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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产实习是培养给排水专业大学生工程能力的重要实践环节。本文以仲恺给排水特色建设为背景，以广

东的乡村振兴为契机，通过分析《生产实习》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科产教融合地展

开了教学改革。结果表明，改革后的实习内容更贴近专业，实验组的优秀率(66.7%)明显高于对照组

(27.2%)；改革后的实习加深了学生对专业的认识，激发了师生的科研兴趣，提高了毕业生的培养质量。

本文不仅探讨了在《生产实习》中实施科产教融合的具体路径，而且为实习环节如何服务于专业特色建

设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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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tion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course for cultivating engineering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wa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Guangdong, teaching reform was carried out on “production practice” of water science and engi-
neering in Zhongkai, for the characteristically developing. By analyzing the deficiencies in “pro-
duction practic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propose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used to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reform-oriented practice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jor, and the excellent rate of the expe-
rimental group (66.7%)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27.2%). The content 
of the reform-oriented practice deepens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major, stimulates teach-
ers’ and students’ interes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graduates’ cultiva-
tion. This article not only explores the specific paths of implemen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production practice”, but also provides insights into characteristi-
cally developing of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ed by prac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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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以下简称仲恺给排水)自 2007 年首次招生以来，历经生

存阶段(2007~2009)和快速发展阶段(2010~2014)，目前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5 年至今) [1]。自 2016 年，

基层教学组织结合兄弟院校的发展经验[2] [3] [4] [5]和地区发展形势[6] [7] [8] [9] [10]，逐步达成共识：

1) 仲恺给排水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专业特色不充分的问题，特色建设是目前专业建设的首要任务；2) 
广东的“乡村振兴”和“百镇千县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是仲恺给排水专业特色建设的契机。以上共识

为背景，各相关课程均根据各自的特点，展开基于农村给排水的特色建设，其中实践环节作为培养的关

键环节[11]，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2. 《生产实习》定位及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2.1. 《生产实习》定位 

仲恺给排水的专业实践体系的环节包括：认识实习、工程测量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课程类

设计等。各环节开设学期、周数、主要功能等情况见表 1。 
通过对各实践类课程进行梳理发现：实习体系中有四类节点，分别是认识实习、课程实践(包括课程

类设计和测量学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四类。四类构成仲恺给排水的专业实践体系(图 1)。其中，

生产实习在给排水的专业实践体系中比较重要。生产实习开设在第 6 学期末，此时学生刚完成众多课程

类设计，一方面需要将专业知识实物化，另一方面也亟需将独立的课程类设计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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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ractice courses offered by wa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Zhongkai 
表 1. 仲恺给排水的实践环节开设情况 

教学实习名称 开设学期 周数 环节的主要功能 

认识实习 2 1 专业带入功能 

测量学实习 4 1 服务《测量学》课程功能 

课程类设计(水泵站设计) 4 2 服务《泵与泵站》课程功能 

课程类设计(给水管网系统设计) 5 1.5 服务《给水排水管网系统》课程功能 

课程类设计(排水管网系统设计) 5 1.5 服务《给水排水管网系统》课程功能 

课程类设计(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设计) 5 2 服务《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课程功能 

课程类设计(给水处理厂工艺设计) 6 2 服务《水质工程学》课程功能 

课程类设计(污水处理厂工艺设计) 6 2 服务《水质工程学》课程功能 

生产实习 6 2 综合性实习功能 

毕业实习 8 4 综合性实习功能 
 

 
Figure 1. The practice course system of wa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Zhongkai 
图 1. 仲恺给排水的专业实践体系 

2.2. 《生产实习》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仲恺给排水的《生产实习》包括有 4 个实习内容：金工实习、电路实习、管道安装实习和机床操作

实习，时间 2 周。在实习运行过程中，发现存在着以下不足： 
(1) 产教融合不强。给排水在校生自《认识实习》(第 2 学期)完成专业带入后，相继完成了泵与泵站、

给水排水管网系统、建筑给水排水工程、水质工程学等 4 门专业主干课程的理论学习和相关的 6 个课程

类设计。之后开展的《生产实习》这一阶段性环节，承载着前期学习的理论实体化和单独环节系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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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而现有《生产实习》4 个内容在支撑给排水前期教学内容方面尚显薄弱，课程的产教融合度方面

需要进一步加强。 
(2) 对特色建设的贡献度不高。抽样调查表明，2018~2020 年仲恺给排水毕业生中，从事农村给排水

相关工作的岗位占比超过 50%，可以看出农村给排水是仲恺给排水重要的就业方向。而现状《生产实习》

的内容中不涉及农村给排水，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挖掘课程中的农村给排水元素。 
(3) 实习场地与设备不足。4 个实习的场所均在校内，总面积约 370 m2。部分实习可用设备仅有 1 台，

