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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力学》课程是农业水利工程专业与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

课。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水流运动的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基

本概念及分析方法，对农业水利工程及水利水电工程涉及到的一般水力学

问题能够分析和计算。 

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水力学》课程先后被批准为校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4 年）、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16 年）。依托

《水力学》课程建设，推行了“一课多师”制度，打造了一支职称、学历、年

龄结构合理、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的《水力学》课程教学团队。在课程建设

过程中，团队成员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强化课堂教学改革，借助现有网络

平台，建设高校水利专业基础课《水力学》，以网络教学交互视角为切入

点，基于学习主体、教学团队、教学平台、教学资源、教学政策五要素，

剖析影响网络课程教学效果的制约因素；以“现代水利建设人才需求”为导

向，合理搭建水利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多学科交叉平台、自主科研创新

平台、产学研合作实践平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设置方向模块，构

建全方位-多层次网络教学体系；探究立体化网络教学模式，以期为高校水

利专业课程教学优化提供可操作性建议；选取反馈管理、课程质量、绩效

预期、认识负荷、易用预期等 12 项指标，构建网络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基

于层次分析法评价网络教学效果。结果表明在评价体系中教学系统准则模

块下的反馈管理指标、学习内容准则模块下的课程质量指标对网络教学效

果影响最显著；教学政策模块、学习用户的学习风格影响程度最小；该评

价体系为网络教学效果评价提供技术支撑；最终制定网络交互策略方案，



为后续教学研究提供借鉴。 

《水力学》课程改革成效显著，教学成果突出，为东北农业大学及相

关院校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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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力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 

2014 年 4 月，课程团队成员在总结《水力学》课程前期建设成

果基础上，认真撰写了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申报材料（见附件 1）。2014

年 9 月，《水力学》课程被批准为东北农业大学 2014 年校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程（见附件 2）。立项建设以来，课程团队成员强化了《水

力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网站基本资源与拓展资源建设工作

（http://202.118.167.67/eol/tea_main.jsp），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效果。 

1.1 推进了《水力学》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结合《水力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打造了一支热爱教学的

课程教学团队，见表 2。 

表 2 《水力学》校级精品课主讲教师明细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位 职称 

孙  楠 女 1981.05 哈尔滨工业大学 市政工程 博士 副教授 

王子龙 男 1982.04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水土工程 博士 副教授 

王忠波 男 1971.07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水利工程 博士 副教授 

关英红 女 1982.09 哈尔滨工业大学 市政工程 博士 讲师 

许  强 男 1975.04 哈尔滨工业大学 供暖与通风 硕士 
高  级 

工程师 

1.2 设置了课程通知版块 

为便于学生有效开展学习，设置了涵盖《水力学》课程网站使用

计分规则、在线测试答案与注意事项、填写课程调查问卷等内容的课

程通知版块（见图 1，详见课程网站）。 

http://202.118.167.67/eol/tea_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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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水力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课程通知 

1.3 设置了引导性教学版块 

为提高学生学习的针对性，设置了涵盖《水力学》课程绪论至第

十一章的章节导学、重点难点指导、多媒体课件及课程教案的引导性

教学资源（见图 2）。 

图 2《水力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课引导性教学资源 

1.4 摄制了讲课视频 

为便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复习与自学，利用学校的录课教室摄制

了 32 个《水力学》课程讲课视频（见图 3），并已上传至课程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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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水力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讲课视频 

1.5 构建了实验实训系统 

为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设计了水力学演示实验、验证实验、设

计创新类实验、认识实习等内容的实验实训系统（见图 4）。 

 

图 4《水力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实验实训系统 

1.6 设置了拓展资源库 

为便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拓展学习，构建了水力学专题讲

座、素材资源库（水力学认识实习图片、国家标准等）、课程相关网

站等内容的拓展资源库（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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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专题讲座 

 

（b）素材资源库 

 

