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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校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共有八门课程设计，每门课程设计都是独立设置，课程设计之间没有进行有效融合，

造成课程设计内容之间碎片化，不利于学生有效掌握专业知识。通过将课程设计进行有效整合，厘清课程

设计之间相互关系，最终形成水利工程及灌区规划两个方向的综合性课程设计，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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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方式，是主体和客体之

间能动的双向对象化过程。实践教学具有多种形式，学生

通过实践，实现个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通过不断积累经

验来提高实践能力。作为构成教学活动的有机整体，理论

与实践相辅相成，其中，实践教学是理论教学的践行和深

化[1]。 
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推动内涵式发展，是党的十八大

报告对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今后高

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中央明确了加快南疆发展的战

略决策，自治区、兵团对维护南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

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战略部署，出台了加快南疆

发展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学校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发展

空间更加广阔，学校迎来了各项政策叠加，支持力度空前

的新机遇，对农业水利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

战。在“新工科”时代背景下，应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观

念，明确改革创新的方向与目标，探索人才培养的有效途

径与方法。 

1  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对实践教学总体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改进实

践教学体系的研究有很多，发现了实践能力欠缺、实践教

学质量低下、实践教学体系不合理等问题，并提出实行产

学研结合、改进现有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

具体改进的措施。 
袁慧等通过对工科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现状的分析，发

现依然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没有建立工程人才培养

模式、实践环节比较薄弱等问题[2]。课程设计作为实践教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践教学的重点与关键，但专门研

究课程设计的著作、论述非常少。总的来看，对实践教学

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实践教学体系、师资队伍、校外实习基

地、工程实践等方面[3-4]。整体而言，针对农业水利工程

专业的各门课程设计怎么形成一个体系，如何衔接各门课

程设计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与实际工程相结合起来，没

有引起足够的认识，缺乏相应的研究。 

2  我校农业水利工程专业课程设计教学现状 

2015 年我校进行了大规模的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着重增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为此增加了课程设计的

门数及时间。目前农业水利工程专业有八门课程设计，共

计 6.5 学分，课程设计时间总计 13 周，分别是：工程水
文及水利计算课程设计 1.0学分，2周；钢筋混凝土结构
课程设计 1.0 学分，2 周；灌溉排水工程学课程设计 1.0
学分，2 周；水利工程施工与管理课程设计 0.5 学分，1
周；水工建筑物课程设计 1.0学分，2周；水利工程概预
算课程设计 0.5 学分，1 周；水工钢结构课程设计 0.5 学
分，1周；水泵与水泵站课程设计 1.0学分，2周。 

目前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的课程设计为老师在课程授

课过程中，根据课程内容安排，相关章节结束后，提前把

课程设计的内容发给学生，让学生先行熟悉，等到所有课

程的授课任务完成后，集中时间进行课程设计工作。 
课程设计的内容，根据课程设置及教学大纲要求，由

各任课老师自行给定题目。通常情况下，任课老师自行给

定题目以及相应的设计资料后完成单门课程设计任务，各

门课程之间都是相对独立的单元，缺乏有机联系；同时，

学生做完课程设计后，不能与实际工程应用结合起来，无

法建立工程运用的框架体系。由此培养的学生在专业的系

统学习上缺乏统一的认识，理解不够深刻，人才培养的质

量与南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匹配度较低，不能更好

的承担起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光荣使命。 

3  实践教学综合改革方法 

3.1  实践教学改革方法 
通过与校内外教学专家咨询、交谈、商讨，本专业课

程设计所涉及到的课程，内容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并且课

序之间也存在关联。专家建议，可以进行有效整合，将各

门课程设计按照授课的先后顺序，内容之间相互衔接，结

合具体工程实例，找到切入点，理顺关系，形成一个统一

的综合性设计。由此学生通过一系列的课程设计后，找出

存在的问题以及缺陷，建立起完整的农业水利工程专业体

系，更好的理解本专业的内容，为培养复合应用型人才打

下坚实基础。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2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2-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3.2  研究内容 
将八门课程设计内容，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全部整

