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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一）课程定位

《水力分析与计算》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等水利类专业的一门核心技能课程，

其任务是教会学生在水利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中对常见的水力学问题能进行水 力

分析与计算。该课程引入了水利行业规范。

本课程预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工程力学》、《水工建筑物基础》、《水利工

程制图》等课程，其后续课程为《水工建筑物设计与施工》、《水利工程施工技术》

等。主修完本门课程后，学生可进行设计、施工、管理岗位上水力分析与计算方面

的工作。

（二）课程目标

（1） 知识目标

①掌握水静力学的基本知识

②掌握水流运动基本原理和水头损失分析与计算基本方法

③掌握有压管道水力计算的基本知识

④掌握渠道水力计算的基本知识

⑤掌握渠道、河道水面线的计算原理和方法

⑥掌握堰流、闸孔出流的基本知识和计算方法

⑦掌握泄水建筑物下游消能水力计算的知识和方法

（2） 技能目标

①会对建筑物壁面静荷载分析与水力计算

②会对有压管道的水流现象分析与水力计算

③会对渠道水流现象分析与水力计算

④能进行渠道水面线推算*

⑤会对堰、闸泄流现象分析与水力计算

⑥会对建筑物下游水流现象分析与消能水力计算*

⑦能通过 excel 进行水面线、消力池池深等水力计算

⑧能正确使用设计规范进行水力计算

（3） 思政目标

①水利精神

②工匠精神

③科学精神

④人水和谐理念

3 教学设计



根据本专业教学标准中的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为使学生会干水利工程

中水力分析与计算的工作，本课程设计了八个学习项目，在项目的教学实施中，

进一步分解成 21 个学习型工作任务，教学设计见表 1。

表 1 教学设计

学习项目编号 学习项目名称 学习型工作任务 学时

第一次课 课程引导 2 2

项目一
水力分析与计算
基础

1-1 静水水力分析与计算基础 2

12

1-2 水流运动的基本概念及连续方程 2

1-3 恒定总流的能量方程分析与计算 4

1-4 水流两种流态、水头损失分析与计算 4

项目二

水工建筑物壁面
静水荷载分析计

算

2-1 平面壁静水总压力计算 2

4
*

2-2 曲面壁静水总压力计算 2

项目三
恒定管流水力分
析与计算

3-1 简单有压管路水力分析与计算 4

6

3-2 虹吸管、水泵装置水力分析与计算 2

项目四
明渠恒定均匀流
水力分析与计算

4-1 明渠均匀流水力分析 2

6

4-2 渠道过流能力计算及断面尺寸设计 4

项目五
渠（河）道水面曲
线分析与计算

5-1 明渠水流流态分析与判别 2

85-2 水跌与水跃分析与计算 2

*

5-3 渠（河）水面线分析与计算 4

项目六
堰流水力分析与

计算

6-1 堰泄流分析 2

66-2 宽顶堰过流能力计算 2

6-3 实用堰过流能力分析与计算 2

项目七
闸孔出流水力分
析与计算

7-1 闸孔出流水力分析 1

7-2 闸孔出流水力计算 2
3

项目八

泄水建筑物下游

消能水力分析与

计算

8-1 建筑物下游消能水力分析 2

7
*

8-2 底流消能水力计算 3

8-3 挑流消能水力计算 2

复习、考试、机动 6 6

总 计 60

注：文中加*号是对于程度好的学生拓展提升，后面文件中*意义相同。

下面以项目七的任务 1 闸孔出流水力分析为例进行讲学设计说明。



二、《闸孔出流水力分析》教学设计（1课时）

授课专业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 课程名称 水力分析与计算

教学对象 高职水利类专业二年级学生

授课内容 水闸水力分析（第一节课）

（一）教学分析

1.教学内容

（1）闸孔出流水流现象

（2）闸孔出流与堰流关系

（3）闸孔出流过流能力计算公式确定

（4）闸孔出流过流能力计算公式各项意义分析

2.教学重、难点

3.教学目标



4.学情分析

学生基础差，对水力计算公式中符号及意义不易理解记住，计算能力差；对喜

欢、有趣、能听懂的内容很喜欢与教师互动；思维活跃，喜欢以实体、动态、直观

现象的学习方式；能较熟练运用手机、电脑等多媒体工具；懂得体贴老师， 热爱

水利。

（二）教学方法与举措

以学生为中心，个性化、激励性多维混合组织实施教学

（三）教学过程

1. 课前

教师通过智能平台下发课前任务，教师通过平台了解学生任务完成情况并及

时提醒，课堂进行课前任务点评，以课前问题为导向，引出本次课内容。

（1）课前任务发布

1）收集不同功能的水闸图片。

2）你对水闸了解多少？想知道哪些？

（2）学生收集图片

（3）学生课前任务交流，提出问题



（4）思政元素设计

课前通过收集图片培养，对水闸造福人民功能进行了解，对我国水闸现状

进行了解，收集过程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水利人自豪；讨论和问题提出过程，启发

学生勤思勤学，培养学生实事求是、诚信品格。

2.课中

（1） 通过展示学生分组图片，点评学生课前完成情况及学生总结出的问题，

引出本次课讲解的主要问题。

