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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核心任务之一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同时高校应着力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其专业能力、

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创新人才的培养对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起到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高校实验

课程教学是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理论实践结合能力的重要环节，实验教师课程教学改革的水平直接影响高

校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质量。水利类专业实验教学在建设过程中创新了实验教学设计思路、教学方

法与手段，同时积累了实验课程内容优化与拓展、实验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的经验。实践证明，新的实

验教学模式实施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基于创新实践能力培

养的水利类实验教学模式实践为水利类实验课程的改革提供了参考，达到了全方位教书育人、立德树人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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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core tasks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 whil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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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also focus on enhancing students’ overall quality, including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The training of innovative talent plays a fundamental and key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University experimental courses 
are a crucial part of developing students’ ability to integrate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 level of teach-
ing reform by experimental educators directly impacts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innovative practice 
capa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hydrology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novative ideas, meth-
ods, and approaches have been introduced, alongside experiences in optimizing and expanding course 
content and reforming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ls.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ls can enhanc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stimulate their innovative awareness and abiliti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hydrology ex-
perimental teaching models based on cultivating innovative practical skill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hydrology experimental courses,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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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核心任务之一，实验课程在理论与实际、

专业与能力的融合层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实验课程教学不仅要紧跟时代学科前沿，同时要研究创新型

的实验教学方法，遵循大学生培养规律，引导学生建立科研的思维和能力，充分发挥专业潜力，形成特

色教学模式[2]。我国对创新型人才教育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实验教学要适应人才成长规律，突

出、强化专业技能的培养[3]；其次，实验教学模式要适应时代需求，提升新时代大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

能力[4]。在新形势下，实验教学成效显得尤为重要[5]，高校应重视实验教学的改革与探索，努力打造一

条创新实践型人才培养道路，不断提高整体教学师资团队的实践创新能力，推动其专业技能的发展。 
水利类实验课程是水利工程相关专业教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包括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实验、水力学实

验、地下水动力学实验、水文地质学实验等课程实验项目，其专业性、应用性、综合性较强。近年来，水

利类实验课程教学主要围绕“基本概念–实验原理–实验方案–实验操作–数据分析–思考拓展”这条

主线开展，多门实验课程缺少工程素养、创新实践等能力培养环节。在多年的水利类实验课程实践教学

中发现，专业实验教学模式需要构建相应的体系，以实践创新为中心，将理论知识、专业技能、科研素

养有机结合有利于水利类专业实验课程教学的发展，通过创新实验教学设计思路、教学方法与手段，使

实验课程得到优化与拓展。实践证明，新的水利类实验教学模式实施能够提升学生专业学习的积极性，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水利类实验教学模式实践提高了实验课程的效率，培养了学生创新实践能

力，有利于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2. 教学内容的优化与拓展 

水利类实验课程具有重难点突出、自然科学知识和原理丰富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实验内容

的优化与拓展将水利类专业理论知识点剖析透彻，既传授了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和创新实践应用知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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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充分感受水利类专业的魅力，提升专业认同感、责任感，具体操作包括实验过程独立设计、视频

内容教学融入、校园内野外作业结合等方式，通过实验内容优化与拓展，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自然

规律，提高专业素养，培养创新思维、实践能力。 

2.1. 实验过程独立设计 

水利类实验课程涉及科学领域广泛，理论联系实际性强，部分实验可由学生独立进行实验过程设计。

例如砂样水理性质(给水度和持水度)测定实验是典型的设计性实验，学生在对砂样给水度、持水度专业概

念理解的基础上，完全有能力依据现有经验进行实验设计。在该项目教学内容优化中，教师在课程开始

前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及引导方案，提前 1 周布置实验过程设计任务，在期间对学生设计过程进行指导

与梳理，明确实验的目的、条件与要求。在此过程中，学生充分认识到实验设计的重要性，同时对专业

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对实验课程充满了好奇心、自信心，其积极性被充分

调动。“实验过程独立设计”这一教学手段使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教师的指导有利于学生对本实验项