理出来。按照课程设计的先后顺序，把每门课程设计涉及

到的工程实训条件整理完善。搜集已建成的工程案例，结

合课程设计所需要的条件，逐步完善相关资料。同时，前

期课程设计的成果，作为后续课程设计的资料，将所有课

程设计进行有序、有效衔接，最终形成一个包容所有课程

设计内容的完整的综合性设计指导材料。通过这个过程，

可以有效的增强学生对于相关的各门课程之间的联系，更

加熟悉课程内容，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将建

成的工程案例引入到课程设计体系，增强学生的感性认

识，做到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程有机结合。 
3.3  实施方法 
（1）选取已建工程——塔北灌区和塔里木引水枢纽。

塔北灌区，建于 1958 年，收集灌区的光、热、土壤、种
植的作物、作物种植面积、灌溉面积、灌溉水源、渠系等

灌区资料。塔北灌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现已形成十

分齐全的水利工程系统。塔北灌区的农业以种植为主，种

植业以棉花为主，其中粮食播种面积 6.69 万亩，棉花播
种面积 52.94万亩。 

塔里木引水枢纽位于阿克苏河中下游，控制灌溉面积

219.82万亩，引水枢纽设计洪水流量为 2540m3/s，主要建
筑物包括泄洪闸、南北岸进水闸。闸址位置上下游河段比

较顺直，河势稳定，在多年的运行过程中，在引水枢纽上、

下游河道上修建了较多防护工程，为引水枢纽的安全运行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整理出八门课程设计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与已

建的工程进行配套：塔里木河拦河闸与水工建筑物课程设

计、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程设计、水工钢结构课程设计、水

利工程施工与管理课程设计、水利工程概预算课程设计五

门课程设计配套，编制一套关于水利工程的设计指导书。

其中，水工建筑物课程设计需要的资料包括：塔里木河拦

河闸水文水位、地形地质条件以及建筑材料特性等资料。

通过水工建筑物的课程设计，得出的设计成果作为钢筋混

凝土结构以及钢结构的课程设计已知资料，水利工程施工

与管理课程设计根据水工建筑物，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及钢

结构三门课程设计的成果作为已知资料完成，水利工程概

预算根据水利工程施工的图纸进行。由此，将五门课程设

计首尾衔接行成一个整体，内容融合起来就是一个水利工

程。 
塔北灌区与工程水文及水利计算课程设计，水泵与水

泵站课程设计，灌溉排水工程学课程设计三门课程设计形

成灌区规划的设计指导书。其中，工程水文与水利计算课

程设计需要多浪水库的库容-水位曲线，工程等别、设计
标准、校核标准、校核洪水位、设计洪水位及正常蓄水位

等相关资料。根据这些材料，进行相应的水利计算。水泵

与水泵站的课程设计，依托塔北灌区的资料，进行枢纽布

置、水泵的设计流量及扬程、机组选型、泵房的平面布置

等。灌溉排水工程学课程设计根据灌区的资料进行灌区规

划、绘制灌水率图、灌区渠系田间工程规划布置、渠系流

量计算、轮灌组划分等。将这三个课程设计需要的材料统

一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学生按照课程设计的顺序，

依次做完，有效加深对灌区的认识以及对灌区形成比较完

整的知识体系。 
（3）学生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或全部设计完成后，带

学生到已建工程的现场，将自己课程设计所做的内容和设

计院的图纸以及施工好的工程进行对照，寻找自己设计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思考如何进行改进，提升灌区规划和

水利工程设计的能力，形成一个系统的课程设计总结材

料，为以后的实际工作打好基础。 

4  结语 

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实践性非常强，需要学生掌握的知

识量非常丰富。因此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中，结合

学生的实际情况，在课程学习后设置了八门课程设计，通

过课程设计增强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吸收，便于学生更好的

掌握课程内容。由于以前的课程设计资料都是任课老师单

独给定，课程设计之间缺乏系统有效地衔接，致使每门课

程之间呈碎片化，学生学习完后，不能形成一个系统，割

裂了课程之间的关联。同时，课程设计资料也没有很好的

结合工程案例，致使课程设计的成果和工程实际之间脱

节。 
经过认真梳理八门课程设计之间的关系，厘清各门

课程之间的相关性，有效增强各门专业课程之间的融汇

贯通，并能结合已建工程，加深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达到系统掌握本专业知识的目的。通过课程设计综合改

革，配合“新工科”建设，为培养符合国家发展要求又

与社会实践相接轨的复合应用型的高素质人才奠定良

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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