教学设计：通过点评对课前做的好的学生进行肯定，做的差进行提醒，在展示

图片过程中进一步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水利人自豪感。

（2） 问题 1： 判别闸孔出流水流现象？

①看仿真、教师讲解水闸概念，复习堰流概念；

②学生分析堰闸图片，小组讨论、教师引导，完成掌握闸孔出流现象判别。

讲学设计：通过小组讨论，学会听取尊重他人观点，培养团队协作、求同存

异精神，学生领会集思广益、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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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 2：闸孔出流流量计算？

复习能量方程，平台发布抢答形式提问能量方程“三选”，学生积极参与，

然后教师讲解、进行流量公式分析推导*。Q   s0 Be

教学设计：通过抢答互动，活跃课堂气氛，学生在和谐课堂氛围中完成知识复

习与能力提升！

（4） 问题 3：流量公式各项意义？

①根据教师公式分析推导，学生查阅教材、小组讨论，头脑风暴分析影响闸

孔出流流量因素有哪些？如何确定？并把分析结论在平台发布。

②然后教师随机抽取学生上台展示讲解分析结论，教师点评并进行引导。

教学设计：本部分较难，让学生分组思考，一方面检验公式分析推导学生理

解程度，另一方面通过讨论、查阅教材，培养学生思维创新、用于探索、团结协作

精神，学生上台展示讲解环节，增强了学生理论自信。

③举例分析

教师给学生播放三峡 2020年气势蓬勃的泄洪视频，然后老师提出以下问题：

2020年 8月最大洪峰 7.5万 m3/s，首次开 11孔泄洪；2009年 8月最大洪峰

5.5万 m3/s，开 9孔泄洪。根据上游洪峰，开启多少孔数才能确保上下游及大坝

安全？

教师引导分析：泄流流量与开启孔数、上下游水位等因素有关，需要水利工

作者精准计算，根据流量科学决策确定开启孔数。



教学设计：①观看三峡泄洪视频，首先从视角上给学生以震撼，学生再次体会

到国家强大、水利科技进步、水利人的自豪；②结合本次课讲解的闸孔泄流流量公

式，提出三峡汛期泄流错峰泄流量确定重要性，让学生明白严谨、担当的水利人精

神，学生只有努力和不断进步才能担负未来水利人的使命感、责任感！

2020 年三峡汛期泄洪视频

（5） 智能课堂测验及点评

三个问题讲解完成后，对本节课学习效果通过智能课堂进行测验点评。

教学设计：①平台测验及时记录学生过程学习情况，教师能当堂了解每位学生

学习情况，有利于公开、公正、量化进行过程考核，学生平时点滴付出就有收

获体现；②测验后点评，公布成绩前 5名的学生，提出最后 5名学生的成绩，

对后5名学生先不公布名单，但如果某位学生3次以上成绩排最后就要公布名单，

触动学生“痛点”，有压力才能有动力。

此环节很重要，首先让学生明白错的原因，然后使学生清楚目前学习现状，

及时提醒纠偏，使好学生更好，成绩差的学生变好，打造有效课堂！

3.课后

根据学情，分层次布置线上、线下学习任务，并进行投票了解教学效果。

教学设计：学生程度不一样，分层次布置任务，让每位学生根据自身能力都

能去学习，不断进步，最终学好，体现了包容、尊重不同差异的学生，并引导学生

人人都去学，人人都能成才、出彩，都能为中国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反馈反思

1.学生反馈

①水闸图片收集感触很深，感受到大国工匠精神，对自己专业有了进一步

认识；

②各种各样水闸体会到国富民强和水利人自豪感，努力学习为祖国建设更

多造福人类的水利工程；

③三峡洪峰泄流视频很震撼，水利工程为民生工程，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作为水利工作者，一定要有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关键时刻担当和责任。

2.教师反思

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不仅是对学生在思想政治上的一次洗礼，也有助于

学生对课程本身的深化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是对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一

次提升，应当在课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将思政元素融合进去！



三、《闸孔出流水力分析》教案（1课时）

；

，

所属课程
水力分析与

计算

选用

教材

教育部高职高专水工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水力分

析与计算》

授

课

地

点

多媒体教室

项目名称

闸孔出流水

力分析与计

算

授课

对象
高职大二上学期学生

学

时
1

教学内容 闸孔出流水力分析 授课班级 水工 1901/02

学情分析

（1） 基础差，被公式中符号难倒，计算能力差；

（2） 对喜欢、有趣、能听懂的内容喜欢与教师互动；

（3） 思维活跃，易接受以实体、直观现象为主学习方式；

（4） 能较熟练运用手机、电脑等多媒体工具。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1） 掌握闸孔出流概念；

