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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建筑物》课程标准

1 课程概述

1.1 课程名称

课程名称：《水工建筑物》

1.2 学时与适用对象

课程总计 80 学时，理论课时 60。实践课时 20。本标准适用于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

业群。

1.3 课程定位

《水工建筑物》课程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技能课程，是水工建

筑物结构设计与模型制作技能证书课程，引入了《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混凝土重力坝设计规范》、《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水闸设计规范》等水利行业标

准及水利工程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二级建造师等职业标准。本课程任务是：教会

学生土石坝、重力坝、水闸等典型水工建筑物的型式和构造等基本知识，具备识读水利

工程设计图、依据设计图进行施工现场技术指导、施工组织管理等能力以及土工、混凝

土建筑物进行日常运行维护技能。

该课程以《工程测量》、《水利工程制图》、《建筑材料检测》等课程为前导课程。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达到一定的专业技能可以进行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检测、工程

测量、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等职业岗位能力。

2 课程目标

2.1 总体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的学生具备本专业所必需土石坝、水

闸等水工建筑物构造、组成、作用等；能识读土石坝、重力坝、水闸、水工隧洞、溢洪

道、渠道等常见水工建筑物的设计图；会进行水闸（重力坝、土石坝）设计并制作建筑

物模型*；能够胜任水利工程施工管理、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等岗位工作，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和较强法律意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2 分类目标

根据本课程面对的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要求，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为：

（1）知识目标

①掌握水利枢纽的基础知识；

②掌握常见的水工建筑物的特点和适用条件；

③掌握各种水工建筑物的主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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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掌握各种水工建筑物的组成、作用、构造。

（2）技能目标

①能分析工程背景资料；

②能识读水工建筑物设计图；

③能根据水工建筑物设计图制作模型*；

④能根据水工建筑物设计图进行施工技术指导*；

⑤能进行水工建筑物运行维护。

（3）方法目标

①会使用信息化资源；

②会使用各种规范、标准；

③会分组学习、合作探究；

④会利用各种材料进行水工建筑物创新设计*。

（4）素质目标

①诚实守信、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②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具备

对水利行业认知能力、良好组织、沟通、协调、应变能力；

③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④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能适应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艰苦

的工作环境。

3 教学内容与要求

本课程教学内容中引入水利类水利工程二级建造师等职业标准，并融入创新创业教

育。

序

号
教学内容 知识内容与要求 技能内容与要求

参考课时

（学时）

1
水资源、水利工程、水利

枢纽、水工建筑物认知

（1）熟悉我国水资源特

点，树立节水意识；

（2）熟悉水利工程类型

（3）掌握水利枢纽分类

（4）掌握蓄水枢纽组成；

（5）掌握水库的特征水

位及相应库容；

（6）掌握水工建筑物特

点及分类；

（7）掌握水利工程分等

及水工建筑物分级依据；

（1）能分析工程背景资

料；

（2）能知晓我国水资源

分布、开发利用现状，知

道我国水资源缺乏，合理

开发水资源责任重大；

（3）能认识水利工程类

型、作用；

（4）能认识水利枢纽类

14



— 3 —

（8）掌握洪水标准的确

定。

型、作用、组成；

（5）能理解三峡、小浪

底水利枢纽特征水位、库

容；

（6）能判断水利工程等

别、水工建筑物级别以及

洪水标准。

2 重力坝认知

（1）熟悉重力坝类型

（3）掌握重力坝工作特

点

（4）掌握重力坝的构造

组成；

（5）掌握重力坝的材料

要求；

（6）理解消能要求；

（7）掌握重力坝的防渗

排水要求；

（8）掌握重力坝的地基

处理要求。

（1）能分析工程背景资

料；

（2）能识读重力坝建筑

施工图；

（3）能根据重力坝建筑

施工图制作模型；

（4）能根据重力坝建筑

施工图进行施工技术指

导；

10

3 拱坝认知

（1）熟悉拱坝类型
（3）掌握拱坝特点
（4）掌握拱坝的构造组
成；
（5）掌握拱坝的消能与
防冲；

（1）能分析工程背景资

料；

（2）能识读拱坝建筑施

工图；

（3）能根据拱坝建筑施

工图制作模型；

2

4 土石坝认知

（1）熟悉土石坝类型
（3）掌握土石坝工作特
点
（4）掌握土石坝的构造
组成；
（5）掌握土石坝的材料
要求；
（6）掌握土石坝的防渗
排水要求；
（7）掌握土石坝的地基
处理要求。

