容等库容的含义。 

教学难点 

（1）水库的死水位、正常蓄水位、设计洪水位、汛限水位、校核洪水位等水库的特征

水位； 

（2）水库的总库容、死库容、兴利库容、防洪库容等库容的含义。 

课程教学

设计 

基于校企合作，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融入思政要素、线上+线下混合式

学习理念，依托职教云和国家教学资源库信息化教学平台、 “教·学·做·评·创”教

学模式，设计“三阶段、四结合、五融入”贯通教学方法。三阶段是指课前、课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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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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习兴趣，锻炼学生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能力。以能识读、讲述设计

图为总目标任务，构建“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流程，实现掌握知识、练就技能、坚

定思政等 3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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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峡工程为载体，通过由浅到深、依次递进的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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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长江流域洪水、三峡工程及长江上流支流的水库群联合调度，洪涝灾害降

低的相关视频的引入，关注汛期水库水位、汛限水位等，树立学生爱国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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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教学资源库《水工建筑物》3D 仿真教学、三峡工程防洪作用相关视频→课前使学

生直观感受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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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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案 
步骤 1     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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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三峡工程相关资料，说出三峡工程的 3 个特征库水位 

2.云课堂学习平台上讨论互动，线上指导； 

3.引导学生在长江网等官方网站查阅三峡工程相关资料； 

 

4.登录水利数字博物馆查询都三峡工程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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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min 

教师活动【引】 学生活动【思】 评价指标 设计意图 方法手段 

1.案例引入：     通过微视频、图片等资源，展示三峡工程、小

浪底工程、白鹤滩水电站等水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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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三峡工程 2020 年汛期防洪视频，

提示汛限水位、正常蓄水位、库容、防

出勤率； 

头 脑 风 暴 参 与

率； 

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和好

奇心，树立职

业荣誉感和

引导法； 

提问法； 

互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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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布讨论问题：  

查找三峡工程，理解汛限水位、正常蓄水位、库容、防洪库

容，事实水位、库容。 

 
 

 

洪库容等词语。 

4.参与教师发布的讨论。 

自豪感； 

能准确描述

三峡工程的

汛限水位、正

常蓄水位、库

容、防洪库

容，以及事实

水位、库容。 

步骤 3   课中                      50min 

教师活动【教】 学生活动【学】 评价指标 设计意图 方法手段 

1.水库作用     12min 

听课，获取有关知识和信息；思考、回

答问题 

2. 积极参与讨论，认真听取老师讲解 

 

 

 

讨论参与率； 

测试题的完成度 

会利用信息

化手段，能准

确查找到三

峡工程等水

库的事实水

位； 

归纳总结法 

互动法 

讲授法 

案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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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组讨论，完成任务，提交，学生互评、教师点评。 

2.水库的特征水位及库容：10min 

 

 
学生分组讨论，完成任务，提交，学生互评、教师点评。 

3.水库对环境的影响：14min 

 

 

 

2.认真学习，通过视频资料了解水库作

用、特征水位及库容、修建水库的利与

弊； 

 

 

 

 

 

3.借助工程案例、内化吸收； 

 

 

 

 

 

 

 

4.认真听取老师讲解知识、积极参与头

脑风暴、发挥想象力、回答问题。 

能找到三峡

工程的特征

水位、库容 

；会客观评价

三峡工程等

水利工程的

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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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风暴：水库的利与弊 

5. 总结与回顾：6min 

结合所学知识，解密开头的问题答案。 

步骤 4  课后                     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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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头脑风暴：  

水库的利与弊 

3.课后测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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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组，完成挑战答题； 

2.完成头脑风暴，加深对水库的理解; 

3.听取老师点评，分组评价，组内互评 

挑 战 答 题 正 确

率； 

头 脑 风 暴 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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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完成课后训练，提交成果；老师批改作业、修改教学设及教学

实施方法、完善案例和课件。 

2.登录水利数字博物馆，要求学生列举出较著名的水利枢纽工程，

并说明其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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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观校内实训基地，结合所学内容，

在云课堂反馈参观心得，将观看视频发

布至职教云课课后任务； 

2.从水利数字博物馆中找出较著名的水

利枢纽工程，并描述其特点。 

3.学习相关网络资源，完成相应任务，

云课堂 
激发学习兴

趣，培养创新

意识 

引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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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课后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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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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峡工程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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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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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水库的死水位、正常

蓄水位、设计洪水位、

汛限水位、校核洪水位

等水库的特征水位；水

库的总库容、死库容、

兴利库容、防洪库容等

库容的含义。回答案例

的问题准确率达到 9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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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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水工建筑物的设计标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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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3  水利枢纽 授课时数 2 学时 

任务名称 水工建筑物的设计标准 授课地点 ******* 

授课教材 “十三五”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水工建筑物基础》 

参考教材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 

授课内容 

（1）水工建筑物分类 

（2）水工建筑物特点； 

（3）水工建筑物级别划分；（4）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学情分析 

知识和技能

基础分析 
了解三峡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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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习情绪化，对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积极性较高； 

➢ 动手能力强； 

➢ 乐于参与； 

➢ 渴望得到肯定、赞赏； 

➢ 能熟练运用手机、电脑等信息化工具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理解一般性水工建筑物与专门水工建筑物、主要水工建筑物与次要

水工建筑物、永久水工建筑物与临时水工建筑物； 

（2）理解水工建筑物特点； 

（3）掌握水工建筑物级别划分依据、意义、标准； 

技能目标 

（1）能判断主要建筑物、次要建筑物； 

（2）能会划分水工建筑物级别； 

（3）会先择不同级别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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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