（c）相关网站 

图 5《水力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拓展资源模块 

1.7 设置了课程作业模块 

为便于学生深化理解《水力学》课程基本知识，构建了涵盖每一

讲教学内容的课程作业系统（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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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水力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课程作业 

1.8 设置了在线测试模块 

为便于及时了解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设置了涵盖水力学各章测

试（见图 7）、期中测试及期末测试的在线测试系统（见课程网站）。 

 

图 7《水力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在线测试 

1.9 开设了答疑讨论模块 

为便于及时解决学生水力学学习中遇到的困惑，构建了涵盖课程

论坛在线互动（见图 8）、邮件答疑等内容的答疑讨论系统（见课程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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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水力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课程论坛 

1.10 开启了研究型教学模式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成立了水力学基础研究、流速与流量测

量、堰流与闸孔出流水力计算等主题的多个研究型学习小组（见图 9，

详见课程网站）。 

 

图 9《水力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研究型教学 

1.11 设置了课程问卷模块 

为及时总结分析《水力学》精品资源共享课运行情况，提升课程

教学质量，发布课程网站建设、课程教学等调查问卷 6 次，回收有效

调查问卷 980 份（见图 10，详见课程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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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问卷发布情况 

 

（b）课程网站建设问卷调查结果 

图 10《水力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课程问卷 

1.12 总结了课程建设成效 

《水力学》课程于2014年6月进行申报并被批准为校级精品资源

共享课进行网络课程建设。该课程基于信息化教学和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混合高效教学的理念，进行课后在线上社交化学习，课堂实施翻转

的教学实践。自2015年3月开始运行以来，使用课程网站的农业水利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专业学生人数累计800人，上交

作业总数3484份，学生进入课程总数229.1万次，课程论坛发表主题

总数5.9万个，课程论坛发文总数 18.2万个，回收学生提交的有效问

卷累计980份。截至2017年7月，《水力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访问

量累计48882次（见图11），排名全校前茅。结合学校每学期期末组

织的学生评教，课程建设三年期间学生对《水力学》课程教学效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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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结果见表1，该课程建设成效显著，为学校相关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提供了参考。 

 

图 11  《水力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访问排行 

表1 《水力学》课程评价结果 

任课教师 2013-2014学年第2学期 2014-2015学年第2学期 2015-2016学年第2学期 平均成绩 

孙楠 98 99 99 98.7 

王子龙 98 98 99 98.3 

关英红 — — 99 99 

白雪峰 99 99 99 99 

李天霄 99 99 99 99 

1.13 取得了丰硕的课程改革成果 

（1）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创新实践活动，2014~2017 年主持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2 项，省级创新训练项目 4 项，东北农业大学校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50 项，参加校级开放实验项目 8 项；获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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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团体荣誉称号 20 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2 项，申请发明专利 2

项，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2）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大学生竞赛，在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

大赛、全国“TRIZ”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全国大学生先进制图

技术与技能大赛、亚太地区及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等竞赛中旅获佳

绩，体现出了良好的科研潜质。 

（3）毕业生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连续三年入选第六届、第七届、

第八届“全国水利优秀毕业生”3 人，实现了历史的突破，展示了东

北农业大学水利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与影响

力。 

（4）课程负责人申报并成功获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1 项，省

级教学项目 1 项，教学奖励 4 项，发表教学论文 5 篇，可为国内相关

院校教学改革研究提供借鉴。因此，本项目成果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教学项目】 

 [1]基于E-learning交互的高校水利专业精品资源共享课《水力学》 

教学模式研究，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

2015.10-2017.10，主持. 

   【教学获奖】 

    [1] 2017 年 10 月，《农业院校水利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获 2017 年东北农业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第 2〗 

    [2] 2017 年 9 月，《农业院校水利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践》获 2017 年第二届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教学成果优秀奖，中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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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教育协会/教育部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 2〗 

    [3] 2015 年 9 月，黑龙江第三届“知识产权杯”高校发明创新竞赛

优秀指导教师奖 

    [4] 2015 年 6 月，《水利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与优化设置》

获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第二十一次优秀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二

等奖，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第 1〗 

【教学论文】 

[1]孙楠，徐丽君，王子龙，关英红，白雪峰，李天霄. 基于网络

教学的“水力学”教学模式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

2016，18（5）：53~57，66. 