无法满足全部学生同时开展实习。另外，实习也无法模拟生产中的复杂情况，高阶性实习内容开设受限；

学生中存在参与度不高、“划水”式实习等情况。 
(4) 生产型师资力量欠缺。一方面现有教师中教学经验丰富而企业工作经验欠缺，对工程行业发展的

把握欠缺火候。工程型师资的缺乏使得《生产实习》在实践性人才的培养上存在短板。另一方面，学生

刚刚经历前期的专业课程学习，对校内师资存在一定的倦怠，现有师资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方面存在一

定难度。 

3. 《生产实习》教学改革 

3.1. 改革策略 

针对《生产实习》环节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以农村给排水特色建设为手段，科产教融合地对《生产

实习》展开教学改革。具体开展了 4 方面的工作：即增加与给排水密切相关的实习内容，围绕农村给排

水展开教、产、研活动，接触实际项目，校内外共同培养师资。具体见图 2。 
 

 
Figure 2. Strategy of the reform 
图 2. 改革的策略 

3.2. 改革过程 

改革实施于 2020 年(改革对象为 2018 级在校生)。从 1 个教学班级中随机选取 6 人组成实习小组作为

实验组；班级中剩余 26 人作为对照组。对照组按照原有的培养模式展开实习；实验组则进入某流域整治

工程现场，参与农村污水管网及设施建设项目相关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咨询。 

3.2.1. 实习前的准备 
组织方面：校内外教师共同成立实习指导小组。实习小组沟通协商确定实习的时间，地点、实习内

容、指导方式、考核方法；落实食宿等后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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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实习要素对比 
表 2 中给出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实习要素对比情况。具体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reform of production practice 
表 2. 《生产实习》改革情况对照表 

对比因素 对照组 实验组 

实习内容 

金工实习 
电路实习 

管道安装实习 
机床操作实习 

市政污水管网建设工程现场的巡查 
镇域污水查漏补缺工程和重要排水单元的达标工作 

自然村的污水管网收集方案工作 
参与某相关项目的前期资料收集工作 

实习特色 传统实习方式 具有农村给排水特色 

教学场地 共：370 m2 
生均：23 m2/生 

共：443,180 m2 
生均：73,863 m2/生 

教师力量 总人数：2 人 
平均：0.08 人/生 

总人数 6 人 
平均：1 人/生 

 
(1) 优化实习内容。实习中安排了四个方面的实习工作，包括市政污水管网建设工程现场的巡查、镇

域污水查漏补缺工程和重要排水单元的达标工作、自然村的污水管网收集方案工作、某相关项目的前期

资料收集工作。四个实习内容均是正在开展的工程项目，且与给排水专业结合更加紧密。 
(2) 打造课程特色建设，围绕农村给排水展开科产教活动。以农村给排水产业为根本，将教学活动同

产业项目深度融合；实习中调动师生的创新思维，胸怀将科研做在农村给排水产业中的理念，通过教师引

导启发、学生自主归纳和总结等手段，整理挖掘实习中的知识点和创新点，并作为后续师生的科研结合点。 
(3) 以实际工程项目为依托，充实实习场所。经与校外导师团队协商，结合生产和教学的需要，确定

实习具体内容如下：一是市政污水管网建设工程现场的定期巡查(生产实习前期的重点工作和日常工作)。
二是镇域污水查漏补缺工程和重要排水单元的达标工作(生产实习前期的重点工作和日常工作)。三是某自

然村的污水管网收集方案工作(生产实习后期的重点工作)。四是参与项目的前期资料收集工作(生产实习

后期的重点工作)。四部分工作均考虑了学生现阶段的知识水平，经评估在校内外导师的指导下，实习学

生均具备独立/参与完成的条件。将真实的生产现场作为实习场所，有效缓解了校内场地不足以及教学模

拟性不强等不足。其中对照组的实习面积共 370 m2，生均面积 14 m2；实验组的生产实习面积大大增加，

达到 443,180 m2，生均面积达到 73,863 m2。改革后的生均实习面积是改革前的 5275 倍。 
(4) 邀请行业导师共同组成实习指导小组。对照组 26 人中配备 2 名指导教师，生均实习师资为 0.08

人。实验组中邀请了行业内经验丰富的导师 4 人，与校内导师 2 人共同组成实习指导小组；实验组的 6
名教师共同管理实习过程，包括完善实习大纲，确定实习内容，指导实习过程，制定考核方案。实验组

