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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资源与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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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一 水资源与水利工程 授课时数 2 学时 

任务名称 水资源与水循环、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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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授课内容 
水资源概念，我国水资源的特点； 

掌握水利工程概念、作用，我国水利工程建设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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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建筑物类型及枢纽建筑物等别划分的基

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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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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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水资源概念，明确我国水资源不足的原因； 

（2）掌握水利工程概念、作用，了解我国水利工程建设成就及面临的水

问题； 

技能目标 

（1）理解水资源概念，明确我国水资源不足的原因； 

（2）掌握水利工程概念、作用，了解我国水利工程建设成就及面临的水

问题； 

（3）学会使用资源库、教学平台、水利行业相关网站等获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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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及我国水资源特点；水利工程及作用 

教学难点 水资源特点、水利工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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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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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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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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峡大坝为载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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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我国水资源贫乏的特点，培养同学们节约用水的意识，同时引导同学们树立岗位责

任感，为以后解决水资源的相关问题而努力。希望他们传承大禹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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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现代典型的水利工程案例→课中引入，使学生感受我国古人的智慧和现代水

利工程取得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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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讨论：同学们的家乡有哪些比较典型的水利工程？ 

3.登录水利数字博物馆查询查阅古代水利工程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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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同学们认

为自己家乡的水利工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2.案例引入：播放三峡大坝和新安江水库的泄洪视频，让同

学们认识、了解水利工程，并体会到水利工程的壮观，树立

起水利职业的荣誉感。 

1.回答问题； 

2.观看视频，感受小浪底水利枢纽的雄伟壮

观； 

3.参与教师发布的讨论。 

出勤率； 

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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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法； 

提问法； 

互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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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布讨论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修建这些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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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与水环境：5min 

从同学们给出的讨论答案中引出水资源的定义。 

2.水循环：5min 

由于水循环，使水资源具有可恢复性。 

3.我国水资源的特点：10min 

人均占水量少；在时间、空间上分布不均衡；与人口、耕地

分布不适应。 

发布讨论：请大家写出你能想到的与水有关的成语。 

4.水利工程的概念：5min 

从同学们写出来的这些成语，我们可以看出来有正面的，有

负面的，从而引出水利工程出水害、兴水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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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水资源、水循环的相关概念以及水资

源的特点； 

2. 掌握水利工程的概念及其分类； 

 

 

 

 

 

 

 

讨论参与率； 

测试题的完成度 

能 理 解 水 资

源、水循环的

相关概念以及

水 资 源 的 特

点； 

能掌握水利工

程的概念及其

分类； 

归纳总结法 

互动法 

讲授法 

案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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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利工程的分类：20min 

 

6.我国古代和现代的水利工程：15min 

以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郑国渠，现代水利工程三峡、小浪

底为例，让同学们认识和了解水利工程，并从中学习到古人

的智慧以及水利工程从古至今在人民生产活动中发挥的巨大

作用，树立起他们的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 
 

 

 

 

 

3.认同我国古代劳动人们的智慧，积极参与

头脑风暴、发挥想象力、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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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进行分组，完成挑战答题； 挑战答题正确率； 以实际案例引 测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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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布讨论：针对我国水资源的现状，同学们觉得我们现在可

以做些什么，以后工作了又可以做些什么？  

3.线下“团队一人比划多人猜”的课堂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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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完成讨论，引发思考; 

3.听取老师点评，分组评价，组内互评 

头脑风暴参与率； 

小组 PK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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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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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鲲鹏山上参观水工建筑物，能够认识每一种水工建筑

物，并做好记录 

1 登录水利数字博物馆，要求学生列举出一个水利工程案例，

并说明其特点，完成职教云平台课后作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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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的水利

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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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讲解我国水资源

的现状，引入古代和现代典

型的水利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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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的概念和特点，水

利工程的概念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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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