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５年６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６
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６．０２７

农业水利工程专业设计性实验初探 ①

陶洪飞１，马英杰１，赵经华１，朱成立１，２，洪明１，付秋萍１，唐清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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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建设计

划”，新疆农业大学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开展了设计性实验的建设。结合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特点，阐述设计性实验的选题，

探讨设计性实验的思路和要求，提出设计性实验的考核体系；通过参与设计性实验的全过程，可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

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及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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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贯彻落实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的重大改革项目，是促进高等农业教育发展与农业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重大举措［１］。依据

“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新疆农业大学结合“理论联系实践，教学结合生产”的办学方针，以及立

足新疆，面向全国，服务“三农”与水利行业，主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农业水利工程人才目标，

制定了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培养标准。其中，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环节对培养复合应用型农林

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目前新疆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的实验多数是

验证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并未设置设计性实验，而该实验往往是实验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２－５］，故有

必要探索适合新疆农业大学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的设计性实验。

１　设计性实验的选题
设计性实验是高层次实验，与其它实验不同，它是根据指定的实验目标、实验室条件及实验要求，学

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设计实验方案（包括实验内容、实验步骤、实验人员分工、实验数据记录表等）完成

实验［６］。通过设置设计性实验可将传统验证性实验转化为研究性实验，传统动手实验转化为既动手又

动脑的实验，传统按部就班的实验方案转变成学生主动精心设计的实验方案。而设计性实验的选题非

常重要，一般题目要具有创新性、综合性和代表性，选题时应考虑学生的兴趣及可操作性，同时与卓越农

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培养目标及新疆科技发展方向相结合，坚持多知识面的综合应用，坚持学生兴趣

与教师引导结合。

目前新疆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已形成农业水利工程与水土保持教研室到水利与土木工程

学院二级审核制度，对设计性实验题目的代表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把关。教研室成员对设

计性实验题目和实验方案展开讨论分析，并根据农业水利工程实验室和全自动微灌系统仿真实验室的

实验条件以及实验教学老师的安排进行论证。教研室通过后将设计性实验方案上报至学院，学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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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至少２名副高级）在学院范围内进行论证，并现场评审，填写相关建议和意见，只有学院同意，才
能开展设计性实验。

２　设计性实验的思路
设计性实验主要针对大三和大四的学生，他们可以根据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设计性题目，组成５～

７人的团队，开展实验，让传统的“要我做实验”转变成“我要做实验”，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和创造
力。为让学生摆脱对实验指导书及指导教师的依赖，从传统实验的模式中走出来，形成提出问题、解决

问题的意识，在开始设计性实验之前，为学生提供一些参考思路，并提出一些基本要求。

新疆地表水多为山溪性河流，泥沙含量高，若不处理则很容易将灌水器堵塞。目前，采用沉沙池加

过滤器的方法去除微灌用水中的泥沙，从而防止灌水器的堵塞，以满足微灌要求。其中，过滤器是微灌

系统中的关键性设备之一，也是保证微灌系统正常运行、延长工程使用寿命、提高灌水质量的重要设备。

筛网过滤器作为最后一级除沙设备，其水力性能与泥沙处理能力对微灌系统设计及运行管理具有重要

的意义，故筛网过滤器清水实验和浑水实验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和前沿性。下面以筛网过滤器清水和浑

水试验的研究为题目做如下介绍。

２．１　查阅资料制定实验方案
学生根据实验目标，查阅书籍及文献资料，从中了解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基础知识，收集和分析与设

计性实验有关的实验原理、内容、方法、步骤等；开放实验室，学生可预约时间进入实验室了解实验装置、

实验条件及实验仪器等，明确与实验有关的实际问题，为制定周全的实验方案做准备工作。如筛网过滤

器的清水和浑水试验研究，要明确研究对象为筛网过滤器，实验的研究目标是得到清水条件下该过滤器

的水力性能，浑水条件下该过滤器的水力性能和泥沙处理能力。教师可指导学生通过图书馆的数据库

下载关于筛网过滤器近５年的文献，阅读获得与本实验有关的实验原理、方法、步骤以及测试的内容。
该设计性实验涉及灌溉排水工程学和微灌工程技术这两门课程关于微灌系统首部系统的介绍，特别是