（1）能分析工程背景资

料；

（2）能识读土石坝建筑

施工图；

（3）能根据土石坝建筑

施工图制作模型；

（4）能根据土石坝建筑
施工图进行施工技术指
导；

12

5 溢洪道认知

（1）熟悉溢洪道类型

（3）掌握溢洪道工作特

点

（4）掌握溢洪道的构造

组成；

（5）掌握溢洪道的材料

要求；

（6）掌握溢洪道的防渗

排水、消能防冲要求。

（1）能分析工程背景资

料；

（2能识读溢洪道建筑

施工图；

（4）能根据溢洪道建筑

施工图进行施工技术指

导；

4

6 水工隧洞认知

（1）熟悉水工隧洞类型

（3）掌握水工隧洞工作

特点

（4）掌握水工隧洞的构

造组成；

（5）掌握水工隧洞的材

（1）能分析工程背景资

料；

（2能识读水工隧洞建

筑施工图；

（4）能根据水工隧洞建

筑施工图进行施工技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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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要求；

（6）掌握水工隧洞的防

渗排水、消能防冲要求。

指导；

7 水闸认知

（1）熟悉水闸类型
（2）掌握水闸工作特点
（3）掌握水闸的构造组
成；
（4）掌握水闸的材料要
求；
（5）理解消能要求；
（6）掌握水闸防渗排水
要求；
（7）掌握水闸地基处理
要求。

（1）能分析工程背景资
料；
（2）能识读水闸建筑施
工图；
（3）能根据水闸建筑施
工图制作模型；
（4）能根据水闸建筑施
工图进行施工技术指导；

14

8 橡胶坝认知

（1）熟悉橡胶坝类型、

特点、构造、作用等；

（1）能识读橡胶坝建筑

施工图；

（2）能根据橡胶坝建筑

施工图进行施工技术指

导；

2

9 过坝建筑物认知

（1）熟悉船闸、升船机

建筑类型、特点、构造、

作用等；

（1）能识读船闸、升船

机等水工建筑物建筑施

工图；

（2）能根据船闸、升船

机建筑施工图进行施工

技术指导；

2

10 渠系建筑物认知

（1）熟悉渠道、渡槽、

倒虹吸管等水工建筑物

建筑类型、特点、构造、

作用等；

（1）能识读渠道、渡槽、

倒虹吸管等水工建筑物

建筑施工图；

（2）能根据渠道、渡槽、

倒虹吸管建筑施工图进

行施工技术指导；

10

11 水工建筑物运行维护技能

（1）大坝安全管理的必

要性

（2）大坝安全管理的内

容

（3）各阶段大坝安全监

测工作内容

（4）混凝土坝的检查内

容；

（5）混凝土坝的常见缺

陷；

（6）大坝的维护。

（1）能对大坝进行检查、

维护与监测；

（2）能对土工、混凝土

建筑物常见缺陷进行处

理。

6

合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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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设计

本课程以三峡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等水利工程为载体，按工作过程组织教学。将工作任务设计成“学习项目”，采用

项目化教学，按项目分别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等教学模式。项目的内容包括工作任

务、教学要求、相关知识（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拓展性知识等。项目之间逻辑关系

为并列式。项目与工作任务的关系是分解关系。

根据本课程的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为使学生会识读水工建筑物建筑施工图，

本课程设计了 11 个学习项目，在项目的教学实施中，进一步分解成 36 个学习型工作任

务。

教学设计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习型工作任务 学时

项目一

第一次课 课程介绍 1

14水利工程基本知

识

水资源与水利工程 5

水利枢纽与水工建筑物 8

项目二 重力坝

概述 1

10

非溢流重力坝的剖面尺寸确定 1

溢流坝重力坝的剖面与消能 2

重力坝的材料与构造（水利工程

仿真实训现场教学）
4

重力坝地基处理 2

项目三 拱坝 拱坝认知 2 2

项目四

土石坝

概述 1

12

土石坝剖面尺寸确定 1

土石坝的渗透变形及防止措施 2

土石坝的滑坡及防止措施 2

土石坝的构造（水利工程仿真实

训现场教学）
2

土石坝的地基处理 2

其他型式土石坝 2

项目五 溢洪道
概述 1

4
正槽式河岸溢洪道 3

项目六 水工隧洞
概述 1

4
水工隧洞构造 3

项目七 水闸

概述 2

14

闸室布置与构造（水利工程仿真

实训现场教学）
2

水闸的上游连接段 2

水闸的下游连接段 2

闸门与启闭机 2

两岸连接建筑物 2

水闸地基处理 2

项目八 橡胶坝 橡胶坝认知 2 2

项目九 过坝建筑物
船闸 1

2
升船级 1

项目十 渠系建筑物 渠道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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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槽 3

