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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工科建设与产教融合战略的实施，为新经济形势下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在新工科和产教

融合教育的大环境下，针对于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水文地质学”课程在理论与实践操作分离、偏重

书本知识缺乏实践、注重卷面考核而忽视实践技能等课程教学弊端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明确

指出了开展该课程教学方法革新的重要性。同时，也倡导开展以项目为核心的实践活动，促进学校与企

业联合教学实践，提高课堂互动和教学趣味，以及把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等一系列改革策略，以提高

水文地质学的实际教学效果。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与创新能力，有助于新时代工程人才的培养，该研

究亦能对其他高校相关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活动提供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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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alents under the 
new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and industry-educa-
tion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aching shortcomings of the “Hydrogeology” course of hy-
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in terms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lack 
of practice of book knowledge, and the neglect of practical skills by focusing on paper assessment, 
and on this basis,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on of this course is clearly pointed o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dvocates a series of reform strategies such as carrying out project-cen-
tered practical activities, promoting joint teaching practice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m-
proving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teaching interest, and comb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
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ffect of hydrogeology. It improves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and innovation abili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engineering talents in the new 
era, and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al teaching ac-
tivities of applied talents in related majors in othe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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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深层次改革，建设教育强国，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多部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实施产教融合战略，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1] [2]。新工科和产教

融合战略实施为当代高校在新兴经济环境中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3]。水文地质学以认知为教学的基础，

以透彻阐明地下水基本概念、地下水运动原理和水文地质学分析方法为目的；作为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

业学生初识地下水科学的基础课程，以技能提升为核心，促进学生对基本概念的深刻理解，对核心原理

的掌握以及分析技术的灵活应用[4]。目的在于让学生在面对实际工程中复杂的水文地质难题时能够融会

贯通[5]。 
然而，一直以来，许多高校在水文地质学施教过程中，人为地把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方面内容割

裂，偏重课本的知识讲解而忽略实践能力的训练，久而久之，形成了重视卷面成绩而轻视动手能力的现

象[6]。这种教育模式不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掌握水文地质学科学知识，不仅严重阻碍了创新思维的发展与

能力提升，还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及实际工程应用需求背道而驰[7]。另一方面，水文地质学学科基

本概念多，知识点碎，涉及内容广泛，信息量庞杂。沿袭传统的授课方式，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往往只顾

知识的单方面输出，很少关注学生是否真正地理解和吸收；同时学生也常把大量时间和努力浪费在概念、

术语、学科词汇的死记硬背上，从而大大降低了课堂的教学效果。久而久之，导致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

目标，课堂参与度低，学而不知所用，无法满足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文章从新工科和产教融合背景出发，提出了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新理念和新需求，文

章还进一步对水文地质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进行了革新与探索，同时为了解决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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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内容陈旧、单一讲授模式课堂成效不佳、学生掌握课程重、难点知识困难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

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满足新时期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要求。 

2. 课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无法达到产教融合实践目标 

目前，“水文地质学”课程的实践方式为实验，内容包括达西实验、给水度测试等。单一的实践教

学模式导致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相互独立，课堂上偏重讲授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实践技能的

培养。这种情况致使学生对水文地质科学的理解缺乏连续性与深度，不仅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创新和能力

的提升，也使得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果与科研机构以及实际工作单位的实际需求出现了偏差。 

2.2. 实验内容与模式陈旧 

水文地质学研究对象是位于岩石空隙中的地下水，而与地下水相关的赋存、运动规律、水文化学特

征等概念、原理及反应方程式相对抽象复杂，现有的实验内容往往局限于验证性和演示性，这类实验虽

然可以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的实验技能，但无法深刻理解水文地质学中抽象、复杂

的原理及反应过程，从而无法有效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和创新能力。 

2.3. 单一讲授模式课堂效果不佳 

水文地质学包含的基本概念多、知识面广、信息量大。当前的授课方式普遍依赖教师独自传授教材

内容，这一教学模式使得教师仅仅关注于单向灌输知识，很少考量学生的理解能力；同时，学生频繁花

费大量时光和精力在记忆概念、术语等学术词汇上，对于老师讲授内容的领悟和掌握程度普遍不高。长

此以往，便导致了课堂上常出现教师独自讲课，学生群体默然的局面。因此，如何改变教师单一讲授模

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成为了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 