[2]孙楠，徐丽君，王子龙，关英红.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网络教学

效果评价分析[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11）：20-21.  

[3]孙楠，李欢，刘东，刘嫄春，徐光君，王忠波.面向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水利类实践教学实施方案的构建[J].科技创新导报，2014，

（7）：118-119. 

[4]孙楠，李欢，刘东，刘嫄春，徐光君，王忠波，王秋萍.水利

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与优化设置[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

教育版），2013，15（6）：37-42. 

[5]刘东，刘嫄春，孙楠，徐光君.水利类本科专业创新人才培养

的探索与实践[J].高等农业教育，2014，（3）：71-74. 

   （5）课程负责人 MOOC 研修结业 1 项，为 MOOC 建设奠定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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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力学》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2016 年 12 月，《水力学》课程被学校批准为 2016 年校级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见附件 3）。立项建设以来，课程团队成员按照申报

书（见附件 4）中预定的工作计划，潜心钻研教学，扎实开展《水力

学》校级慕课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效果。 

2.1 强化了《水力学》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结合《水力学》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打造了一支潜心教

学、精于教研的课程教学团队，见表 2。 

表 2《水力学》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主讲教师明细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位 职称 

孙  楠 女 1981.05 哈尔滨工业大学 市政工程 博士 副教授 

王子龙 男 1982.04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水土工程 博士 副教授 

关英红 女 1982.09 哈尔滨工业大学 市政工程 博士 讲师 

许  强 男 1975.04 哈尔滨工业大学 供暖与通风 硕士 
高  级 

工程师 

盖兆梅 女 1976.07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水利工程 硕士 工程师 

2.2 开展了《水力学》慕课教学模式研究 

在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基于 E-learning 交互的

高校水利专业精品资源共享课《水力学》教学模式研究”基础上，采

取边研究、边实践的方式，开展了水力学慕课建设期驱动力、运行期

驱动力及其适宜教学模式研究，为提高《水力学》校级慕课建设水平

奠定了基础。此期间成功获批黑龙江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研究教学型大学本科 MOOC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研究”（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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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3 加强了《水力学》慕课顶层构想设计 

在网络综合平台上，《水力学》慕课建设团队进行了课程概要设

计。 

（1）课程背景 

①《水力学》是水利类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②为了适应水利工程领域人才需求规格，教学资源精品化、教学

