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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新工科”教育理念的提出,为高校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的教育和育人提出了新要求。本文以塔里木大学农业

水利工程专业的“水工建筑物”课程设计为例,阐述了课程特点,分析了当前教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以

“新工科”教育目标为指导的课程设计教学改革措施,为培养“新工科”全面高素质水利工程人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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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自2017年推出“新工科”计划后,如何建设“新
工科”成为政府、高校和企业等各方的研究热点问题,“新
工科”是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高等教育施行的自上

而下的实践和改革[1-2]。
塔里木大学以“用胡杨精神办学,为兴疆固边服务”的

办学特色教学育人[3]。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的毕业生经过

四年综合素质培养后,大多扎根边疆服务南疆,在新疆水

利行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塔里木大学农业水利工程专

业在“新工科”建设过程中,积极探索提升实践教学能力,
强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教学团队及教学资源建设等

改革。其中,课程设计是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培养学生成为

适应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所需求的新型人才,使其成为学

科知识融合、专业基础夯实、技术能力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的重要途径之一。“水工建筑物”课程是农业水利工程专

业中涉及多学科,实践性和理论性强的主干必修专业课程

之一。而其课程设计是综合运用多门专业基础课程理论

知识,学生独立设计水工建筑物的实践学习,为今后毕业

设计和工作奠定基础。由于“水工建筑物”课程设计的特

点,在教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为适应“新工科”人才培养

目标,“水工建筑物”课程设计教学改革非常重要。

1　农业水利工程专业“水工建筑物”课程设计特点

塔里木大学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在完成“水工建筑物”
课程教学后,制定2周课程设计实践,通过课程设计可达

到综合性训练的目的。其具体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巩固专业课程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水工建筑物”课程设计全过程需综合运用“水利工程

制图”“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土力学”“水力学”“水工钢

筋混凝土结构学”“水工钢结构”等课程理论知识,立足于

实际工程,根据水工建筑物的结构特点,正确使用设计手

册和水利工程规范合理设计水工建筑物。在课程设计过

程中,巩固、融合各学科理论和专业知识,并形成完整知识

架构。

1.2　培养水利工程师的设计理念与综合素质

课程设计的目的,除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的基础理

论知识和专业知识来解决基本工程设计问题的初步技能

外,还着重培养工程师的基本功训练,例如,培养学生全面

分析水工建筑物工程平面布置、荷载计算、稳定分析和结

构计算问题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以及在绘图和编写设计文

件。加强工程意识,全面提升学生的工程素质。

1.3　强化独立思考,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水工建筑物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活动,学生需根据工程

区水文水位资料,地形地质条件,合理布置水工建筑物,并
做出技术经济比选与论证。可产生不同设计方案,学生需

要独自完成设计任务,通过独立思考与分析,设计出满足

结构要求的最佳方案。

2　当前“水工建筑物”课程设计存在的问题

2.1　实际工程经验缺乏,入手专业设计困难

我校“水工建筑物”课程开设于第6学期,在此之前有

开设专业认识实习,由于时间限制,仅仅在学校周边认识

相关水工建筑物,如大坝和水闸,并没有与设计单位等对

接深入工程实施过程,因此缺乏对实际工程设计的理解。
而在本课程设计中,学生设计成果出现水闸的设计宽度大

于河道宽度;水闸位置布设时,没有考虑到工程经济,布设

于远离交通公路,例如,在实际工程中还需铺设修路,增加

工程经费等与实际工程不相符的情况。加之本课程设计

涉及知识面广,基本涵盖了之前所学的专业基础课程知识

点,学生普遍认为本课程设计很难。

2.2　汉族和民族合班以及不同生源地学生,对知

识接受能力有差异

现我校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学生共494人,其中少数民

族同学126人,新疆生源学生208人,内地生源学生286
人。除只有一个双语班外,其他都为民汉合班。在设计中

根据给定资料需要初步拟定建筑物的位置、尺寸和结构,
并进行荷载计算、稳定分析、应力计算、结构计算和复合

等,得出设计最优方案。而基础较差的学生不能将三年所

学专业基础课程知识融会贯通,不能判断设计内容和计算

结果的合理性,由于考核标准是统一的,学生不能独立完

成课程设计任务,存在抄袭现象。

2.3　图纸绘制不规范,学生对行业规范缺乏重视

与理解

在课程设计中正确使用规范是工程设计的重要依据,
虽然教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行业规范在工程设计中尤为