3. 课程改革思路与举措 

考虑到水文地质学课程的独特性和在教学中遇到的挑战，本文基于新工科和产教融合背景下对水文

与水资源工程专业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水文地质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开展项目式实践 

课程团队借鉴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等
国外课程授课方式，引入项目式教学方法，融入企业实际需求，让学生了解到书本知识与实际工程应用

问题的关联性。通过调整水文地质学课程理论与实践的比例关系，适当增加课下项目式实践内容，通过

项目式实践的开展，让学生了解到所学书本知识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在教师主导的水文地质学领域科

学研究中，我们积极引导多位学生融入这些科研课题，例如，安排学生参加野外试验(例如抽水实验、压

水渗水实验)环节，让他们参与设备搭建、数据收集及结果分析。通过在项目中的实践锻炼，学生能更深

刻地领会水文地质学的关键参数(包括储水系数、渗透系数等)。通过项目式实践，引导学生参与教师课题

研究，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2. 进行校企联合课程实践 

课程团队以新工科和产教融合为背景，与企业共同规划联合实践课程模式、创新授课思想和课程体

系，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实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引进企业兼职导师，进行“双师制”校企联合授课。

所选企业导师一般为企业行业的精英，具有丰富的行业资源，能为学生提供工程实际需求建议和实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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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例如：委托矿山总工程师指导学生进行现场水文勘探活动，并据此绘制含水层水位图、承压水水位

图等，通过试验数据解析地下水质变化趋势以及触发化学成分改变的因素，从而为地下水资源的高效利

用和水污染的防治提出建议。在企业老师的指导下，通过针对性的训练让学生了解水文地质学中的较为

抽象的概念与复杂的规律。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平台，使学生能

够在实践中掌握专业知识，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 

3.3. 增强课堂趣味性 

新工科和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新理念要求课程必须紧跟时代的发展，不断优化和改进课程授课内容。

新时代高校学生具有更强的自主性，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更强。因此，教师的角色和授课方式也应与时俱

进，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学习特点，了解学生的兴趣，有针对性地激发学生对课程的热情。水文地质学

只有摆脱枯燥和刻板的教学模式，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参与度，提升学习兴趣。授课过程中通过设计趣

味性标题，组建趣味性教学案例库，创设趣味性的科研情景等。如在讲述“地下水的化学组成及其演变”

知识点后布置趣味性的实践作业---对学校周边各类水体进行水质评价，同学们分组对河水、煤矿塌陷塘

水、农村饮用水(地下水)等多种水体类型进行取样、测试与分析，最后让学生在互动式“微课堂”根据自

己的调查与分析对成果进行阐述。针对学生的表现，教师做出评述并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然后进行有

重点、有针对性的授课，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3.4. “科研”融入“教学” 

教师的角色不仅应是课本知识的传递者，其更为关键的任务在于指导学生拓展视野、丰富学识，并

了解前沿科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将本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中，有效弥补教材内容与

最新科研成果之间的“知识空白”，以提高学生对水文地质学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往往具

备高水平科研能力的教师能更深刻地理解教学内容，更精确地掌握核心概念，在授课过程中能够将复杂

概念简明易懂地传授给学生。 
施教过程中教师将自己的科研成果适时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更有益于

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教师亦可分享个人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特别是在科研经历中遇到的挑战以及战

胜这些难题的历程，借此不仅有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也同时锻炼了他们对待学术严谨认真的态度

及战胜困难的勇气。 

4. 结语 

新时期高校对人才的培养不应局限于基本知识的掌握，更应该关注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层面的

提升。为了实现新时代下水文及水资源工程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宏伟蓝图，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应秉持

理论与实践双向推进的原则，积极引导学生参与科学研究课题，同时创新校企合作的实践课程设置等，

以促进课上所学与实际工程应用的紧密融合，有助于强化学生处理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在教学

活动中实施互动式教学法，扩展知识的广度，持续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

性，使教学过程成为一种学生乐意接受的有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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