目有完善、细致的理解，教师更容易发现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观察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2. 视频内容教学融入 

水利类专业作为工科专业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多数实验课程要求学生具有较强数学能力以及综合分

析能力，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的特点在于学生被动接受新的知识理论体系，这样的方式容易导致课程效

率低、学生不积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借助多媒体手段向学生展示实验相关的实际工程案例，是培养

学生专业认同感、责任感的重要手段。例如在压缩实验中向学生展示“南水北调”渠道水利设施建设视

频，将学生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与现实国家大型工程联系起来，使学生感受到专业的重要性，既培养学

生的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又塑造学生正确的理想信念。视频内容教学的融入让学生在思想上走出了学

校的范畴，逐步迈入社会中。这一点有利于整体实验教学结构的优化，在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方面起

到关键性的辅助和补充作用。 

2.3. 校园内野外作业结合 

水利类实验教学具有较强的工程实际意义，理论概念性较强，需要学生具备利用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目前，针对水利类实验课程的这些特点，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互动式、实践式的教学手段，让

学生走出实验室，将实验环节与实际作业相结合，不断接受实地学习，真正的学以致用，提升综合能力。

在水质分析实验课程中，带领学生到学校湖内取样分析，同时在实地使用便携式水质分析仪进行实地检

测。校园内野外作业结合的方式解放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不断遇到困难、解决困难这一循环中，逐

渐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及能力。野外作业的方式提高了实验教学的先进性，在教学中拓展学生的眼界与

思路，真正使学生提高实践能力，坚持探索专业创新道路发展。 

3. 教学形式改革与创新 

传统的教学形式大多比较单一，如课程讲授、实操，使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不利于学生掌握

复杂的专业理论知识。大多情况下这种教学形式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达到培养创新实践型人才的

目的。水利类实验课程教学模式的建立则遵从学生心理、知识、思想多方面发展规律，从根本上进行改

革和创新，通过建立创新训练中心、科普实践基地、创新实践基地等教学场所，丰富实验课程的教学形

式，为学生提供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设施条件，激发学生对水利类专业科学研究及实践创

新的兴趣，构建良好的创新实践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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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建立专业实训中心 

水利类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需要依靠多层次实训教学基地建设，通过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区级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构建水利类实验实训工程中心，将“工程”搬进实

验室，让学生在校内感受水利类专业的工程体验。例如，水利类实验教学虚拟仿真中心建设，将难以在

条件要求较高的实验项目以虚拟仿真的形式展示，如岩土施工涉及的土力学问题、多层岩溶地下结构中

水的循环、各种形式泉的形成原理等。通过实训中心多维度的实验教学方式，配合开展大学生创新性的

实验项目，使学生掌握专业实验的主动权，通过实训培养专业技能，同时开拓科学研究的视野与思路。

通过此项教学形式的改革，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部分同学掌握了独立设计实验过程、

解决科学研究问题及撰写实验论文的能力。在专业实训的帮助下，学生对水利类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时对专业前景富有信心，专业素养、创新实践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均有明显的提升。 

3.2. 建立校外合作实践基地 

水利类专业课程需要紧跟水利类科研领域的研究前沿，这就要求教师在选择教学形式时紧跟社会发

展的步伐，以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中心，开展多样化的实验、实践教学环节。部分高校的校内资源

在紧跟社会发展这一方面略显不足，这便要求师资团队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向社会企事业单位寻求

合作，对学生开展全方位的综合素质教育。在水利类实验课程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建设过程中，由学科教

学带头人整体把关，向社会寻求合作，建立校外企事业合作实践基地，例如，土力学于地基基础实验课

程建设过程中，由学院与灵渠管理单位对接建立创新实践教育基地，从顶层实现教学、实践合作渠道，

提高整体水利类学生的社会参与感与专业认同感。教师可将水利类实验课程设计在校外合作实践基地中，

如动力触探试验、土的液限塑限测定试验等。在实地开展水利类实验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研

究态度及实践创新精神，同时使学生具备基本的发现实际问题、设计实验方案、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

