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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吴玉秀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昌吉  831100 

摘  要：在水利工程与建筑工程技术领域中，现代职业教育能够符合行业对人才的要求，通过把用人单位的实际要求纳入人才培养各个环

节，并采用基于企业现实工作条件的项目型人才培养方法，建立“校企循环、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方式，以促进现代职业教育的全面发

展。本文紧密结合水利建筑工程技术学科建设，构建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人才的培养模式，以提升人才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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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field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dustry for talent，through the actual requirements of unit of choose and employ persons into personnel training each link，and 

adopts the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real working conditions of project talent training method，establish "colleges cycle，teaching fusion" talent training 

way，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closely comb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discipline，and constructs the training mode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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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为满足现代企业一线生产、建设、经

营管理和服务的需要，积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应用型

人才。但目前，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严重短缺

是主要问题，因此，高职院校要准确把握人才发展定位和方向，自

觉担当服务新时代的重大社会责任，积极培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

的高端水利建筑工程技术技能人才。高职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

人才培养主要是为满足行业需求，结合岗位培养一批能够从事施工

的技能娴熟高端人才，为行业的发展奠定基础[1]。 

一、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建设的现实基础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主要是依托建筑产业平台开展相关活动的

基础，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产教融合、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良

好的成绩。本着“领域兼容、后关联、技术共享、平台共享”的原

则，将工程造价专业、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有

机融合，构建专业群，具体见表 1。 

表 1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情况分析 

省份 是否为国家/省示范性高职院校 
是否为“1+×”

试点单位 

是否有国家级职业教育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是否为高职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建设单位

是否为国家现代 

学徒制试点院校 
其他 

江苏 省示范 是 否 否 是 市属高校建筑强市

山东 1 
国示范；教学资源、服务资源 

与实习管理 50 强 
是 是 是 是 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

山东 2 
国示范；服务贡献、教学资源、 

育人成效与国际影响力 50 强 
是 否 是 是 

建筑业特种作业培训

考核基地 

四川 国示范教学资源 50 强 是 是 是 是 建设类高职院校 

广西 省示范 是 是 否 是 
建设类高职院校 2 个

设计院 

河北 高职院校 50 强 是 否 否 是 
市属高校建筑大省订

单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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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利工程与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的组建逻辑 

2.1 专业群与产业的对应关系 

现代水利产业链“水安全、用水、保护”转型升级，应以水利

工程专业为核心，水利工程专业、给排水工程技术专业和以资源经

营为支撑，成立专业水利集团。其中，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对应防汛

保障、台风防御、数字防汛等组岗：水利工程专业节水对应农业用

水、水力发电、高效节水等岗位群：给排水工程技术对应生活用水、

工业用水、智慧配水等岗位群；水政、水资源管理对应生态水源修

复、水土保持。 

2.2 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 

水利工程技术专业群需要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节水需求，

面对现代水利数字化防洪、高效水利、智能配水、生态水利修复等

岗位群体，结合坚定的理想信念，培养具有远见卓识、职业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复合型高素质技能人才。 

2.3 专业群内的逻辑性 

水利工程与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需要时间组内专业互补的特

点。通过组建专业组，进一步挖掘相关专业的发展潜力，集聚发展

合力，或强强联合，或优势互补，或示范引领，以水利工程、建筑

工程等专业群专业为新兴岗位，形成数字防洪、高效节水、智能配

水节水、生态水修复等系统支撑。两个专业分别面向水安全、用水

和保护等技术领域，支持专业与核心专业之间师资、课程、实训、

合作企业等教育资源共享达到 50%，利用专兼职教师库，实现专业

建设的协同效应。同时，可开设工程制图等“平台”课程，体现群

内专业的共性要求，通过产教联盟，实现人才供需和技术服务的双

赢。 

三、创新高职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人才的培养模式 

现代高职院校在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目的，主要是为

了满足现代科技发达的实际生产方式，培育面向生产和企业的一线

技能型技术人才，在实际教学期间需要坚持“校企合作”的方式开

展实践教学活动，将教育理念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以及将基础知识

与实践技术培养模式有机融合，促使高职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

人才培养模式顺利进行[2]。近年来，中国高职教育发展很快，各高

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都在探寻适应自己需要的培养方式，其培养

方式沿用一般高职院校的方式，在教学期间强调学生基础知识的培

养，但是却忽略了学生实际知识的运用，这样的培养方式明显不能

适应当今水利建筑工程培养需求[3]。因此，高职水利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群人才培养期间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要求，调整水利建筑工程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促使相关人员可以掌握水利建筑工程专业知

