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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软硬件生产工具已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的水文分析计算、规划设计、运行管理等相关工作中普

及使用，本科生产实习环节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开展相关核心任务计算的参与度降低，导致实际生产作业

与专业课程理论教学环节的衔接程度减弱，通过本科生产实习教学实现由理论学习到工程实践的难度增

加。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关联任务驱动–群体合作学习”的生产实习实践教

学模式，通过设置多个相互关联且贯穿多个环节的生产任务，并根据需要选择能支撑实习任务的生产实

习基地，由本科生分组协同合作完成关联任务并由指导教师阐明不同专题间的支撑与关联关系，可有效

克服专业课程理论教学环节与教学实践环节衔接程度减弱的问题，提高生产实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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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t hardware and software production tool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hydrological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other related work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major. However, this situation reduces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calculation of related critical tasks by comprehensively applying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undergraduate production practice. As a result, the degree of connection between 
actual production and theoretical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s weakened, and the difficulty 
of realiz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oretical learning to engineering practice through undergraduate 
production practice teaching increase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student-centered production 
practice teaching mode of “related task-driven-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Specifically, the teachers set several production tasks that are interrelated and run through multiple 
links and select a production practice base that can support the practice tasks. The students complete 
the associated tasks by group cooperative work. Finally, the support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
ent topics are elucidated by the teachers. In this way, the weak degree of connection between actual 
production and theoretical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can be relieved and the effect of produc-
tion practice can be improved. 

 
Keywords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Production Practice, Related Task-Driven,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本科专业旨在培养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的勘测、评价、预测预报、规划、设计、科

学研究和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

高等教育需要培养能应用自然之理进行应用创新的新工科人才，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人才应广泛了解

和深入掌握水利工程群的利益相关的多部门、长链条、全环节的运行管理知识，知晓能充分发挥水利工

程群多方面工程效益的协同运行方式。 
实践教学对工科专业培养目标作用显著，以生产实习为代表的实践教学是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教

学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1]-[3]，是学生深入理解专业知识及提升专业素养的重要途径与手段[4]，实践教

学环节的教学效果对支撑工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作用显著[5]，是培养综合型高素质人才的必要环节。水

文水资源工程专业生产实习是在完成前期认识实习、课程设计、课程实习、实验教学等实践教学环节的

基础上，给本专业学生提供参与相关生产活动的实践学习环境，使学生在生产活动中全面了解水文水资

源工程专业在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运行管理、水资源评价论证、水文信息预测预报与分析计算等环节的

主要工作内容；并通过综合应用前置课程相关理论知识，进一步深入理解不同课程知识点间的支撑关系，

深化对水文与水资源专业知识体系的认识深度[6]。在生产实习过程中应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完成由理论

学习到工程应用的过渡[7]，使学生初步积累对本专业相关各技术领域所需运行的专业知识及需掌握的工

作技能的认识，培养学生适应专业工作需要的实际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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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实习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生产实习教学环节的学时、实习经费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下，水文水资源工程专业生产实习教学所

采用的常规方式主要为在水库、水电站、水文站、引调水工程等一线生产单位进行“现场旁站式”观察、

讲授、问答、记录并完成实习总结，在这一过程中使学生了解水库、电站、引调水等工程的规划设计、运

行管理等过程，并能够建立理论知识与专业生产实践任务之间的知识关联。但在当前智能化软件和硬件

平台大规模投入生产使用的现状下，上述生产实习方式的效果受到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生产实习过程中参与的专业核心计算工作随智能化软件的规模化使用而简化 

随着物联网的全面普及和智慧水利进程的推进，人工智能融入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与运行管理是时代

发展的必然趋势，智能化软硬件生产工具已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的水文分析计算、规划设计、运行

管理等相关工作中普及使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存在多个不同环节的相关工作均趋于自动化、智能

化[8]。在这一现状下，深入到一线生产单位实施的跟班生产实习教学虽可通过学习相关软件的功能及使

用流程快速直观了解各部门工作内容及工作流程；但由于生产过程高度集成化、自动化，反而不利于学

生直接参与水文信息预测预报、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等方面的核心业务计算，对锻炼

