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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nd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main courses for the majors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and Groundwa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and the promotion of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have put forward stricter requirements on the knowledge of groundwater re-
sources management. Reform strategy on this course is now urgently needed to improve quality 
in the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is paper, taking Chang’an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Ground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then presented the relate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edu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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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下水资源管理》是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课。近年来，随着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和专业认证工作的不断推进，对《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课程教学应适

应这一新的形势，做出相应的改革。本文以长安大学为例，分析了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教学改革思路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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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地下水的开采量不断增大。在一些地方，由

于不合理的开采，导致了各种地质环境及生态问题发生，如地面沉降、地裂缝、土地沙化、土壤盐渍化、

地下水污染、湖泊湿地萎缩等等。因此，在对地下水的循环演化规律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地下水

资源进行准确评价，并据此对地下水的开采进行科学管理就十分必要。《地下水资源管理》就是这样一

门课程，它是在充分掌握地下水运动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手段，管理保护地下水资源，实现其持续

利用，为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支撑。长安大学的水利类专业由著

名水文水资源学家李佩成院士领衔，其历史可追溯至 1952 年(早期的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在长期

的教学科研实践中，专业形成了“立足西北、面向全国，针对干旱半干旱地区，侧重地下水资源与生态

环境”的研究与培养的特色，取得了丰硕的教学与科研成果，已成为西北地区水资源与环境类人才培养

的重要基地。面对新时期、新需求，在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教师优良传统基础上，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创

新，积极探索适应创新型国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水资源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新

形势下教学工作面临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地下水资源管理》作为长安大学水利类专业的特色专业课，

也亟需进行相应的改革。本文结合笔者在《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教学中的切身体会，谈谈该门课程教

学改革的几点拙见。 

2. 新形势下课程教学存在问题 

《地下水资源管理》是学生完成《水文地质学基础》、《水文地球化学》、《地下水动力学》、《专

门水文地质学》等课程学习后开设的一门专业课，它要求学生在充分掌握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以及

动态变化的前提下，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对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实施

组织、协调、监督，实现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主要包括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

地下水资源规划、地下水资源保护、地下水资源管理、地下水取水工程管理、地下水监测与信息发布、

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等。该课程不仅仅强调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还需要学生对社会知识有一定

的掌握，更需要他们把专业知识与社会知识结合起来对地下水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在新的

形势下，《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教学如何进行，需要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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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

高度，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方略，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章，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生

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空前的历史高度和战略地位。水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控制要素，积极践行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理念，不断强化水生态文明建设，可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

力支撑和保障[1]。但是，目前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教学中没有把地下水的生态功能提到应有的高度，

无法适应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与美丽中国建设对地下水学科的要求。 
另一方面，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正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展开，2016 年 6 月，我国正式加入了国际上最具

影响力的工程教育学位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通过认证协会认证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学位可得到《华

盛顿协议》其他组织的认可。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提高我国工程教育的质量、提升中国工程教育

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也是国际通行的

工程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其核心就是要确认工科专业毕业生达到了行业认可的既定质量标准要求，是一

种以培养目标和毕业出口要求为导向的合格性评价。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师资队

伍配备、办学条件配置等都围绕学生毕业能力达成这一核心任务展开，并强调建立专业持续改进机制和

文化以保证专业教育质量和专业教育活力。因此，为适应工程教育认证提出的新要求，践行“学生中心、

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教学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 

3. 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基于以上《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提高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

程专业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改革。 

3.1. 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充分重视地下水的资源和生态双重属性 

长期以来，地下水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分布广泛、动态稳定、水质良好、

便于应用，地下水已成为我国生活、工业和农业用水的重要供水水源，尤其在我国干旱半干旱的华北、

西北地区，地下水往往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供水水源[2]。但应明确，地下水不仅仅是一种资源，更

是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因子。在极其复杂的生态巨系统中，地下水与含水介质、土壤、包气带、地表水、

气候、生物不断地发生着相互作用，并处于动平衡状态中，它是“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是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灵敏的因子。因此，在《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的教学中，应充分考虑地下水的这

一特点，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从地下水资源状况及其开发利用的实际出发，针对地下水开发利用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及主要矛盾，以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实施地下水资源的

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有效保护，从而保障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例如，在地下水资源评价的教学中，就应把生态因子作为重要的约束条件，研究植被与地下水之间

的关系，研发基于生态环境的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从而通过控制地下水位等要素，切实保障在开采地

下水资源时不破坏生态环境。又如，湖泊是干旱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调节器，在调节区域气候、维持生

态系统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农业灌溉、城乡供水、休闲旅游、养殖发电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综合效

益[3]；近年来由于地下水开采量的增大，减少了入湖补给量，从而造成湖面不断萎缩、湖水盐度升高，

带来了生态环境负效应。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中用系统联系的观点讲解湖泊与地下水的关系，让学生认