信，增强职业荣誉感，增强民族自豪感； 

（4）大国重器、大国工匠。 

教学重点 

（1）一般性水工建筑物与专门水工建筑物、主要水工建筑物与次要水工建筑物、永久

水工建筑物与临时水工建筑物； 

（2）水工建筑物特点； 

（3）水工建筑物级别划分依据、意义、标准； 

（4）不同级别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 

教学难点 

（（1）一般性水工建筑物与专门水工建筑物、主要水工建筑物与次要水工建筑物、永

久水工建筑物与临时水工建筑物； 

（2）水工建筑物特点； 

（3）水工建筑物级别划分依据、意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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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级别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 

课程教学

设计 

基于校企合作，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融入思政要素、线上+线下混合式

学习理念，依托职教云和国家教学资源库信息化教学平台、 “教·学·做·评·创”教

学模式，设计“三阶段、四结合、五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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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习兴趣，锻炼学生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能力。以能识读、讲述设计

图为总目标任务，构建“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流程，实现掌握知识、练就技能、坚

定思政等 3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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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峡工程为载体，通过由浅到深、依次递进的学习任务，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协同探究，突破重点，化解难点。 

课程思政 

通过三峡工程的泄水坝段、电厂坝段、船闸、升船机等，了解三峡工程的水工建筑物组

成，各个建筑物在工程中协同工作，发挥发电、防洪、通航等综合作用，激发学生团队

合作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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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教学资源库《水工建筑物》3D 仿真教学、三峡工程简介相关视频→课前使学生直

观感受三峡工程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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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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案 
步骤 1     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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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通过云课堂平台下发预习任务清单； 

 
查阅三峡工程相关资料，说出三峡工程的 3 大作用。 

2.云课堂学习平台上讨论互动，线上指导； 

3.引导学生官方网站查阅三峡工程相关资料； 

 

4.登录水利数字博物馆查询都三峡工程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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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min 

教师活动【引】 学生活动【思】 评价指标 设计意图 方法手段 

1.案例引入：     通过微视频、图片等资源，展示三峡工

程、白鹤滩水电站等水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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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勤率； 

头脑风暴参与率； 

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和好奇心，

引导法； 

提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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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布讨论问题：  

查找三峡工程资料，说明三峡枢纽工程水工建筑物有

哪些？各个建筑物作用是什么？ 

3.观看三峡工程 2020 年汛期防洪视频，提

示学生关注三峡工程作用，各个建筑物协同

作战。 

4.参与教师发布的讨论。 

树立职业荣誉

感和自豪感； 

能准确描述三

峡枢纽工程水

工建筑物、各个

建筑物作用、大

坝等建筑物级

别、设计洪水标

准。 

互动法； 

步骤 3   课中                      50min 

教师活动【教】 学生活动【学】 评价指标 设计意图 方法手段 

1.水工建筑物分类     12min 
 

 
学生分组讨论，完成任务，提交，学生互评、教师点评。 

2.水工建筑物特点：10min 

听课，获取有关知识和信息；思考、回答问

题 

3. 积极参与讨论，认真听取老师讲解 

 

 

 

 

 

 

2.认真学习，通过视频资料了解三峡工程建

筑物组成，各个建筑物作用、三峡工程大坝

是级别建筑物，大坝的设计洪水标准； 

 

 

 

 

讨论参与率； 

测试题的完成度 

会利用信息化

手段，能准确查

找到三峡工程

主要水工建筑

物组成、各个建

筑物发挥作用；

会判断三峡工

程大坝是级别

建筑物，大坝的

设计洪水标准。 

归纳总结法 

互动法 

讲授法 

案例法 



21 

 

 
 

学生分组讨论，完成任务，提交，学生互评、教师点评。 

3.水工建筑物的级别划分：7min 

 
头脑风暴：三峡工程大坝的级别 

4.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7min 

 
5. 总结与回顾：6min 

结合所学知识，解密开头的问题答案。 

 

3.借助工程案例、内化吸收； 

 

 

 

 

 

 

 

4.认真听取老师讲解知识、积极参与头脑风

暴、发挥想象力、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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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课后                     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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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头脑风暴：  

李冰修建的都江堰工程三大建筑物如何协同作用，至今仍

发挥巨大的工程效益。 

3.课后测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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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组，完成挑战答题； 

2.完成头脑风暴，加深对水利枢纽的理解; 

3.听取老师点评，分组评价，组内互评 

挑战答题正确率； 

头脑风暴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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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完成课后训练，提交成果；老师批改作业、修改教学

设及教学实施方法、完善案例和课件。 

2.登录水利数字博物馆，要求学生列举出较著名的水利枢纽

工程主要水工建筑物，并说明其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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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观校内实训基地，结合所学内容，在云

课堂反馈参观心得，将观看视频发布至职教

云课课后任务； 

2.从水利数字博物馆中找出较著名的水利枢

纽工程主要水工建筑物，并说明其作用、设

计洪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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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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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峡工程工程量、

工期、投资的引入，使学生直

观感知水利工程的宏大，树

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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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一般性水工建筑物与专

门水工建筑物、主要水工

建筑物与次要水工建筑

物、永久水工建筑物与临

时水工建筑物；水工建筑

物特点；水工建筑物级别

划分依据、意义、标准； 

不同级别水工建筑物的洪

水标准；回答案例的问题

准确率达到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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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