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11), 9009-901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392    

文章引用: 黄强, 李绍峰, 迟惠中, 孟伯阳. 高职水务系列课程的理实创一体化教学模式构建研究[J]. 教育进展, 2023, 
13(11): 9009-9015. DOI: 10.12677/ae.2023.13111392 

 
 

高职水务系列课程的理实创一体化教学模式 
构建研究 

黄  强*，李绍峰，迟惠中，孟伯阳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广东 深圳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16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15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23日 

 
 

 
摘  要 

基于现有实践教学方法与模式的总结，本研究拟立足于深圳水务产业的转型，在梳理水务专业知识架构、
调研高职水务专业学情、分析教学方法适用性的基础上，开展课程群设置、教学团队组建、新型实践教

学方法应用、教学效果评价、教学循环改进等教学改革研究，期望为高职水务系列课程教学提供可借鉴、

可推广的理实创一体化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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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existing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 and models, this study intends to 
focu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enzhen’s water industry, and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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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investigating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f water affairs pro-
fessional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analyz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eaching methods,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on curriculum group setting, teaching team establishment, new prac-
tical teaching method application, teaching effect evaluation, teaching cycle improvement, etc.,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for the water affairs series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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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年以来，高职院校在教学方面主要模仿本科的模式[1]：教学过程中教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强调

先理论后实践、学生实践占学时分配的比重小。而随着产业的发展和用人要求的提高，传统的理论教学

模式已无法适应当前产业对高职毕业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明确

指出[2]，高职院校应当以产业为导向，注重专业内涵式发展，改革和创新教学模式。在产教融合的背景

下，各高职院校日益重视教学模式的改革，积极探索适应产业需要的人才培养路径。 
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存在自主学习意识弱、学习热情持久度低、能力差异较大等问题[3]。随着高职扩

招，生源呈现多元化使这种状况更加突出。在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下，高职学生很难通过课堂学习将理

论知识转化为就业岗位技能。开展实践教学，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学习知识和技能，不仅可以激发高职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持久度，还可以驱动高职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提升，促使其成为适应企业第一线需要

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4]。实践教学已成为影响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甚至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4 年李克强总理在达斯沃论坛上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5]。大学生作为创新创业的

生力军，其双创能力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2020 年教育部在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提案答复中表示[6]：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把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课程纳入高校必修

课体系，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在国家战略的要求下，课程实践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

的融合将是必然趋势。 

2. 高职实践教学的发展现状 

2.1. 实践教学设计缺乏足够的学情调研支撑 

国内外教育者针对课程教学改革开展了大量探索，一方面产生了诸如项目化教学、翻转课堂、混合

教学等新型教学方法[7] [8] [9]，另一方面形成了校企合作、赛教融合、赛证融通等实践育人模式[10] [11] 
[12]，对教学与育人效果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当前很多具体的实践教学实施存在硬搬硬套的问题，

缺乏足够的学情调研支撑。现代教学观认为[13]，教学设计应是在一定的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基础上

形成的。因此，具体的课程实践教学应立足于学情的充分调研与分析，在实践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实践

教学设计、实施、评价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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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容易从“重理论轻实践”走入“重实践轻理论”的极端 

在高职院校越来越重视实践教学的背景下，学生实践的学时占课程总学时的比重不断增加[14] [15]]。
而高职学生普遍存在自主学习能力较差的问题，难以对实践学习中的知识架构进行归纳总结。过分地追

求实践操作而忽视理论知识的讲解，会导致学生专业基础知识不牢固，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16]。
因此，理实一体化教学应重视理论知识与实践训练的融会贯通，而不是形式上的简单组合。在整个教学

过程中，师生双方应边教、边学、边做，理论与实践交替进行，没有固定的先实后理或先理后实，而是

理中有实、实中有理。 

2.3. 理实一体化教学受实训条件限制而开展不充分 

由于建设经费、空间场地等客观原因，学校内部可用于实训教学的场地和设备有限，且这些实训设

备也无法紧随行业的发展而实时更新，导致校内实训条件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所有课程的实践教学需求。

而校外实训基地虽然能够与企业的一线工作需求保持紧密联系，但也受空间距离和教学课时的限制，只

能作为校内实践的补充。基于此，采取虚实结合的实践方式[17]，虚拟仿真模拟实训与真实情境实地操作

交错互补，来弥补实训条件的不足将是理实一体化教学的重要可行手段。 

2.4. 实践教学主要以单门课程“单打独斗”的形式开展 

高职院校的实践教学通常是以单门课程为单位独立开展，而每个教师也有各自独立的教学模式，这

样既不利于课程之间的无缝衔接，也不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专业知识。科学的实践教学应建立在专业课

程优化整合的基础上，以课程群[18]的形式系统开展课程实践教学设计与实施，形成团队式的实践教学模

式，更有利于实训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学生系统专业知识的获得。 

2.5. 高职双创教育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理实创一体化模式仍需深入探索 

目前高职院校的双创教育主要通过《创新思维》课程、创新工程、创客项目、双创比赛等方式开展。

通过各式各样双创项目的开展，初步达到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帮助学生逐

步养成创新创业意识和品质的目标。但当中也存在课程实践与创新实践分离、不能根据学生个性培养、

过分依赖指导老师、受益学生占比小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高职的双创教育可借鉴本科院校的导师

制，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性和个性特点，开展小组式的双创培育，形成理实创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从而

使学生在双创活动中真正的习有所得。 

3. 理实创一体化教学体系构建 

3.1. 以产业为导向，构建高职水务系列课程群与教学团队 

当前深圳水务行业正向厂网河湖库一体化运维转型。通过与行业协会深入交流，走访企业一线工作

进行调研，了解深圳水务行业正在进行的厂网河湖库一体化运维转型，剖析高职毕业生在水务行业转型

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需要掌握的岗位新技能。 
以水务产业进行的厂网河湖库一体化运维转型为导向，梳理岗位技能对应的知识架构，将高职水