识，既能够从事水利建筑工程管理与设计工作，还能够满足水电、

水利工程等基础生产线需求的高端人才。通过结合专业培养目标，

以专业人才基本胜任力为主线，通过校企联合培养，学生将掌握水

利工程施工、水利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的基础技能素

质、基本职业技能、基本职业道德素养等，促使其可以成为中国水

利建筑行业高层次的专业人才。 

四、构建高职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人才的培养模式 

4.1 改革职业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模式 

为达到高职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人才基本技能培养的目

标，就需要在实际教学期间根据人才培养要求，在综合分析职业岗

位所需技能基础上，将达到从事专业工作所需技能为目标，根据水

利建筑工程行业特点与职业集群课程模式重构原有课程体系。在实

际教学期间，高职院校需要每月安排学生到水利建筑企业进行一到

两次的学习，将自身现有水利建筑工程基础知识和施工管理技能相

结合，促使学生可以结合行业的专业技能培训要求和职业技术资格

证书要求，通过教育领域的模拟实训演练，学生就可以熟练掌握实

际操作技能，具备企业应有的专业技能。同时，在高职水利建筑工

程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期间需要结合企业实践技能训练，着力培养

学生的专业素养，通过在校内外实践性教学活动进行的专业能力实

践与锻炼，就可以不断深化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提高学生专业技能

意识与素质，在通过动手训练提高创造力的同时，让学生敬业精神

获得更充分的提升。“职业知识与技能”培训是利用校内训练营和

校外实训基地实践教学条件，加强对技能课程学习周期和技能培

训，主要完成校内外个人技能培训与实践，采用“项目教学”和“现

场教学”的课程结构形式，让学生能够熟悉工程设计绘图、材料检

测、工程测量、结构设计、水电分析、工程岩土分析等基本技能。

对于水利行业而言，要求相关人员应掌握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水土

保持工程和防洪工程等技术，并开设给排水检测与培训，根据现代

水利建筑工程研究热点，开展水土利用、环境保护、水环境教育、

水危机管理等专业知识培训项目。 后可以以“准员工”的形式进

行现场水利建筑工程开展生产技术实践，并通过管理与技术的双向

导师制，实现校企联合教育，进而可以在零距离下进行施工和生产

的实操训练。 

4.2 改革专业课程体系 

按照中国水利领域人才特点和对工程人才专业知识、技术、管

理能力和技能专业培训的需求，应根据中国水利部门专业发展和工

程人才职业技能的特点，由国家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建立工程学科

课程建设框架，依据学科要求，将主要内容围绕在高职水利建筑工

程技术专业群人才所具备基本专业技能和有关知识点，以培育学生

基本技能为根本，重建课程和水利建筑工程框架建设，进一步发展

学生专业技能。同时，在开展教学期间需要实施现代学徒制的项目

订单式培训计划，并按照专业人才要求制定培训规划，即通过以实

践项目为基础的教学内容和项目资料加以培训，并按照成果导向的

OBE 思路进行改革。在高职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期

间，高职院校已建立起基础理论与工程实践技能结合的新型校企合

作模式，高职院校将学校教学管理充分融入社会实际，主动实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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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合作，以真正培养学生的技能素养与实际技能，并进一步加强学