倒虹吸管 2

桥梁 2

涵洞 1

项目十一 大坝安全管理 混凝土坝技术管理 2
6

土石坝技术管理 4

合计 80 学时

5 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技能培养为核心，充分利用校企双主体育人环境，实现现

代职业教育“五对接”目标。

具体教学模式上，一方面，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信息化应用能力，根据水工

专业课程特点，推广应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 “教•学•练•做•创”一
体化教学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利用信息化资源，实施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等教学

模式，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建设融学生“双创”、施工员、安全员等职业

资格标准的特色专业技术技能课程，促进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骨干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

育、职业标准有机融合；推进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在教学中探索“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手段；加强教育教学信息化建设，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有机融合，

实施“互联网+教育”，教师利用水利水建筑工程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水工建筑物》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建设成果和教学空间在线平台，利用云课堂等平台，探索线上

线下教育融合的混合式教学实验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等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教学质量。

同时，通过校企合作建立“校中厂”和“厂中校”,充分利用校内外学徒培训基地

对学徒进行专业技能训练和顶岗实训，学生利用学生与学徒双重身份，通过学习—实践

—再学习—再实践这种螺旋递进式式培养机制，经过教师、师傅的联合传授知识与技能，

不断强化职业能力培养，增强学徒动手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使学生逐步实现从学徒到准

员工的角色转换。

6 考核与评价

《水工建筑物》课程推行“过程考核+过关考核+精湛技能登记”教学评价模式。课

程成绩由过程考核成绩和过关考核成绩两部分组成，各占总成绩的 50%，课程技能水平

等级采用精湛技能登记制度。

课程整体成绩表

考核类型 成绩 权重 课程整体成绩

过程考核 100 50%
100

过关考核 100 50%

精湛技能登记 合格/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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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考核”是对学生平时课程学习的考核，借助云课堂、水工建筑物在线开放

课程、水工专业资源库等数字化学习平台实施，考核内容包括课堂考勤、平时作业（包

括线上和线下）、资源学习、课堂表现等方面，确定过程考核成绩。过程成绩不满 60 分

者，该课程成绩直接认定不及格。

“过关考核”借助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和资源开发技术，开发《水工建筑物》课程

在线考试平台，实现在线自主预约、自主测试、多功能随机组卷、智能监考、系统自动

阅卷等。过关考核成绩 60 分以上为过关，不过关者该课程成绩直接认定不及格。

“精湛技能登记”分为精湛和合格两个等级，具体按《水利工程学院关于学生精湛

技能登记管理办法》（水院〔2015〕4 号）执行。

7 说明与建议

7.1 教材选编建议

《水工建筑物基础》十二五规划教材，水利水电出版社，郭振宇、李梅华主编。

7.2 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信息化教学资源：

（1）网站课程有：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中《水工建筑物》课程、

《水工建筑物仿真教学》课程；《水工建筑物》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水工建筑物》中

国大学MOOC;

（2）多媒体课件；

（3）信息化课堂：云课堂；

（4）水工建筑物试题库。

7.3 教学必需的保障条件及建议

（1）软硬件条件

鲲鹏山水利工程仿真实训中心、水工建筑物模型大厅等校内实训基地条件。

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等校外实训基地。

《水工建筑物》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网站、国家级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教学

资源库等网络资源、《水工建筑物》中国大学MOOC。

（2）师资条件

专职任课教师具备信息化教学能力；具备水利工程建筑设计设计基本能力；具备水

利水电工程建筑施工项目的技术设计、组织管理、实施、质量监控等工作流程；具备协

助专业带头人制定专业标准、参与课程体系改革；具备主持或参与专业核心技能课程建

设；具有一级建造师等职业资格证书，是“双师”型教师。

◆应参加教育部培训基地组织的课程开发培训，参与专业课程的开发工作。

◆定期到企业进行实践锻炼，提高技能操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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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积极参加全国水利学科教师讲课比赛，提高教学水平。

◆应协助专业带头人参与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编制教学文件。

外聘教师必须为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企业专家或一线技术能手，能够从事理论和实践

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