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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水工混凝土结构》在线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实践
黄志远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   《水工混凝土结构》课程是水利工程专业群等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培养学生具备水工混凝土结构的基本

知识、结构设计计算及识图的基本技能。本文对高职院校《水工混凝土结构》在线开放精品开发课程建设内容及建设

实施过程进行了介绍。结合课程建设实践过程，对课程实施过程进行总结与分析，为其他院校在线精品开放课程的建

设提供一定的借鉴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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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ourse "Hydraulic Concrete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hydraulic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groups. This course trains students to hav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hydraulic 

concrete structure, the basic skills of structural design calculation and drawing recogni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online open quality development 

course "Hydraulic Concrete Structur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bined with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practice process, the cours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s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which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line high-quality 

ope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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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在线开放课程的迅速增加，互联网网络学习平台建设使得学习资源变得丰富，这提高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

与此同时带来了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快速发展，产生的新的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带来了巨大变革。将先进的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运用到在

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中，可以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增加课程的吸引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课程定位

《水工混凝土结构》课程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实践性很

强的专业基础课程，引入了《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等水利行业

规范，课程基本内容为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品种和力学性能，钢筋

混凝土结构的基本计算原理，钢筋混凝土构件受弯、受剪、受

压、受拉构件承载力计算、钢筋混凝土肋形结构的设计计算。课

程按照“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思想进行开发设计。课程开发

设计由企业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和校内课程教师共同完成。课程从

知识、技能、态度三个方面对教学目标进行了详细描述，围绕教

学目标开展教学。课程内容结合水利行业职业岗位需求，紧跟水

利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发展，以职业能力为评

价指标进行项目设计。课程以工程实际案例为介入点，将思政元

素、创新创业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切实将思政、创新、专业技能

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课程建设

（一）课程设计理念

本课程以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为课程教学的

目标，面向工程现场从事工程结构设计、施工和管理等工作岗

位，在对企业、行业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与施工企业合作，进行

职业岗位能力分析，按照行业企业的发展需要和完成职业岗位实

际工作任务选取职业岗位所必须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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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要求构建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充分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开

放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课程教学设计过程中以职业活动为

导向，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为基础，以项

目任务为载体，以学生为主体，“教、学、练、做”融合、理实一

体。课程建设和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把课程思政、劳动教育、创

新创业教育等内容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课程的教学目

标，并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建设思路

1.坚持以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进行课程设计

结合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及高等职业学校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业教学标准的要求，根据水利工程设计、施工

与管理岗位需求所对应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制定本

课程设计，根据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

以结构、构件为载体进行课程学习项目设计，课程设计突出了岗

位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并将知识的学习贯穿于结构构件设计

中，最终达到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目标。

2.坚持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

以施工员、质量员、监理员的职业工作任务为导向，研发课

程结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结合企业工作体系构建教学体

系，将施工企业结构设计与施工理念引入课程体系，与行业无缝

对接，构建一个“政行校企”课程建设的共同体。使课程体系构

建对接高技能人才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既要

有前瞻性又要有实用性和针对性，还要满足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将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应用能力训练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实

现人才的“零”距离上岗。

3.教学设计以工作过程为导向进行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培养的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

较强动手操作能力的水利建筑行业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从事的

岗位主要有施工员、质量员、监理员等。针对这些工作岗位的典

型工作任务，对课程体系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工作任务及

工作过程的背景下，将学习领域的能力目标和学习内容，按照教

学规律，构建“小型”学习单元，设计学习情境。

4.课程设计以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实践性

本课程设计坚持密切结合行业企业的岗位职业能力需求，重

新构建课程内容，培养符合职业岗位需求的技能型人才。根据高

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合，并将其

拓展为“理论 +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掌握专业知

识、基本技能和专业综合应用能力。

（三）课程建设发展历程

课程从2020年开始成立教学团队，授课对象为水利水电建筑

工程专业大一学生，课程每学期授课18周，每周授课4学时，共

计72学时。课程开设在超星学习通平台，已经累计开设5期，校

内累计选课学生超过300人，校外选课人数超过500人，累计页

面浏览量173319人，累计互动2041次。随着课程建设过程中不

断完善，选课人数的不断增多，课程将持续新增动画、视频、习

题、试卷、图片等课程资料，完善课程内容及课程资源。从2022

年在学习通平台开设第一期课程至今，历经5学期课程的建设与

发展，在全校《水工混凝土结构》课程授课中开展线上及线下混

合式教学，开展专业教育与创新教育融合教学，与企业建立良好

合作机制，聘任企业兼职教师从事实践课程教学，课程每学期针

对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情况进行实践创新，授课过程中结合专业建

设、行业发展及学生需求，对课程资源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改进和

创新，将水利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融入课程

中，学生对课程教学反馈效果总体上良好。

（四）课程资源建设与应用

1.课程目标

本课程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水利建筑工程行业“施工

员”、“质量员”“监理员”职业工作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要求选

取教学内容，依据职业岗位的典型项目工作内容为主线重构教学

内容体系，运用学生较感兴趣的信息化教学方式开展教学，有效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勤于实践，着重培