校外企事业合作实践基地的教学形式有利于学生认识到水利类专业的实际意义，在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

精神方面发挥的指导性的作用。 

3.3. 建立科普实践基地 

科普大众是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体现[6]。以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学院拥有成体系的水

利类科研设备、人才队伍、科研成果等条件。通过科普实践基地的建立将教育与科普相融合，有利于提

升学生综合的科学创新素养。在科普基地中开展水利类实验教学是师生有利互动的重要体现，如泥石流

科普演示实验，教师引导学生开展泥石流相关科学知识讲解、科普实验设计等实践活动，使学生对专业

实验教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合作讨论中拉近了教师与学生的距离。学生群体具有较强的活跃度，在科

普工作中能够很快培养综合实验能力，从“学”转变为“授”，这一身份的转变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提

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科普活动开展水利类实验教学拉近了教师与学生的距离，同时使学生成为重

要的科普宣传力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学生作为科普基础理论体系的载体，在潜移默化中提

升了专业实验技巧与能力，最终达到了水利类实验课程创新实践的教学目的。 

4. 实验课程考核方式革新 

专业实验课程考核方式应正向引导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端正学生的科学实验态度，对其专业知

识、实验技能、科研素养等方面有规范、客观的评价[7]。如表 1，水利类实验教学模式加入了科研素养及

创新能力的评价模块，对学生是否积极参与实验、是否抄袭或伪造数据、是否对实验有创新性理解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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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立了客观、规范的评价体系，其目的在于让学生认真对待实验环节，重视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到的现

象，将实践内容与理论知识紧密结合，从而提高学生个体的创新实践能力。 
 
Table 1.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essment method for water conservancy experimental courses 
表 1. 水利类实验课程考核方式建立 

考核项目 考核要求 比例 评价标准 

实验前期 

1) 设计性实验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

善实验方案，提出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实验操作步骤详细，逻辑清晰。 
2) 非设计性实验要求学生提前预习理论

基础知识，掌握实验原理及步骤。 

20% 

1) 设计性实验：方案严谨合理，实验步

骤详细可行(10 分)，有提出问题或解决方

案(10 分)。 
2) 非设计性实验：预习报告详细，字体

工整(10 分)，理论基础知识完整，对实验

有自己的理解(10 分)。 

实验操作 实验技能操作正确、规范，实验态度端

正，数据记录详实合理。 30% 

操作规范(20 分)，有错误操作扣分， 
错误操作导致仪器损坏记 0 分； 
数据记录详实合理(10 分)，错误数据 
扣分。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规范合理，内容逻辑清晰，字

迹端正，数据处理结果正确，讨论分析

合理。 
30% 

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仪器、操作

步骤、计算方法等(12 分)，实验数据记录

完整(10 分)，结果讨论与分析、思考讨论

(8 分)。 

创新模块 

1) 设计性实验要求学生发现原有实验方

案的不足之处，提出创新性实验步骤，

对实验原理涉及到的实践案例有所分

析。 
2) 非设计性实验要求学生对实验原理的

实际应用有所熟悉，在实验过程中能够

以理论为基础解决问题。 

20% 

1) 设计性实验整体逻辑性强，能够提出

创新性设计环节(10 分)，实验部分有应用

举例内容(4 分)，实验数据处理运用创新

性的方式(4 分)，实验设计过程有其他创

新实践体现(2 分)。 
2) 非设计性实验整体操作完整，过程中

能够发现问题并记录(10 分)，以其他方式

创新性解决问题(6 分)，或在实验报告中

有创新实践方法体现(4 分)。 

5. 结语 

基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水利类实验教学模式实践为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实

验课程的改革提供了参考，充分发挥了教师在水利实验教学设计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整个模式的建设通

过教学内容的优化与拓展、教学形式改革与创新、实验课程考核方式革新等创新型方法，让学生成为教

学过程的主体。通过科普实践使学生完成由“学”向“授”这一身份的转变，提升了创新实践教学的效

果，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提供模式基础，达到了专业实验课教学全方

位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目的。 

基金项目 

桂林理工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实验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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