的生均师资达到 1 人，是对照组的 13 倍。校外教师有效地缓解了缺乏生产实习指导教师的问题。4 名校

外教师均有工程系列职称，其中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 人、高级工程师 1 人，工程师 2 人。2 名高级职称

校外教师经验丰富，能够把握生产实习的总体进度。2 位中级职称校外教师年富力强，且年龄与实习生

相差在 8 周岁以内，能够跟学生天然打成一片，不但能有效缓解学生对实习的倦怠，还能够起到榜样示

范的作用。 

4. 改革的成果 

4.1. 直接成果 

经过该轮次的《生产实习》改革，实习期内(2 周)的直接成果见表 3，具体地：1) 污水管网施工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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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及报告分析 5 次。2)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存在的问题诊断活动 1 次。3) 农村污水一体化设施巡查 3
次，共巡查设施 25 处。4) 针对污水收集的短板，独立展开巡查，就某一个村的农村排水现状资料进行

收集，并提出 1 套可行性方案。5) 完成项目前期资料收集 1 份。6 名学生完成实习之后，也就实习过程、

见闻、感想等通过包括课堂在内的官方和非官方渠道向同届及下届学生进行了交流，受到了同学们的好

评和热议。成绩方面：实验组 6 名学生，有 4 人实习成绩等级评定为优秀，占比 66.7%，高于对照组(27.2%)。 
 

Table 3. Direct outcome of the reform 
表 3. 实验组的直接成果 

成果内容 成果数量/单位 备注 

污水管网施工点位巡查及报告分析 5 次 ——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存在的问题诊断活动 1 次 —— 

农村污水一体化设施巡查 3 次 共巡查设施 25 处 

某村的农村排水可行性方案 1 套 —— 

收集项目前期资料 1 份 —— 

4.2. 后续影响 

(1) 加深了学生对产业的认识。第一，在产业实习中，巩固了前期所学专业课程的知识点，实现了由

理论到实践的认识过程。第二，面向实际工程的实习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对沉淀池、化粪池、曝气池、

管线等的感性认识又能够作用于后续的学习过程中。第三，面对复杂的工程问题，能够促使学生进行更

高阶的专业思考。以上对培养学生专业兴趣，降低专业人才流失率，提高就业稳定性都是有益的。 
(2) 激发了学生对科研的兴趣。产业是创新的源泉，校内教师和学生通过在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并

在实习后提炼科学问题并主动寻求解决方案。改革后的《生产实习》促进了学生主动创新，据统计，2020
年度，在未开展《生产实习》改革时，当年仲恺给排水共立项各级大学生为主持人的创新项目 6 项；而

实施改革后(2021 年度)，这一数字达到 12 项，立项项目数翻了一番。有引导的产业活动对科研的拉动作

用明显。 
(3) 提高了毕业生的培养质量。据统计，该批次学生于 2022 年毕业，6 人中 2 人当年考取了研究生，

1 人入职省国企从事工程施工类工作，2 人在市政/环境类设计院工作，1 人在政府水务管理部门从事技术

管理工作；工作与给排水相关性高，表现出较好的专业粘性；6 人的就业率达到了 100%，高于当年度专

业平均就业率(93%)。 

5. 结论 

(1) 阐释了仲恺给排水的专业实践体系中《生产实习》的定位，并系统分析了《生产实习》课程教学

中存在的 4 个不足：产教融合不强；对特色建设的贡献度不高；实习场地与设备不足；生产型师资力量

欠缺。 
(2) 针对存在的不足，从完善实习内容、打造实习特色、充实实习场所、充实师资 4 个方面构建完善

策略。改革后，实习内容与给排水专业结合更加紧密；实习的农村给排水特色突出，科产教融合紧密；

实习场所得到充实，生均实习场地面积由 14 m2/生增加至 73,863 m2/生；引入校外行业导师，生均师资由

0.08 人/生增加至 1 人/生，师资配置更加合理，生产型师资得到强化。 
(3) 实验组在实习期内完成了：巡查及报告分析 5 次，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问题诊断 1 次，农村污水一

体化设施巡查 3 次，某村的排水方案 1 套，收集项目前期资料 1 份。6 名同学中 4 名同学成绩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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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的《生产实习》加深了学生对产业的认同感，提高了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度；促进了学生的主动创

新；参与改革的学生均实现了与专业相关的高质量就业，就业率达到 100%。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等学校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2022 年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应用型

高校具有特色的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与实践(GPSJZW2022-06)；教育部新工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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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实验室管理专业委员会：项目导向理念下高校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以仲恺给排

水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D122213P8)；2020 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科产教深

度融合的路径探索——以农业院校中的典型工科专业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为例(298/KA210311513)；2021
年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质量工程项目：农村给排水教研室(KA2201601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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