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311

基于“一体化三层次”的水利类实验教学方法思考 
喻涛 

（重庆交通大学水利水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074） 

摘要：“实验”教学环节在整个工程教育教学过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学生的知识、能力、思维和素质的协调发展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文章根据水利类实验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一体化三层次”的水利类实验教学方法，对于类似工程类试验

教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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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ulic experiment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integration and thre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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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al teaching link occupies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whole engineering education teaching process, 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nowledge, ability, thinking and quality. According to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hydraulic experiment teach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levels" hydraulic experiment teaching method,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similar engineering 

experim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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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

前，提高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提高教

学质量的重点和难点。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弱项，也是我们面临的

严峻挑战。全面提高我国的创新意识和能力，首先应从创新教育入

手。只有大力提倡和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才能培养

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创新

程度。唯有如此，才可能使我国顺利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缩短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开展“创新教育”已迫在眉睫。“创新教育”

必须“教育创新”，即教育理论、观念、内容、方法、制度、体制

等方面的改革创新。 

水利工程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能力是水利工作者

的必备素质。因此，“实验”教学环节在整个水利学科教育教学过

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学生的知识、能力、思维和素质的协调

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实验教学是培养水利类专业创新

人才实验技能、提高研究创新实践能力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 

本着培养应用创新型人才的要求，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

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本课题拟开展“基于‘一体化三层次’的水

利类实验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研究。一体化是指服从实验目标，

以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为宗旨，追求知识体系完整化；三层次

是指实验内容设置分三个层次：基础实验（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

综合实验（学科间交叉）、专业设计型实验（专业应用与创新）；在

每个层次中也体现三层次。 

2.水利类实验教学现状 

通过社会调研结果显示，水利类专业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应用能

力和现代技术应用能力与用人单位的实际要求有一定差距。对学生

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实验教学环节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重理论轻实

验；同时学生认为实验教学过于偏重基础验证型实验，难以调动学

生兴趣、积极性和探索求新的愿望。使得实验教学效果与预期目标

难以一致，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的实践教学存在以下弊端。 

（1）实验教学内容陈旧，趣味性不够 

目前，许多高校水利类专业实验教学使用的是结合高校实验室

自身实际情况的实验指示书，实验内容没有随着实验技术手段的进

步进行改进，目前很多实验教材还在沿袭十几年前的教材和当时的

实验技术手段。同时实验内容设置上与工程实际贴近不够紧密，失

去趣味性，几乎无创新和改革。 

（2）实验教学内容系统性不够，层次性不够 

传统的教学实验侧重于学生单项技能和对知识的验证为主，而

且内容的设置也局限在这方面。如做浅滩整治实验，只要整治前后

工程区域航道条件有所改善就行，对工程措施的合理性不做分析，

也不考虑工程经济成本等。这样实验内容难以有挑战性，学生难以

发生兴趣或产生求索的欲望，从而不重视实验，达不到预期目标。  

（3）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需要改革 

目前的实验教学过程，多为以下流程：学生先做预习，写好预

习报告；实验前老师会检查学生的预习报告，同时详细讲解实验原

理、实验步骤、注意事项等，然后学生进行操作完成实验过程。学

生几乎不用独立思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难以提高，对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所以这种教学模式亟待改革，以改变学生的学习兴趣差、

教学效果差等问题。 

（4）实验教学环节的管理体制和绩效评价体系问题 

一方面，虽然大多数的高等院校均将实验教学摆放在教学重要

的位置，在实验场地和实验设备方面有了大量投入，但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由于传统管理观念的制约，使得设备缺乏有效的全局统筹

和调配而无法共享；再加上学生规模急剧增加，人为地使得原本紧

张的资源更加捉襟见肘。建立一个新的、高效的实验教学管理运行

体制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缺乏对学生的实验成绩和教师的教学

绩效行之皆准的评价体系。 

（5）教学资源匮乏，难以保证实验教学质量 

由于政府和学校的共同努力，各校的实验教学资源明显改善。

但是在某些学科的实验教学过程中还是存在教学资源匮乏的问题。

比如流速仪、水位计由于实验台套数少，在强调实验时间与课程进

度衔接的情况下，实验任务安排与落实困难，造成实验安排在时间

上相对集中，实验过程给学生参与动手的机会少等问题，实验教学

匆匆走过场，考核也名存实亡，而且实验教师和实验仪器设备负荷

严重。 

（5）双师型师资匾乏 

双师型师资匾乏是实验教学的“软肋”。面对一批批相继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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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的学生，可用师资调配不过来，运行艰难，周转不济。就

