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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制图》“一化二变三融合”典型学习方案

针对《水利工程制图》课程的特点和信息技术的支撑，本课程提出了“一化二变三融

合”的讲练结合式学习方案，并融入 BIM 设计信息化模型。

一化：化整为零；

二变：变二维为三维，变抽象为具体；

三融合：传统教学与数字化技术融合，工程图与仿真模型融合，教学空间与教学资源

库的融合。

学习方案设计说明

课程设计受众对象涵盖教师、学生（留学生）、社会学习者。课程资源设计充分考虑

不同学习者的专业需求，提供相应的学习方案。下面以学生用户为例介绍该课程的学习方

案。

1.1 基于学生学情设计方案

当前高职生的特点是理论基础知识有点薄弱但动手能力强，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强、参

与意识和表现欲强。基于高职生学情，紧紧围绕课程的培养目标，采取理论够用、强化实

践的原则，进行基本制图知识、投影制图、其他专业图等的教学内容安排，以知识点、技

能点作为学习单元，用多媒体形式呈现、学生参与度高的灵活多样的教学环节，开发学习

方案；考虑学生多层次、多类型、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开发课程，既满足基本目标和基本

资源的需要，又提供拓展资源满足有更高学习目标的学生。

1.2 考虑专业特点，开发方案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实际上是个大专业，有多个不同的方向，学生就业可能从事

不同的工程建设。为了学生以后更好的发展，设计有个性化学习方案，计算机绘制道路桥

梁工程图、计算机绘制涵洞工程图、计算机绘制电站工程图、泵站工程图等个性化课程。

1.3 考虑社会发展，开发方案

先进成图技术特别是 BIM 信息化模型已经在不同行业中使用，正在全面推广。课程提

供了房屋建筑图、涵洞工程图、进水闸等工程图的三维建模及 BIM 建模案例来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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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考虑留学生使用，开发双语学习方案

随着国际化企业深度合作、国际留学生在高职院校进行技术学习留学越来越多，开展

国际化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很有必要。针对这部分学生语言实际问题，设计了双语对照的

课程学习方案，并经过南非留学生使用，效果突出。在 2019年 2 月进行的计算机绘图专

项培训中，50名南非留学生均能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达到了预期教学目标。

典型学习方案设计

2.1 方案设计

《制图》课程方案设计如下：

《水利工程制图》课程中的《计算机绘图》以读懂水利工程图，并应用计算机绘图软

件完成工程图绘制以及水工建筑物的三维模型绘制为目的，根据该课程操作性强的特点，

按“四先四后，渐进提升”设计了《计算机绘图》学习方案。即先读图后绘制，先二维后

三维；先分段，后组合；先模型后实物---从简单到复杂，从部分到整体，从一般到特殊，

达到读图、绘图、建模的渐进式提高。借助资源库素材通过读图、绘图、三维建模达到读

图识图和计算绘图能力培养，满足岗位工作能力要求。以进水闸综合实训为例。进水闸按

建筑物的组成部分与作用分为上游连接段、闸室段、消力池段和下游连接段共四部分。每

一部分再细分为读图、绘制二维工程图和绘制三维模型三个任务来开展。CAD 绘制结束，

应用先进的 BIM 信息建模技术制作进水闸三维模型。现以上游连接段为例学习方案描述

如表 1所示。

进水闸学习方案如图 1所示。

进水闸的整个学习过程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部分到整体”分为两个学习单元，第

一个学习单元为上游连接段、闸室段、下游连接段三个工作任务；第二个学习单元为水闸

组合形体，共 4个工作任务。

每一个学习任务又分为四个学习步骤：

第 1 步：读图。学生通过课件、图片、微课等读懂上游连接段、闸室段、下游连接

段已有工程图纸。

第 2 步：绘图。由于水闸分解为三部分，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学生可以很好完成上

游连接、闸室段、下游连接段的二维图的绘制。

第 3 步：三维建模。也就是把二维图形成轴测图，立体化，可以帮助学生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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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完成

水闸

项目

图片进行对比分析。

第 4步：信息模型。根据提供数据完成 BIM 信息模型的创建。（部分同学完成。）

把三部分连接起来，形成水闸整体，完成水闸项目的学习，达到了实际工程中读图、

识图、绘图的技能要求，满足工作岗位对学生制图技能的要求，实现了“从学习到工作”

的技能培养要求。其他建筑物，如重力坝、土石坝等建筑物也采用同样的学习模式。

简单 复杂

上游连接段

读图

绘图

三维建模

闸室段

读图

绘图

三维建模

下游连接段

读图

绘图

三维建模

读图

课件、微课、图片

绘图

图纸、仿真、课件

三维建模

课件、案例、微课

BIM 信息模型

课件、案例、微课

图 1 进水闸学习方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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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典型学习方案

表 1 计算机绘制进水闸上游连接段学习方案

序号 名称 内容 任务要求 知识技能点 学习流程 可用资源

1

上

游

连

接

段

读图

了解组成部分与作用；

明白视图投影关系；

清楚每部分形状。

三视图投影规律；

基本体投影特征；

平曲相贯线求解；

水利工程图表达。

下载任务（独立读图）

观看视频（解决难题）

课堂讨论（分享经验）

课堂测试（检验读图）

图形图像；

视频影像；

教学课件；

教学文本等。

2

……

典型学习方案特色和创新

3.1 教学实施方法得当

采取先读图后绘制，先二维再三维；先分段，再组合；先实物后模型。这样处理实际

上起到化难为易，逐个击破。读图之前先引导学生将图纸与实物模型反复对照，形体明确

后再进行工程图绘制，二维完成后才进入第三个任务完成三维建模；将整个水闸分成了 4

部分，不像以前是整个水闸先完成二维，然后再三维。两种处理效果不同。有能力的同学，

在完成二维、三维的基础上，进行 BIM 信息建模，与行业接轨。

3.2 教学资源丰富而直观

实物模型、工程图纸、轴测直观图、微课录像（时长不超过 15 分钟）、课件、课堂

测试、教学空间等多种精品资源，供学生选择使用，便于课下自主学习，也可通过教学空

间互动，即使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也可得到教师与同学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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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多种教学方法并举

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课堂法、讲练结合的案例教学法（命令介绍融入到案例绘制中，

够用为主，业余自主拓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用。

3.4 教学效果突出

教学资源直观有针对性，教学方法得当，教学效果突出。实训结束后参加全国 CAD

技能等级考试通过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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