务专业知识架构划分为水资源系统、供水工程、排水工程、信息化运维等 4 个模块。首先，以 4 个模

块的知识架构为核心，构建《水文学与水文地质》&《水力学与水泵站》、《水处理工程》&《给水排

水管道工程》、《海绵城市工程》&《再生水利用工程》、《GIS 理论与应用实践》&《水务信息化及

应用》等课程群。考虑专业的知识脉络、课程的难易程度、高职学生的学习和认知规律，将课程有序

穿插在高职三年的各学期，以实现课程教学和学生知识获得的有机链接，如图 1 所示。其次，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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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校企合作，组建由专任教师与企业高工联合组成的教学团

队，推行课程群负责制，每位老师同时进入多个课程群，课程群内形成良性梯队、一课多人、协作互

补的模式。 
 

 
Figure 1. Industry-oriented water affairs series courses group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图 1. 以产业为导向的高职水务系列课程群 

3.2. 基于高职学情特点，构建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 

采用问卷调查、随机访谈的方式，对深职院给排水工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等水务专业的一年级和

二年级学生展开调研，调研内容包括学习背景、专业知识储备、学习期望、毕业后工作期望、教学方法

的接受程度、对实践教学、双创培育的持有态度等。此外，针对当前已采用的项目化教学、混合教学等

新型教学方法，以及赛教融合、“一站式”等实践育人模式开展调查评价，深入分析其取得的实际效果

与存在的问题。基于现有实践教学方法与模式在高职水务专业课程教学的适用性分析，对标水务产业岗

位技能要求，设定实践教学目标；整合校内虚拟仿真设备、水务实训基地、信息化系统、科研项目、产

业学院、校企联合等校内外实践资源，进行课程资源组织、实践项目设计、教学过程统筹、教学评价实

施、教学方法改进，构建高职水务系列课程的理实创一体化教学模式，如图 2 所示。 
在课程实践方面，采用 SPOC、学习通等新型“互联网+”手段，将传统的课堂学习改为课前线上

自主学习、课中线下精讲与演练、课后线上答疑与拓展三个阶段，发挥教师的引导、启发、监控作用，

督促学生提升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利用水循环仿真、给水排水仿真、海绵城市仿真等教学装置，

开展水资源系统、供水工程、排水工程、水务信息化运维等情境生成模拟实训教学，给学生设定一定

的行动导向进行仿真实践学习；组织学生到西丽水库、西丽再生水厂、光明排水等校外实训基地，感

受水务工作一线情境，以企业实际工作为教学案例，让学生在真实实践行动中学习。在企业实践方面，

通过已建立的校企合作模式，以环境水务产业学院为依托，开设工匠实训项目；与行业龙头企业深圳

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等子公司展开合作，开设日常水务管理、管网、水源环境巡查等企业一

线项目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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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of the water affairs series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
tion 
图 2. 高职水务系列课程的理实创一体化教学模式 

3.3. 建立导师负责制研学小组，实现课程实践与创新实践的有机融合 

借鉴本科院校的导师制模式，建立适用于高职院校的导师负责制研学小组。以课程群为单位，由任课

教师建立与课程知识有关的研学小组，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爱好进入各个导师的研学小组；研学小组内包含

各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发挥“传帮带”作用。以科研项目为载体，让学生参与辅助科研工作，鼓励学生

开发水务小产品并予以专业指导；以科研成果为依托，孵化创客、创新工程等项目，参加双创比赛。 

3.4. 以学生、教师、企业为主体，形成理实创一体化教学效果的三方多元评价模式 

分别以学生、教师和企业为主体，构建教学效果的三方多元评价模式。在学生评价部分，以教学方

法适应性、教学手段先进性为评价标准，由学生对教师教学质量开展期中、期末评价。在教师评价部分，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392


黄强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11392 9014 教育进展 
 

以学习过程、学习成绩、可持续发展为评价标准，由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开展期中、期末以及跟踪性

评价。在企业评价部分，以动手实操能力、岗位适应能力、双创能力为评价标准，由企业人员对学生的

综合素质开展评价。 
依据教学效果评价结果，总结理实创一体化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和教学策略进行修正；构建一个由教学目标设定、实践内容设计、教学策略选择、教学效果评价、教学

模式改进等环节组成的理实创一体化教学闭环操作模型。 

4. 总结 

与传统的学术教育不同，职业教育重视学生对实际工作场景的模拟和真实工作经验的积累。而实践教

学是提高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它包括学习、训练和实践三个环节，能够使学生真实地感受到所

学知识和技能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价值，并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在高

职院校日益重视实践教学的背景下，学生实践的学时占课程总学时的比重不断增加，校企合作、赛教融合、

课证融通等教学理念，以及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混合教学等新型实践教学方法也被大量应用到了课程

教学中，但仍存在缺乏学情调研支撑、各课程“单打独斗”、课程实践与创新实践分离等问题。本研究以

高职水务系列课程为对象，立足于深圳水务产业的转型，在梳理水务专业知识架构、调研高职水务专业学

情、分析教学方法适用性的基础上，对标水务产业岗位技能要求，对课程群设置、教学团队组建、新型实

践教学方法应用、教学效果评价、教学循环改进等进行了探索性教学改革研究(如图 3 所示)。期望达成培

养具备水务专业知识、动手实践能力强、岗位适应能力强的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教学目标，为高职水务课

程甚至高职课程教学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理实创一体化教学模式。 
 

 
Figure 3.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path of water affairs series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图 3. 高职水务系列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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