筛网过滤器；《水力学》中关于水静力学、液体一元恒定总流及液流形态与水头损失的基本原理的介绍；

《土力学》中关于土的类型及分类的介绍；教师应引导学生阅读这些书籍中有关本次实验的部分章节内

容，并要求学生做读书笔记。开放农业水利工程实验室及全自动微灌系统仿真实验室，学生可预约时间

进入实验室了解与设计性实验相关的实验条件，从而为制定合理的实验方案奠定基础。

２．２　制定量测方案
根据实验室现有的条件及设计性实验的要求，设计最佳的量测方案，该方案包括测量哪些参数、如

何测量、何时测量、谁来测量、谁来记录等。如学生参观完农业水利工程实验室及全自动微灌系统仿真

实验室，根据目前实验室拥有的仪器设备结合小组成员情况确定量测方案，并明确小组成员的分工。

２．３　点评方案
学生初次撰写实验方案和量测方案，难免会出现设计方案不合理、书写不规范、考虑不周到等问题，

此时教师要与学生互相沟通，点评和审核方案，要求学生按照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地完善和修改

方案。

２．４　量测数据
根据最终确定的方案，按照实验步骤，依次量测实验所需的数据，并仔细观察实验现象，详细地记录

于表格中，若有疑问在实验现场可向教师提出问题，以便及时解决。

２．５　撰写论文
实验完成后，须处理数据，绘制图表，并分析和总结实验成果。传统实验是以实验报告的形式呈现，

而设计性实验可采用科技论文的形式表达，从而提高学生们的写作水平。教师应给出标题、摘要、引言

及结论的写法要求，并给出图表的格式、论文格式及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学生按照书写科技论文规范的

要求进行撰写。同时学生在论文结尾处应对此次设计性实验的整个过程作出评判，谈谈自己的体会和

感受，并提出完善设计性实验的建议和看法。撰写完科技论文，要求学生通过 ＰＰＴ的形式汇报最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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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教师点评打分。

３　设计性实验的考核体系
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实验方案制定到最终撰写科技论文的过程中去，考查学生的实验技能和综

合能力，制定了“三期”考核环节，即实验初期、实验中期和实验后期的考核。在总评成绩中，实验初期

占３０％，实验中期占３０％，实验后期占４０％。实验初期考核主要是针对学生完成实验方案和量测方案
过程的考核。考查学生阅读文献和书籍的情况，以及制定方案的合理和充分性情况，可通过提问的方式

进行考核，针对设计性实验的研究对象、实验目标、实验原理、实验装置、实验步骤、实验方法、实验内容

等提出系列问题，对学生回答时是否概念明确、思路清晰、表达流畅、应答切题等情况打出分数。实验中

期考核主要是针对学生实验操作的考核，可采用小组和个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核。考核小组是否按

照量测方案进行，操作仪器的方式是否准确，遇到问题能否一起协商解决，测量数据是否可靠；仅对小组

打分，不利于小组成员参加实验操作的积极性，因此需对小组成员中表现积极、动手能力强、积极思考及

善于发问的学生适当加分，对表现不积极、不认真参与实验的学生要适当扣分，从而体现公正和公平性。

实验后期考核主要是针对学生撰写论文及答辩情况的考核。查看学生撰写的科技论文是否层次清晰、

文字准确、文笔流畅、语句通顺，实验结果及讨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规定的论文格式要求。要求学生做

好ＰＰＴ汇报所得成果，教师针对汇报的成果提出具体问题，根据学生回答情况打分。

４　能力培养
通过设置设计性实验，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的学生具有了获取知识的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及创新能

力，符合农业水利工程培养的规格和标准。获取知识的能力包括自学能力、表达能力及计算机及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包括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和综合实验能力；创新能力包括创造性思维能力、

创新实验能力以及科技开发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５　结语
设计性实验是培养复合应用型农林人才的重要环节，通过该环节的实施，不仅能巩固学生已学的专

业基础和专业知识，而且培养了他们的综合能力、基本科学素养和严谨作风，这为毕业设计或毕业后从

事研究性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疆农业大学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的设计性实验仅是初步的探讨和摸

索，随着实施的进一步深入，会遇到不同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必须实事求是，不断完善和调整农业水利工

程专业设计性实验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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