重要,但部分学生不重视依据规范进行设计,例如,在设计

过程中,忽略水工建筑物在规范中的等级划分规定,不能

准确确定荷载与荷载组合,不满足水工建筑物稳定要求。
学生在绘制水工建筑物平面布置图时,存在结构表达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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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绘图比例不正确不规范、单位使用不当、标注图例符号

不准确、尺寸标注不正确、线型绘制不规范、剖面图表达不

正确、设计说明书图表和公式编辑不准确等问题。

2.4　课程设计教学管理不善,缺乏课程设计质量

的监控制度

首先,由于师资缺乏,教学任务重,一个授课教师负责

农业水利工程所有班级的学生,往往一届中有三、四个班

级,授课教师没有足够的精力依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专业

知识掌握情况,分层次制定教学计划,也不能针对每个学

生给予指导;其次,与毕业设计有学校统一的评定标准不

同,农业水利工程专业课程设计缺乏统一的评定标准。缺

少对课程设计过程考核,不能客观地反映学生的真实设计

水平。

3　“新工科”背景下的教学改革措施

“新工科”人才要拥有“专”和“通”的能力。为适应“新
工科”人才培养目标,提高课程设计教学质量,作为专业核

心课程“水工建筑物”课程设计需要改革创新。

3.1　改革教学教法,培养学生独立创新能力

针对课程设计中的不同专题,在课程教学相应章节理

论知识授课过程中,通过超星学习通和雨课堂等网络教学

平台发布设计计算任务,要求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复习涉

及的相关课程基础知识,解决了在课程设计时再重新复习

多门专业基础课的弊端。鼓励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

出问题,敢于分析和创新性地解决问题。例如,在设计河

堤护岸工程时,按照经验公式计算冲刷深度,在实际工程

中应用会发生工程破坏。学生提出为什么会出现经验公

式与实际工程不相符的问题,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经验

公式的编著者是内地学者,由于水文地质和气候等条件不

同,规范中的经验公式并不符合新疆水利工程使用,再引

导学生去思考解决办法或推算适合于新疆水利工程的经

验公式。

3.2　结合工程实际,因材施教,使选题多样化

通过设计单位的校友建立实习基地,在专业认识实习

的同时,深入实际工程,为后续课程设计增加工程理论和

经验。在课程设计中,依托实际工程命题,例如,阿克苏河

依玛帕夏拦河闸、温宿帕什塔什引水渠首、阿克苏河艾里

西引水渠首、克孜尔水库粘土心墙坝、小石峡水电站面板

砂砾石坝等选题。通过选择不同的大坝类型、水闸类型以

及更换参数,根据学生能力设置题目和内容,发布不同难

度任务书,一人一题由学生自选题目,提高独立思考能力,
杜绝抄袭现象发生。

3.3　强化责任,加强课程设计过程管理和监督,
制定综合考核评价制度

课程设计开始前,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根据老师强调

的设计规范和制图国家标准,讨论往届设计中存在的错

误,并由组长在班级中点评,使学生牢固掌握水利工程行

业规范和制图国家标准。降低设计中工程表达不准确、不
规范等问题出现。为解决师资缺乏问题,学院选派年轻教

师利用假期到设计和施工单位锻炼,提高水利工程专业教

师的工程实践经验和素质。在课程设计教学中,充分调动

师资力量,除授课教师外,每3名教师参与一个班级课程

设计的辅导与答辩工作。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根据在指定

教室和网络学习平台辅导和监督学生完成课程设计。课

程设计最终成绩由平时成绩、设计成果和答辩成绩三部分

加权得出。设计成果根据设计难度、设计说明书的合理和

完整性、选用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正确性、设计图纸的规

范和准确性评定;答辩成绩,每位学生阐述课程设计思路

和计算方法等,指导教师通过提出问题,了解学生对设计

过程的掌握程度,评定答辩成绩。

4　结语

“新工科”的目的是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应对当前和将

来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创新型和多元化的全面高素质工程

人才。作为高等工程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业工程本

科教育也积极实践和探索“新工科”教育。而课程是人才

培养的核心要素,改进和优化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

标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此,培养符合“新工科”
发展背景下的农业水利工程人才,亟须加强专业课程体系

建设。而“水工建筑物”课程设计为培养学生工程意识、工
程实践能力和工程素质提供了良好平台,因此,在教学实

践中应逐步探索出“水工建筑物”课程设计教学的新思路

和新方法,为新疆水利事业输送更多“新工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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