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用降低[9]。 

2.2. “旁站式”实习方式下生产实习与理论教学环节间的衔接程度和联通互动作用下降 

理论教学环节通过大量课程的学习，学生具有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以生产实习为代表的实

践教学环节需深化融合前置基础知识，实现由理论到实践的过渡[10]。由于当前智能化软硬件生产工具在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的分析计算、规划设计、运行管理等相关工作中得到大规模普及使用，现行的“现

场旁站式”观察、讲授、问答、记录并完成实习总结的生产实习教学环节培养方式下，现场实习所塑造

的学习环境由需要大量核心知识进行工程计算转变为对现行智能化生产软件功能的观摩，学生运用已学

理论知识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任务发生变化，生产实习教学与专业课程理论教学环节间的衔接程度

和联通互动作用下降[10]，生产实习教学效果下降。 

2.3.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相关工作内容范围广，难以快速深入了解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旨在培养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的勘测、评价、预测预报、规划、设计、科学研

究和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工作内容涉及水利工程前期勘测设计、规划论证，工程施工过程中的

预测预报、水利工程运行过程中的调度运行等。实践教学中，学生通过对单一部门或单一任务的实践学

习不易全面理解该专业的总体工作需求[11]；且受生产实习教学学时和经费等因素的制约，不具备全面学

习涵盖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相关多部门、多环节工作内容的生产实习环境[12]。通过生产实习全面了解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相关工作内容并积累相关工作经验的目的难以实现。 

3. 关联任务驱动–群体合作学习教学模式的改革内容 

针对工科生产过程中软件自动化、封装化现象普遍的工程环境，以及本科生生产实习教学环节学时

压缩的教学课程结构，如何开展生产实习教学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实践教学目标、更有利于培养良好的专

业素养是当前实践教学管理工作的首要问题。在复杂严峻的新形势下，高等院校实践教学模式的革新面

临新的挑战，教学模式改革步伐和教学秩序重构重塑节奏加速。 
任务驱动式教学法(Task-Driven Learning)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领域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

过程中基于构建主义理论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以实践任务为核心，特别强调创设情境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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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小组学习的重要性，通过真实的任务与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积极性并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和协作与互动的过程中学习知识和技能、实现知识建构[13]。任务驱动式教学

具有鲜明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特点，有助于引导学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实践，在实践中提高学生对知识的

应用意识以及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锻炼学生解决问题和交流协作的能力[14]，多年的教学实

践验证了任务驱动式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有效性[15]。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知识体系范围广，在本科生知识体系学习过程中，基于单一知识点的任务学

习不利于学生理解不同课程知识间的联系，不利于对专业知识体系整体观的培养，需由指导教师提前谋

划设计以水利工程项目群间的多个关联环节为纲、以某一具体任务为目的任务群。但由于本科生知识能

力限制和生产实习实践制约，由单一学生独自完成大量相关联的任务群均存在教学任务难度过大的问题，

因此，基于团队学习法(Team-Based Learning, TBL)的理念，在生产实习过程中由自然班的老师、同学和

生产单位实践指导教师共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完成该任务群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一种

真实的生产环境和解决大量真实生产问题的教学过程，从而破解学生对不同课程知识体系难以贯通的问

题[16] [17]。 
综上，为避免生产实习教学流于“旁站式”学习，破解生产实习环节实践教学不深入、专业整体观

难以形成的现实问题，本文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关联教学任务驱动、学习群体深度参与合作学习”的

工科生产实习教学模式。关联任务指的是水利工程群规划设计、运行管理中具有相关联系的多个环节的

实际生产任务；群体合作学习指的是在单一学生难以独立完成相关任务时，在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生产

人员的指导下，通过多名学生协同合作共同完成设定的关联任务，在该过程中，通过为学生提供一种真

实的生产环境，使学生参与短期内协作解决大量相关联的真实的生产问题，强化学生对关联任务的理解

和认知，并培养学生交流协作的意识和能力。通过实践上述以学生为中心的“关联任务驱动–群体合作

学习”生产实习教学模式，探索促进生产实习成效、提高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本科专业生产实习效果的生