当前一些地方院校师资的现状看，存在着两个错位。一是知识结构

错位，许多教师理论有余而科研不足，因而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知

识体系陈旧的倾向，不能把最新的东西带给学生。二是教学过程错

位。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是两拨人、两张皮，往往各吹各的号，各

唱各的调，不能融合沟通，造成各自为政的教学局面，使得理论教

学与实验教学脱节和不协调。师资的短缺，尤其是“双师型”教师

严重匾乏，己成为制约实验教学开展的“瓶颈”。 

3.水利类实验教学方法思考 

3.1 重组实验教学内容，构建“一体化、三层次”的教学体系 

优化实验内容，使其与理论知识同步，以验证性实验为主，小

综合实验为辅，开放创新设计性实验，既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又

培养实验基础技能与应用。在实验内容选择上力求融知识性、自主

性、应用性、开放性为一体。凸显个性化培养模式。如将水力学实

验与河流动力学实验进行重组，设计一些综合性实验，锻炼学生的

创新能力。 

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良好的科学作风，使学生具有厚实

的基础；综合性可实验培养学生实际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使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应用设计型实验培养学生阅读文献的

能力、总结文献的能力，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领悟团队

协作精神的重要的意义。整个实验环节依从认知规律，以构建理论

指导，达到实验教学目标-----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应用能力的人

才。 

3.2 引入开放性实验教学模式，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以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开发网络教学资源。在基础实

验阶段主要采取实验室开放，但是实验不开放。在综合实验和创新

设计性实验阶段，既进行实验室开放，同时进行实验开放。在教学

过程中改变传统的传授模式，用提问的方式来引导学生构建自己的

知识体系，以对等的讨论引导学生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知

识。有效的利用网上资源，辅以多媒体课件进行网络教学，实现教

学手段多元化。 

3.3 营造适应一体化、三层次实验教学体系所需的实验教学环

境 

优化添加自制设备，跟上社会要求，力求教学、科研、应用相

结合；发挥实验中心的示范功能，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价机制，使实

验教学过程具有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建立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合

理共享，合理购置，统筹安排，解决资源匮乏问题。 

以服务地方产业和适应新型产业结构出发、传承渗透本校优势

学科，组织实验教学内容，进行一体化三层次实验教学教材的编制。

根据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成长的规律，以人性化教学为导向，

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课程整合，尤其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整

合，构建“三层次”的实验教学体系。 

3.4 建立有效地绩效评价体系 

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

学习信心，建立一套完整、合理的实验评分规则。为了更好的调动

教师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使学生最大程度的受益，将建立一套合理

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 

3.5 优化管理，最大限度的实现共享，应对资源匮乏 

改变传统的水利学科实验室分立的观念，建立综合实验教学平

台，进行实验室开放，实现资源共享，筹措资金添加真正匮乏的仪

器设备，做到一举两得，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资源匮乏问题。同时

建立综合和专业设计实验教学平台，以保证开放性实验的进行。 

3.6 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专兼结合实验教学团队 

加强学科带头人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鼓励教师参加科研，

组织教师培训和到实验教学改革执行优良的实验教学中心交流，建

设一支适应当前高等院校化学类专业发展要求的，高水平的专兼职

结合的实验教学团队。 

按“双师”素质要求建设师资队伍。“双师”队伍建设，可采

取理论课教师一定参与实验教学和科研工作，实践课教师进修提高

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双向培养，加速“双师”队伍建设。三年内，

将“双师”素质的教师比例提升到 95%。 

全面提高教师素质，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素质的提高尤为紧迫，

因为他们是高职教育的中坚力量。有经验的教师要有奉献精神，对

年轻教师进行传帮带，年轻教师要谦虚好学，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

另外合理安排所有的教师有机会进修，要求所有教师进行教学、科

研“二岗”轮换制度，全方位地提高教师教学基本能力素质、人文

社科及心理素质、职业道德素质。 

4.结语 

通过构建的一体化、三层次实验教学体系，其理论意义与实践

价值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与创新传统的实验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提高实验

教学在培养学生实验技能、科学思维与方法、创新意识与能力中的

地位；使之成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的教学形式之一； 

（2）以实验教学改革为切入点，促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改革，更好地实现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的一

致性，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水平，为国家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创

新型和应用型人才； 

（3）实现人性化管理为目标的实验教学管理体系，开放实验

室，进行实验开放； 

（4）有利于培养学生科研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

竟争力——知识应用技能；有利于驱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转变，

深化教学改革； 

（5）可以推广到其它的实验型学科（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

程等），扩大学生的受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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