养学生结构设计和质量意识。通过本课程教会学生进行常用水工

混凝土结构构件（梁、板、柱、肋形结构等）的结构设计，绘制

与识读结构图，为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奠定基础。

2.课程建设实施

课程资源建设与企业深度融合，教学内容上围绕建设“黑山

峡”水利枢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抽水蓄能电站工程的行业

政策和背景，满足水利建筑行业发展的动态和需求，以实现课程

教学内容最优化、课程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合理化。课程建设以

工程案例为载体，将新时代水利精神、劳模精神等思政元素与专

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形成丰富的案例资源，向企业及社会

进行推广。课程建设思路如图所示。

3.课程资源及更新

本课程资源分为教学型资源及扩展型资源。教学型资源包含

程课程标准、单元设计、教学视频、课件、讨论、题库、案例、

动画、作业、测验等；拓展类资源包括拓展视频、图片等。水工

混凝土结构课程建设截至2024年12月，课程完成微课及视频30

个，单元设计40个，电子课件40个，动画视频20个，习题、作

业、试题共计1500道。依据《水工混凝土结构》课程标准，为

了丰富课程资源，课程资源从课件、视频、习题、图片更新为课

件、微课、作业、章节测试、试卷、动画、虚拟仿真视频等多种

类资源，并逐年增加题库、习题、视频数量，课程资源库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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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更新率。

4.管理保障

学校教务处制定了《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实施方案》、《宁

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教学管理

文件，明确了课堂教学、课程建设等工作细节，使得课堂线上与

线下教学、理论与实践教学更加制度化规范化。任课教师对学生

学习情况进行全过程全方位追踪，定期开展学生学习情况排查，

排查有无刷课行为，发现刷课或者数据造假等异常行为，任课教

师认定平时成绩无效。课程在期末考试过程采取人脸识别，避免

学生作弊造假。

《水工混凝土结构》课程是水利工程专业群中一门重要的专

业基础课，双高专业群建设为水工混凝土结构课程的建设不断更

新、不断升级提供了支持与保障。

三、课程教学实施

（一）教学组织

《水工混凝土结构》课程在教学实施时，全程开展“工学结

合、理实一体化”教学。学生完成线上的学习任务，查阅相关学

习资料，依据课程资源和习题进行线上自主学习，线下授课教师

集中讲授教学难点并定期在学习通辅导答疑，来帮助学生解决遇

到的问题。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不断改变教学方法，帮助

学生理解知识点及技能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

（二）教学活动过程

课前，教师提前在学习通上发布预习任务课件，明确本节课

教学目标及重点和难点，引导学生自主线上进行学习，学生在学

习通观看教师推送的视频进行学习，完成课件预习、摸底测试。

课中，教师利用学习通抽调学生对预习内容进行发言并回顾上节

课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课堂通过动画视频、模型展示手

段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课后，教师推送作业题，学生及时完

成训练题并及时反馈学习效果便于任课教师进行改进。

（三）学习考核评价

结合学生学习情况和课程特点，按照“理实一体化”的思

路，考试综合成绩按照学习参与度、知识体系构件与应用、素质

扩展、综合考核四大模块进行考核。考核评价方式更注重学生的

线上学习效果及参与度，这种考核方式更能体现客观性、公平

性，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的能动性，也可以减轻教师期

末成绩评定的工作量。

四、教学实践成效

（一）教学实施效果

1.采用“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学习《水工混

凝土结构》在线开放课程，使得课程通过率达到95%以上，不及

格人数大大减少。通过课程学习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

新能力、实践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2.通过课程满意度问卷调查，大多数学生认为《水工混凝土

结构》在线开放课程资源丰富、课程教学有新意，能够激发学生

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学习兴趣。通过《水工混凝土结构》在

线开放课程学习，在校学生1+X建筑工程识图技能等级证书及

1+X建筑信息模型技能等级证书通过人数有了显著提高，学生参

与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及大学生创新大赛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二）课程应用推广

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教学模式，面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行业

职工岗位技能培训。社会学习者通过学习本课程，对从事水工结

构设计岗位及水利工程施工岗位有很大的帮助。

五、小结

《水工混凝土结构》在线开放课程经过不断建设实践，学生

通过课前学习通预习，教师通过课中线下讲授线上辅导、学生课

堂巩固加深理解，学生通过课下课程网站进行实践训练学习来提

高在线开放课程的应用效果，这可以促进任课教师和学生的沟通

交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是需要长期开展的工作，也是金专业建

设、金课程建设的基础。随着互联网新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于课程教学，打造优质教

学资源成为专业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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