过程个性化、教学活动互动化、教学考核丰富化的网络教学模式已经

成为主流。 

③协作探究式学习模式在学生《水力学》课程主题脉络掌握、基

本理论与知识灵活运用、综合素质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2）建设目标 

①夯实学生的水力学应用基础 

②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工程素养 

③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与创新潜质 

（3）设计原则 

①规范性、严谨性、科学性、完整性及通用性相融合 

②课程内容优化与课程知识点精讲相结合，丰富的教学资源配置

与灵活的教学效果评价相结合 

③一切为了塑造学生的水利工程和谐观，一切为了学生发展 

（4）课程特色 

①领略水力学驱动的魅力 



13 

②培养学生具有水力计算的基本技能和能力 

③给学生塑造一个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的环境 

（5）课程主题词 

品味水韵之美。 

2.4 梳理了《水力学》慕课内容架构 

在课程顾问指导下，《水力学》慕课建设团队精心梳理了课程知

识点，反复论证，构建了课程内容体系框架，见表 3。 

表 3《水力学》慕课内容体系与教学安排 

章名 节名 
主讲 

教师 
教学形式 时长 

规定学 

习时间 
学时 

绪论 

水力学的任务与研究对象 孙楠 在线学习 10 

第一、二周 

0.2 

水力学发展简史 孙楠 在线学习 8 0.2 

液体的主要物理性质 孙楠 在线学习 15 0.3 

连续介质和理想液体的概念 孙楠 在线学习 10 0.5 

作用于液体上的力 孙楠 在线学习 8 0.4 

水力学的研究方法 孙楠 在线学习 7 0.4 

第一章

水静力

学 

静水压强及其特性 关英红 在线学习 10 

第三、四周 

0.8 

液体的平衡微分方程及其积分 关英红 在线学习 8 1 

重力作用下静水压强的基本公式 关英红 在线学习 10 0.6 

重力和惯性力同时作用下的液体平衡 关英红 在线学习 15 0.6 

作用于平面上的静水总压力 关英红 在线学习 10 0.8 

作用于曲面上的静水总压力 关英红 在线学习 10 0.8 

浮力及浮体与潜体的稳定性 关英红 在线学习 12 0.7 

第二章

液体运

动的流

束理论 

描述液体运动的方法 关英红 在线学习 8 

第五周 

0.8 

液体运动的一些基本概念 关英红 在线学习 10 0.8 

恒定总流的连续性方程 关英红 在线学习 11 1 

恒定总流的能量方程 关英红 在线学习 12 0.7 

恒定总流的动量方程 关英红 在线学习 10 1 

教学实

例分析

（绪论、

第一、二

章） 

水力学研究对象教学实例 
1 班学生

代表 

见面课 

20 

第五周 

0.8 

水静力学教学实例 
2 班学生

代表 

20 
0.8 

20 

液体运动教学实例 
3 班学生

代表 

20 
0.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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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动阻

力与水

头损失 

水头损失的物理概念及其分类 孙楠 在线学习 8 

第六、七周 

0.5 

流速边界几何条件对水头损失的影响 孙楠 在线学习 10 0.5 

均匀流沿程水头损失与切应力的关系 孙楠 在线学习 10 0.5 

液体运动的两种型态 孙楠 在线学习 12 0.6 

圆管中的层流运动及其沿程水头损失 孙楠 在线学习 11 0.6 

湍流的特征 孙楠 在线学习 15 0.6 

沿程阻力系数的变化规律 孙楠 在线学习 10 0.5 

计算沿程水头损失的经验公式——谢

才公式 
孙楠 在线学习 10 0.6 

局部水头损失 孙楠 在线学习 12 0.6 

教学实

例分析

（第三

章） 

流动阻力与水头损失教学实例 

1 班学生

代表 

见面课 

20 

第七周 

0.4 

2 班学生

代表 
20 0.4 

3 班学生

代表 
20 0.4 

第四章

有压管

道流动 

简单管道恒定流的水力计算 孙楠 在线学习 15 

第八、九周 

1 

复杂管道恒定流的水力计算 孙楠 在线学习 10 1 

有压管道中的水击问题 孙楠 在线学习 10 0.6 

非恒定流的基本方程组 孙楠 在线学习 12 0.6 

水击的基本微分方程组 孙楠 在线学习 8 0.8 

调压系统中的水面震荡 孙楠 在线学习 10 0.8 

教学实

例分析

（第四

章） 

有压管道流动教学实例 

1 班学生

代表 

见面课 

20 

第九周 

0.4 

2 班学生

代表 
20 0.4 

3 班学生

代表 
20 0.4 

第五章

明渠流

动 

明渠水流的基本概念 孙楠 在线学习 10 

第十周 

1 

明渠恒定均匀流 孙楠 在线学习 10 1.5 

明渠恒定非均匀渐变流 孙楠 在线学习 15 1.5 

明渠急变流 孙楠 在线学习 10 1.5 

明渠非恒定流 孙楠 在线学习 8 1 

教学实

例分析

（第五

章） 

明渠流动教学实例 

1 班学生

代表 

见面课 

20 

第十周 

0.5 

2 班学生

代表 
20 0.5 

3 班学生

代表 
20 0.5 

第六章

堰流及

闸孔出

堰流的类型及计算公式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0 

第十一周 

0.8 

薄壁堰流的水力计算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0 1 

实用堰流的水力计算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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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宽顶堰流的水力计算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5 1 

