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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水利工程学院“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 万晓丹 教研室 水电站动力设备教研室

授课专业 水工 课程名称 水电站

授课内容 水电站类型

一、教学分析

（一）教学内容

本单元选自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核心课程水电站，选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次课为第一章第三节任务 2水电站的基本类型，课时为 2学时。

（二）学情分析

教学对象为高职类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二年级学生，通过前置水力分析与计算、

水工建筑物等课程的学习，学生对水利工程、水力学原理等有了基本认知，约

95%的学生通过了期末的考试，基本具备了专业核心课程学习的基础，学生喜欢

案例式教学，思维活跃，对移动设备等辅助学习很感兴趣，对实际工作岗位相关

的知识表示强烈的学习欲望。

（三）教学目标

将省级在线开放课程等信息化手段融入教学，相比于传统的课堂教学，这种

方法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结合学生特点根据专业课程标准依据岗位目标确定教学目标，见表 1。

表 1 教学目标

岗位目标
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精神

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精神

知识目标
了解国内外水电站建设情况

了解水电站类型

能力目标 区分不同水电站的类型

素质目标
责任担当意识

团队协作精神

总体目标是全力培养新时期水电站全方位发展人才，同时将德育元素渗透其

中，实现课程思政无缝对接。

（四）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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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水电站的类型、德育与知识的融合；

教学难点：水电站类型的判别、岗位目标、素质目标润物细无声的渗透。

二、教学方法与举措

（一）以往的课堂

以往的课堂教学中以教师为主体，通过单一的专业知识配合工程案例进行灌

输式教学方式，学生机械地接受，死记硬背，为了纯粹的知识而学习，没有德育

教育的渗透，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难以实现教学岗位目标和素质目标。

（二）融入思政的课程

为了解决以上难题，借助爱国案例、责任事迹、水电人精神事迹，将德育和

专业知识相融合，运用大学慕课、云课堂、视频等学生感兴趣并容易接受的信息

化手段，引入历史和人物事迹、水电人精神事迹创设学习情景，激发学生独立思

考，将教学过程细化为课前自学、课上导学、课后拓展三个环节，并采用启发式

教学法、任务驱动法及递进式教学任务将学生自主学习与小组协作相结合，将历

史、事迹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将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创建三维一体的教

学模式。

（1）被誉为“中国水电之母”的丰满电站，因日本虐待中国劳工形成的“万

人坑”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实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2）国民党撤退前蒋介石亲自下令欲炸毁电厂，值班班长张文彬多次周旋

把“次要部位”说成“要害部位”保住电厂，让学生感受责任和使命，对接显性

教育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

（3）通过水电人刘澎妈妈的“哪里有水，哪里有电站，哪里就有妈妈”的

真实事迹，让学生从认知到认同，再到内化爱岗继而敬业，实现灌输与渗透相结

合。

通过以上德育元素，使课程知识和德育有机融合，突破教学重难点，将德育

渗透、贯穿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教学过程

表 2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1 教学环节 2 教学环节 3

课前自学 课上导学 课后拓展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步骤 4 步骤 5 步骤 6

预习
信息反馈

首次诊改
提出问题 教师讲授 教师归纳总结

信息反馈

进一步诊改

（一）课前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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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习

课前，教师运用大学慕课、云课堂布置课前要求，学生通过平台观看课程视

频，学生学习完参与课前讨论；

2.信息反馈首次诊改

教师通过平台数据反馈学生问题，根据学生反馈，调整授课方式，助力课堂

德育与知识的有机融合。

（二）课上导学

1.提出问题

课上，教师先提出问题，了解学生预习情况，从而引出本单元的 2个任务。

2.教师讲授

（1）知识的学习

教师首先通过实景图片介绍水电站的类型，然后通过工程案例视频了解不同

类型的水电站，并以小组为单位对水电站类型进行归纳，完成知识目标，教师点

评总结，攻克了教学重点。

（2）德育实例渗透

学生观看挖掘的德育元素视频，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小组讨论归纳观看心得，

判别视频中水电站类型，教师点评总结，突出德育元素爱国、责任、爱岗敬业的

渗透，将普通人的钉子精神融入到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让学生真正拥有功

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必定有我的高尚情怀，使教学难点完美攻克，实现教学目

标。

（三）课后拓展

1.教师归纳总结

教师首先总结梳理本单元知识点和德育点，对学生表现进行评价并布置课下

作业，要求学生按时完成线上课后考核。

2.信息反馈进一步诊改

教师及时审阅，通过平台大数据分析，实现个别辅导及进一步优化教学过程。

通过审阅，本单元考核正确率达到 95%以上，课堂效果良好。

四、教学反思

通过教学设计，本单元教学反思有以下三个方面：

（1）营造宽松活跃的氛围，力求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2）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感，启发教育、正面引导。

（3）深度挖掘德育元素，润物细无声融入课堂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