校与当地水利协会、专业企业与地方水利院校之间的合作关系，有

效推动校企深度融合。此外，在人才培养期间也需要借助行业协会

和知名企业资源优势，在原有培养方式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工程技

术和专业知识的融合，建立真实的项目培训氛围，并借助企业专业

优势和职业院校资源优势，形成一种“3+0.5+1+0.5+1”的校企合作

模式，其中所涉及的“3”指的是整个教学活动开展的三个学期，

在理论教学中应培养学生专业基本知识，并在教师指导下促使学生

更好地掌握知识结构， 后将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0.5”

指的是校企合作的第一期，学生需要将理论知识与企业实践进行结

合；“1”则表示的是将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有效解决；“0.5”是

指完成企业工作的周期，包括企业兼职和专职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分

配任务，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1”是指完成相关实习活动

之后，学生真正走进企业，有效实现企业工作的对接[4]。 

五、高职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人才的培养模式改革措施 

5.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职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期间，为进一步提高全

方位人才培养质量，突出实践技能培养，就需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在实际教学活动期间深化校企合作，并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

设，提高专业技术能力师资队伍达到生产线水平。同时，需要按照

高职院校教学需求，以“双师型”骨干教师培养为高职水利建筑工

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指派教师参与水利工程设计、咨询和施

工管理工作。另外，每年选送多名师资到国内重点院校开展专业思

想、培养理念的专题教育，增强高职水利建筑工程教学思想，把握

人才培养的实践规律开展教学活动。 

5.2 校企合作深度融合 

通过校企合作深度融合的方式就可以组建由地方企业与高职

院校组建的学校发展理事会，强化校企深层次协作，逐步健全校企

联合办学政策体系，从而能够充分发挥校企优质教育资源，在协同

办学背景下有效达到互惠共赢的目标。借助企业资源的优势开展教

育调研，并经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会议的讨论，根据水利建筑工程的

岗位职业要求和企业需要，制定水利建筑工程职业培养目标的项目

培养目标[5]。也可以与水电工程局和水利企业深度合作，借助校企

合作的方式进行项目实施和研究工作，通过建立具体业务实施方

案，可以在校企联合下进一步发展和优化人才培养运行的机制。 

5.3 综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高职水利建筑工程技术教学期间，需要形成行业、企业、高职

院校和社区相配合的方式，对学生能力进行整体考核评估，把学生

职业意识、职业技能、业务满意度和职业素质等，视为职业技能培

养的重要标准，并逐步健全学生实践能力与教育考核管理体系，开

展行业与企业的调查活动，以掌握企业所要求的学生综合素养、学

生社会适应性与职业能力、学校教育态度与学生要求、学校校企联

合评估等。 

5.4 实施水利工程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提高高职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效果，在实践

过程中需要实行案例型教学方法，即教师按照整个工作流程特点安

排案例课程，并利用案例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实施、评价、信

息反馈”构成一个整体的工作流程，有效开展课堂教学，在实际教

育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充分利用水利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校外实训

平台、校内模拟实训技术平台和智慧教室，努力形成课堂教学与实

训一体化的场景教学。在高职院校水利建筑工程教育过程中，教师

作为领导者和协调员，需要在实际教学活动期间强调以学生为主

导，启发和调动学生掌握根本技术的意识，在掌握知识过程中进行

具体的项目工作，并累积一定的工作经验。需要注意的是，在人才

培养方面应确保教育信息全程公开，实际教学活动开展期间需要增

强学生的专业意识，将“教、学、做”作为主要人才培养的目的，

以培养学生的专业意识。 

结束语 

综上所述，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是创新发展的重

要举措，为响应高职教育改革精神的号召，在高职院校教学期间，

需要加强对水利专业、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人才的培养，通过严

把人才质量关，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通过校企合

作的方式就可以不断提升人才的专业技能掌握情况，具体需要以

主线等专业岗位核心能力为核心，构建“水利建筑工程专业群”

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农村新建工程等大量工

程项目设计、施工和项目管理所需的技能型专业人才。教学活动

开展期间也需要准确分析水利建筑工程岗位要求，指导学生完成

在校的基础知识学习，并在校内完成各类资格考试所需的专业理

论知识学习，围绕本行业岗位特点，培养市场需要的高端技术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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