闸孔出流的水力计算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2 1 

教学案

例分析

（第六

章） 

堰流及闸孔出流教学实例 

1 班学生

代表 

见面课 

20 

第十二周 

0.4 

2 班学生

代表 
20 0.4 

3 班学生

代表 
20 0.4 

第七章

水流衔

接与消

能 

底流消能的水力计算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0 

第十三周 

1.5 

挑能流消能的水力计算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0 1.3 

面流及消能戽消能简介 王子龙 在线学习 8 1.2 

第八章

液体流

动的流

场理论 

流速、加速度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0 

第十四周 

 

流线与迹线的微分方程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2  

液体质点运动的基本形式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2  

无涡流与有涡流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5  

恒定平面势能的流速是及流函数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0  

液体运动的连续性方程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0  

理想液体的运动微分方程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0  

实际液体的运动微分方程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5  

边界层理论基础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0  

教学案

例分析

（第七、

八章） 

水流衔接与消能教学实例 
1 班学生

代表 
见面课 

20 

第十四周 

1 
20 

液体流动的流场理论教学实例 
2、3 班学

生代表 

20 
1 

20 

第九章

渗流 

渗流的基本概念 王子龙 在线学习 8 

第十五周 

0.7 

渗流的基本定律——达西定律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2 0.8 

地下河槽中恒定均匀渗流与非均匀渐

变渗流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5 0.6 

棱柱体地下河槽中恒定渐变渗流的浸

润曲线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0 0.7 

普通井及井群的计算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0 0.7 

水平不透水层上均质土坝的渗流计算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2 0.7 

渗流场的基本微分方程及其解法 王子龙 在线学习 12 0.6 

教学案

例分析

（第九

章） 

渗流教学实例 

1 班学生

代表 

见面课 

20 

第十五周 

0.4 

2 班学生

代表 
20 0.4 

3 班学生

代表 
20 0.4 

第十章

水力学

量纲分析 孙楠 在线学习 15 
第十六周 

1 

相似原理 孙楠 在线学习 1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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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试

验基础 

水工模型设计注意事项 孙楠 在线学习 15 0.7 

变态模型 孙楠 在线学习 12 0.7 

教学案

例分析

（第十

章） 

水力学模型试验教学实例 

1 班学生

代表 

见面课 

20 

第十六周 

0.3 

2 班学生

代表 
20 0.3 

3 班学生

代表 
20 0.3 

2.5 提供了丰富的《水力学》慕课网络学习资源 

在课程顾问指导下与视频制作团队支持下，《水力学》慕课建设

团队开展了讲课视频、测试题、课程资料等网络学习资源建设工作。 

（1）上传了丰富的课程资料 

为便于学生进行拓展学习，《水力学》慕课建设团队将水力学慕

课教学大纲、成绩考核说明、相关制度、视频配套教案、见面课相关

资源、拓展学习网站推荐、水力学相关国家（行业）标准、规范、相

关学术论文等资料（见图 12）上传至课程网站，2019 课程资料总数

500 余个。 

 

图 12  《水力学》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课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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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强化《水力学》网课运行过程管理 

（1）适时发布课程通知：为规范学生的网课学习行为，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相关教学环节，《水力学》网课建设团队结合学生的学习

状况及学习进度，适时发布了关于网课成绩考核说明与相关规章制

度、学习进度把控、课程论坛利用、学习环节建议、部分章讨论题参

考答案与相关知识更新、调查问卷填写等课程通知。 

（2）密切跟踪学生学习进度：为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水力学》网课建设团队将定期登录课程网站，关注选课学生的学习