（2） 掌握反映闸孔出流水力要

素；

（3） 理解闸孔出流过流能力计

算公式各项意义。

（1）能区分堰流，判断闸孔

出流水流现象；

（2）依据规范、手册能进

行流量系数、淹没系数确

定。

（1） 课前分组作业，培

养爱国情怀，水利人自豪

及勤思勤学、诚信品格

（2） 分组讨论，培养团

队协作、尊重、求同存异

精神，领会集思广益、团

结的力量；

（3） 计算公式分析及例

题计算，培养严谨、精益

求精的精神及水利人使

命感、责任感！

（4） 课后拓展分层次作

业，包容、尊重不同差异

学生，实现人人都去学

人人都出彩。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闸孔出流分析、公式理解及应用

教学难点 闸孔出流水力计算公式分析及淹没系数确定

教学策略
教学组织与

方法

以问题为导向，将教学内容进行结构化和学习化处理，采用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将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课前探索、课中导学、

课后拓展三个教学环节，将职业核心素养和文化素养贯穿整个教学过

程，如下图所示：



教学策略

教学组织

教学资源与

手段

仿真

闸孔出流现象

动画

堰流、闸孔出流转换

中国大学慕课

流量公式

视频

三峡错峰泄洪

动画

闸孔出流情况

智能课堂

测验点评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 课前发布任务、设计教学环节、序化教学内容及对应资源、课件

学生准备 收集水闸工程图片、智能课堂完成讨论

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及师生活动 思政元素

课前探索

教师智能课堂发布问题：

①每组收集不同功能的水闸图片。

②你对水闸了解多少？想知道哪些？

③水闸如何发挥效益造福人类？

学生通过中国大学 MOOC 及百度学习，并参与活动。教师

根据学生完成进度及时提醒。

收集水闸过程中，了

解水闸防洪、灌溉等

效益，启发学生对水

利造福人类了解。



课

堂

教

学

①教师投影展示及点评每组学生课前任务完成情况；

1.课前点评
（5min）

②教师投影展示学生们不知道但想知道的问题，学生了解

各组提出问题；

③教师展示点评学生水闸造福人类讨论。
培养爱国情怀、水利

人自豪。

2.引出问题

（3min）

教师通过课前分组讨论，进一步提出如下问题，学生思考。

①堰流与闸孔出流关系？如何判别？

②闸孔出流流量如何计算？

3.知识讲解

（10min）

①教师播放闸孔出流现象仿真，讲解闸孔出流概念，学生

完成闸孔出流现象认知；

②教师提问复习堰流概念，播放堰流、闸孔出流转换动画，

学习领会堰流、闸孔出流相同点与不同点及转换关系。

4.分组讨论

（5min）

①小组讨论总结堰流、闸孔出流关系；

②教师智能课堂头脑风暴、引导、总结，学生掌握堰流、

闸孔出流判别。

团队协作、尊重、求

同存异精神，领会集

思广益、团结的力量。

5.讲解互动

（12min）

①智能课堂抢答提问“三选”，复习能量方程，推导流量

计算公式*； Q   s0 Be 2gH0

②公式物理量意义讲解。

6.讨论展示

（5min）

①教师智能课堂提出问题：公式中流量系数影响影响因素

讨论；

②学生分组讨论、教师引导；

③每组发布结果，教师随机选一组上台讲解。

思维创新、用于探索、

团结协作、取长补短，

增强理论自信。

7.启发思考

（5min）

①教师播放三峡 2020 年错峰泄洪视频，2009 年和 2020 年

汛期泄流流量比较，问学生泄流量依据什么？会有什么影

响。②头脑风暴，学生思考回答，教师总结流量精准计算

关系到上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严谨、担当水利人精

神及水利人使命感、

责任感！

12.测验点评

（10min）

①教师智能课堂发布本节课测验，学生完成测验；

②教师对学生测验情况点评，讲解错题。

及时纠偏，努力上进，

形成学习正向循环

课后拓展

①学习中国大学 MOOC 第 9 期，单元 8 的微课——闸孔出

流案例*

②查漏补缺、复习巩固

③智能课堂完成问卷评价

加*号为拓展提升的，根据自身能力而定！

包容、尊重不同差异

学生，人人都出彩！

思政特色 利用课前收集水闸图片、三峡错峰调流融入思政，激发学生水利人自豪感、责任感。

反馈反思

学生反馈

①水闸图片收集感触很深，感受到大国工匠精神，对自己专业有

了进一步认识；

②各种各样水闸体会到国富民强和水利人自豪感，努力学习为祖

国建设更多造福人类的水利工程；

③三峡洪峰泄流视频很震撼，水利工程为民生工程，关系到人民生

命财产，作为水利工作者，一定要有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关键时

刻担当和责任。

教师反思

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不仅是对学生在思想政治上的一次洗礼，

也有助于学生对课程本身的深化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是对教师教

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一次提升，应当在课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将思

政元素融合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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