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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1.1 课程名称

课程名称：《水利工程施工技术》

1.2 学时与适用对象

课程总计 64 学时，理论课时 40，实践课时 24。本标准适用于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等水利

类专业。

1.3 课程定位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技术技能课程，

是钢筋绑扎和模板架立技能证书课程，引入了现行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行业规范及

水利工程施工员、二级建造师等职业标准。

本课程的任务：让学生掌握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技术、施工质量标准，培养学

生合理选择施工方案、施工工艺和施工技术管理的能力。

该课程以《工程力学基础》、《水工混凝土材料检测》等课程为前导课程，其

后续课程为《水闸设计与施工》、《土石坝设计与施工》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为学生项目化课程、顶岗实习、毕业后能胜任岗位工作及技能证书考核起到良好

的支撑作用。

2 课程目标

2.1 总体目标

依据水利水电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水利水电

建筑工程专业的学生精熟水利工程施工基本过程和工艺流程；准确编制水利工程

施工技术方案；详细模拟施工技术操作过程；熟练解决施工现场技术问题；紧跟

施工前沿的“四新”技术，树立创新意识；养成良好的施工安全意识、质量意识

和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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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各种工种施工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

②掌握现行施工规范的技术要求；

（2）技能目标

①合理选择施工方案和施工工艺；

②能运用水利工程施工技术分析施工问题和解决问题；

③能对水利工程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实施监控；

④会编制工程施工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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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①刻苦学习；

②吃苦耐劳；

③科学严谨；

④诚实协作；

⑤积极创新；

⑥工匠精神；

⑦质量意识。

3.教学内容与要求

本课程教学内容中引入水利类施工员、水利工程二级建造师等职业标准，并

融入创新创业教育。

表 1《水利工程施工技术》教学内容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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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导流与截流

（1）掌握导流方法和形式及其

适用条件；

（2）了解施工围堰形式与构

造；

（3）掌握导流设计流量确定；

（4）掌握导流方案选择影响因

素；

（5）掌握导流建筑物的设计；

（6）掌握截流程序与方法；

（7）掌握截流日期、截流标准、

设计流量；

（8）掌握截流措施；

（9）了解截流材料选择。

（10）掌握基坑排水方法。

（1）会根据施工条件选择

导流方案；

（2）会根据规范和河流水

文条件，选择导流设计流

量；

（3）会解决施工导截流过

程中问题的处理；

（4）会选择截流日期、截

流标准、设计流量；

（5）能选择截流材料。

12

2 工程爆破

（1）掌握爆破基本原理；

（2）熟悉爆破器材与性能；

（3）掌握爆破基本方法与提高

爆破措施；

（4）掌握爆破网路设计；

（5）掌握爆破施工；

（6）掌握控制爆破技术；

（7）掌握爆破安全技术。

（1）会选择爆破器材；

（2）会进行爆破设计；

（3）会进行爆破施工；

（4）会进行爆破安全技术

管理。

10



3 基础工程

（1）掌握帷幕灌浆施工；
（2）掌握固结灌浆施工；
（3）掌握高压喷射灌浆方法；
（4）熟悉砂卵石地基处理；
（5）掌握防渗墙施工。

（1）会根据处理灌浆施工

问题；

（2）会根据工程地质条件，

选择灌浆方式；

（3）能进行施工管理；

（4）会进行防渗墙施工管

理。

10

4 土石方工程

（1）掌握土石方施工特性；
（2）掌握土石方开挖；
（3）掌握土石方填筑；
（4）掌握土石方碾压参数选
择；
（5）了解土石方特殊季节施
工。

（1）会根据施工条件选择

开挖机械设备；

（2）会根据工程条件，选

择碾压机械设备；
（3）会进行碾压参数选择。

10

5 混凝土工程

（1）掌握模板设计与构造；

（2）熟悉模板设计；

（3）掌握模板拆除要求；

（4）掌握模板荷载组合；

（5）掌握钢筋工艺与质量检

查；

（6）掌握混凝土施工程序；

（7）掌握混凝土施工技术要点

及质量控制措施；

（8）掌握混凝土冬夏施工措

施。

（1）能指导模板架立和拆

除；

（2）会检查钢筋质量、能

指导钢筋加工；

（3）能进行水工模板安装

与拆除；

（4）能指导混凝土施工；

（5）会解决混凝土施工问

题；

（6）能控制混凝土坝施工

质量；

（7）能解决混凝土施工冬

季施工问题。

12

6 地下建筑工程

（1）了解掘进机施工的特点；

（2）了解写进、竖井、地下厂

房施工方法；

（3）熟悉不同开挖方式的适用

条件；

（4）熟悉钻孔爆破附属作业；

（5）掌握钻爆法的施工技术要

点。

（6）熟悉衬砌的分段；

（7）掌握施工衬砌的技术要

点。

（8）掌握锚喷支护的类型、特

点及各类型的适用条件。

（1）能根据不同的施工条

件选择合适的开挖方式；

（2）会进行钻孔爆破设计，

（3）能编制循环作业图。

（4）能处理衬砌施工技术

问题。

（5）能根据不同的施工条

件选择合适的支护方式；

（6）会进行喷锚施工管理。

会对混凝土质量进行控制。

8

合计 64

4.教学设计

根据本课程的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为使学生掌握水利工程施工各工种

的施工工艺和技术，本课程设计了 6个学习项目。在项目的教学实施中，依据水

利工程施工的工作过程，将每个项目进一步分解成学习型工作任务，具体教学组

织见表 2。



表 2 教学组织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习型工作任务 学时

第一次课 课程介绍 2 2

项目一 施工导流与截流 施工导流 4

12工程截流施工 4

基坑排水 4

项目二 工程爆破 爆破施工 6

10特种爆破技术 2

爆破安全技术 2

项目三 基础工程 灌浆工程 6
10

防渗墙施工 4

项目四 土石方工程 土石方开挖 4
10

土石方填筑 6

项目五 混凝土工程 模板工程 2

12钢筋工程 4

混凝土工程 6

项目六 地下建筑工程 地下工程开挖 4

8衬砌施工 2

锚喷支护 2

总 计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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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施工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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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模式，其中过程性

考核占课程总成绩的 60%，结果性考核占课程总成绩的 40%，在过程性考核中综

合运用提问、面试等考核方式来真实考核学生对所学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

过程考核评价是从知识、技能、态度三方面考核，知识、技能考核通过平时

各任务作业练习、项目实训情况及期中考试情况进行评价，态度考核通过课堂表

现、师生互动情况、出勤率等方面进行评价。

7.说明与建议

7.1 教材选编建议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黄河水利出版社，闫国新、张梦宇、王飞寒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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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

施工技术》课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水利工程施工技

术》中国大学 MOOC;

（2）多媒体课件；



（3）信息化课堂：云课堂；

（4）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试题库。

7.3 教学必需的保障条件及建议

（1）软硬件条件

施工技术实训室或场、检测技术实训室或场等校内实训基地条件。

三峡工程、信阳出山店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等校外实训基地。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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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施工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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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水利工程施工技术基本能力；具备

水利工程施工项目组织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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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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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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