进度，对没有学习或低于系统预设计划进度的学生进行督促。 

（3）密切关注课程事务：《水力学》网课建设团队定期登录课

程网站，以全面了解学生章测试重做、退课及请假情况。 

（4）建立多方沟通机制：为提高课程运行效率，《水力学》网

课建设团队、运行工程师及学生通过微信、QQ 等通讯手段，就课程

网站电脑端应用细节及时进行沟通。 

2.7 强化线上互动教学模式 

为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水力学》网课建设团队制定《水力

学》网课成绩考核说明（见附件 5）、《水力学》网课学生学习规范

（见附件 6）、《水力学》网课任课教师工作规范（见附件 7）、《水

力学》网课课程论坛奖励计划（见附件 8）等网课运行管理制度，规

范教与学的行为，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现 “师生互动、生生

互动”网络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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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应用 

《水力学》网课建设团队在网上开设答疑论坛，实现学生们互助

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9 推进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水力学》网课建设团队依据教育改革发展形势需求，参考相关

高校经验，将传统的“平时成绩+期末考试”考核模式改为“自主+互动

学习成绩（学习进度成绩+章测试成绩+在线测试成绩+课程笔记提交

成绩）+期末笔试成绩”多元化考核模式，制定配套见面课案例分析环

节各班成绩计算表，强化学生学习过程考核。 

2.10 强化课程调查与评价 

为提升《水力学》网课建设运行水平，春季学期，《水力学》慕

课建设团队分别制定、发放了面向教师与学生层面的调查问卷（见附

件 9）。 

2.11 建设中取得的课程改革成果 

     见附件 10。 

   【教学课题】 

    [1]《研究教学型大学本科 MOOC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研究》，

黑龙江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18.7-2020.7〖主持，省级〗 

    [2]《研究教学型大学本科 MOOC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研究》，

JYXRRK2018022，东北农业大学“大北农学者计划”教学育人基金项

目，2018.4-2019.3〖主持〗 

   【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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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孙楠，胡旭铧，陈柏仲，吴玲钰.MOOC 背景下《水力学》教

学体系的研究[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11）：50-53 



 

后记 

2014-2019 年，《水力学》课程教学团队不断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形成

了人人热爱教学、人人钻研教学、人人精于教学的良好氛围。在教学设计

方面，听取多方面需求与建议，结合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培养目标与毕业要

求，反复论证课程教学目标，精心梳理知识点，由“教什么”转变为“学什么”；

在教学过程方面，经过反复研讨设计学生学习规范与见面课实施方案，打

造开放型课堂，推进翻转课堂与研究型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有规律地自主

创新学习，由“怎么教”转变为“怎么学”；在教学评价方面，通过线上线下考

核、问卷调查、学情分析报告等多渠道收集反馈意见，进而改进教学，由“教

得怎么样”转变为“学得怎么样”。通过上述环节，教学团队逐步树立起“学生

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教学理念。 

面向未来，《水力学》课程建设团队将进一步强化课程建设，为相关

院校开展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借鉴与参考。在课程受益面方面，将与超星公

司密切协作，以国家推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契机，加强课程宣传；在教

学资源建设方面，将密切关注水力学科学领域的最新动态及相关国家规范

（标准）的出台与更新，广泛征求相关高校师生的建议，不断优化课程教

学内容，完善课程测试题，同时，多渠道收集水力学教学案例、相关最新

规范、相关大学生竞赛等资料素材，并录制水力学试验视频，及时更新课

程网站“课程资料”库；在课程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将强化课程框架设计，共

享课程运行培训多媒体课件、见面课方案等教学文件，力争有更多的院校

采用“网络自学+见面课”的标准慕课教学模式。 

课程建设是一项常做常新、永无止境的工作，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



 

重要支撑。《水力学》课程教学团队将以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

作会议精神为指导，精心设计课程教学要素，引导学生参与相关教学活动，

培养学生“乐学”的精神、“会学”的能力，达成学生“学会”的教学效果，打造

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水力学》“金课”，为推动东北农业大学工

程教育改革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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