识到地下水在湖泊的形成及其维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考虑湖泊与地下水的联系及其动态平衡关系，

并且对这一平衡中的水均衡、盐份均衡状况进行准确估计，就必然导致地下水开采中的湖泊萎缩问题。

再如，长期以来，我国对引水灌区的管理存在重引轻排的倾向，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一问题尤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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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导致了严重的土壤盐渍化，造成土地肥力降低、粮食减产；产生这一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灌溉引

起的地下水位埋深过浅，再加上强烈的蒸发作用，使得盐分在土壤中大量累积；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

本是调节地下水位，合理利用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加强地下水排水，使得地下水不但在水量上达到平

衡，而且也应使其盐分能够达到平衡状态。总之，随着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系统影响的加剧，应在《地下

水资源管理》课堂教学中加强地下水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教学，应让学生从生态系统全局的观点上认识地

下水的功能和作用，从良好的生态承载力、良好的生态系统关系、良好的生态可持续性等方面全面认识

生态环境建设的需求，阐明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而不是传统的仅考虑可开采资源量的概念。 

3.2. 引入新方法新技术，对接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要求 

科技的飞速发展给《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教学提出了新要求，也对课程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例如，地下水脆弱性评价是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一工作由于数据量大，计算较为

复杂，学生学习后难以实际操作；近年来，随着 GIS 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教学内容的实施难度大为简

化，因此教学中应补充这一技术的使用方法，并增设相关的实习实验。近年来，地下水的自动化、智慧

化监测技术发展迅速，但在传统的教学内容中，对新型监测仪器的介绍很少，这就需要对这一教学内容

进行补充完善，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监测技术方法和仪器设备。此外，水文地球物理是一门用地球物理技

术探测含水层特性和监测地下水流动和污染物运移的交叉学科，该研究领域正在美国和欧洲迅速崛起，

但在地下水资源管理教材中缺少地面穿透雷达(GPR)、核磁共振、交叉测井电阻率/雷达/地震层析成像等

国际先进技术的原理及应用知识[4]。又如，化学风化、水岩相互作用是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中早期水文

地球化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近年来，生物过程的重要性得到广泛重视，开展特定水文环境下的化学和生

物反应耦合模拟研究、微生物作用下的地下水污染修复等是目前的研究热点[4] [5]，然而，目前课程教学

中无相关内容。此外，为提高生产效率，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在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专业学生从业领域(水利、能源、城建、环保、国土等)中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因此，将这些学科新

技术新方法带入课堂，不仅可以增加课堂的科学性和趣味性，也可让学生把握学科的前沿动态，提升学

生科学思维能力，对接新时代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 

3.3. 面向工程教育认证，秉持学生中心、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已成为我国高校专业建设新的风向标，为了适应工程教育认证的要求，我校制订

的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如下：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工程背景、扎实专业

知识、强烈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广阔国际视野与终身学习能力、可适应我国新时期水利现代化建设需求

的高级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学生毕业 5 年左右，能把握行业发展需求与动态，熟练应用现代技术工具，

能在水利、能源、国土、交通、城建、农林、环保等领域从事与水资源、水环境有关的勘测、评价、规

划、设计、预测预报和管理等方面的生产实践以及教学和科学研究等工作；并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具备

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科研攻关能力。为达成这一培养目标，在毕业要求中对学生专业技能的要求是：

能够基于专业知识和技能，识别、表达、分析并解决水文水资源及相关领域涉及的勘察评价、规划开发、

预报调度、管理决策等问题，能理解复杂工程设计中涉及的经济、社会、环境、法律、安全、健康、伦

理、文化等制约因素，并对其影响进行评价。 
《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作为我校的一门特色专业课，课程中既有广泛的专业知识内容，又与社会

需求、政策法规、形势变化等密切相关，适应工程教育认证的要求，课程内容也应充分响应毕业生毕业

要求的达成。所以在《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教学中，应充分体现“学生中心、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

把国家对本领域新的要求、新的技术方法、新的政策法规及时引入到教学内容中，积极改变专业教学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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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优势，以全方位、多角度呈现教学内容，做到知识系统、重点突出、生动有趣。

在课程考核中，应统筹考虑学生综合运用相关知识的能力，把平时的课堂教学、课堂提问、随堂测验、

实习实训与期末考试结合起来，系统进行教学评价。同时，在考试结束后，应对课程综合成绩进行认真

分析，进行课程达成效果评价，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后期改进意见，持

续提升教学效果。 

4. 结语 

面对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和专业认证的双重要求，地下水资源管理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可一蹴

而就，是一个持续反馈、反复调整、趋于优化的过程，需要教学工作者不断地进行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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