产实习模式。 

3.1. 基于专业培养目标和前置课程的关联任务设计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工作范围广，为提高学生对专业认知的全面性和对各部分工作认识的深入性，

在生产实习教学环节，应构建从简单到复杂、从单项到综合的关联任务体系[11]。关联任务指的是水利工

程群规划设计、运行管理中具有相关联系的多个环节的实际生产任务，以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为例，

江河径流量分析计算、水文预报、水利工程适宜规模计算、水利工程运行方式制定等任务都属于具有强

相关关系的关联任务。 
立足水文与水资源专业的培养目标，以培养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实践人才为目标，以解决生产

实践环节的相互关联的多个实际问题为主线，响应专业认证需求，基于课程教学内容，考虑学生分组情

况，设定多环节关联贯通的实践教学任务。精心设计的专业关联任务是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在实践环节

的具体体现，是实现高等院校本科生组内深入实践与组间相互学习的前提。 

3.2. 专业核心工作任务驱动的生产实习环节设计 

水文与水资源专业工作内容涵盖水利工程前期规划设计与规模论证、中期工程实施阶段的水文信息

预测预报、后期运行阶段的调度运行与管理。为提高实习整体效果，在关联任务驱动的前提下，围绕关

联任务设置水库、水电站、引调水工程、灌区等直接生产单位；水文局、水利局等管理单位；勘测设计研

究院等科研单位建立生产实习基地，为学生完成实习任务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交流平台，以便学生在

生产实习基地中与专门从事上述关联任务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交流。通过各小组成员在与实习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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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交流前对所承担的实习任务的有针对性的学习及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的现场交流，更好地落实专业

核心工作任务驱动的过程并确保驱动效果，高效支撑学生完成实习任务。 

3.3. 面向关联任务群的群体合作学习模式 

群体合作学习是实践教学环节基于专业教学特点专门设置的适合于水文与水资源专业学习特点的一

种实践教学模式。在该模式下，教学对象以“小群体”(任务小组)的方式共同完成小组所选实习任务，任

务驱动式的合作模式有助于学生相互帮助、相互监督，更多地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同时，大群体(班级/专
业)分组参与到不同相互关联的实践教学任务中，各小组完成实习任务后，由指导教师进一步阐述相关联

任务间的支撑关系。通过这一过程，可以让同学在专门深入学习某一知识环节的同时，较为深入地了解

其他“小群体”的相关知识，这对于水利工程这种大工科的学生掌握水利工程及其前、后置环节的学习

有很大帮助。 
在前期生产实习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更新以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为核心的实践教学内容，

逐步完善实践环节教学关联任务设定方法体系，实现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的点与面、静与动的结合，满

足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学生培养需求。 

4. 教学模式的改革成效 

本“关联任务驱动–群体合作学习”生产实习教学模式已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 2018 级~2021 级

本科生在 2021 年~2024 年进行的生产实习过程中得以应用。经过四年多的持续改革实践，该专业生产实

习教学效果有所提高，尤其是在 2021 年~2022 年新冠疫情期间，该生产实习模式对确保疫情期间实习效

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该生产模式有利于过程性考核成绩评估及提高学生生产实习成效，2021 年以来该专业生产实习

加强了过程化考核成绩的比重，显著提高了实习学生参与生产实习任务的积极性。在 2024 年 9 月份发放

的 46 份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97.8%的学生表示任务驱动式生产实习有利于学生深度参与到生产实习

过程中，对理解和运用前期所学理论知识有积极作用；95.7%的学生表示群体式学习对树立专业知识大局

观、强化专业理论知识间的关联关系有所帮助。 

5. 结语 

新工科背景下高等院校实践教学模式面临新的挑战，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本科生生产实习环节教

学模式改革步伐和教学秩序重构重塑节奏加速，本文针对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本科生的生产实习教学

提出一种“关联任务驱动–群体合作学习”生产实习模式。具体而言，通过优化设计多个具有强关联关

系的水利工程群规划设计、运行管理环节的实际生产任务；结合多名学生分组攻关，在指导教师和实习

单位生产人员的指导下协同合作完成具体任务的群体合作学习方法，有效完成生产实习教学目标，更有

利于培养专业素养的生产实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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