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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泵及水泵站课程是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之一，但实际的教学方式仍存在教学模式不合
理、重点不突出、忽略实践等缺陷。对南京工业大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在校生进行“水泵及水泵站”课堂教学问卷

调查，并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和讨论，根据存在问题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主题的教改思路，通过创新实践教学改革

研究，提高水泵及水泵站教学质量，促进课程和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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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水泵及水泵站课程教学现状调查
水泵及水泵站是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之一，也是注册设备工程师的必考科目，但

目前水泵与水泵站课程的教学仍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改革，研究组于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对南京工业大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给水１３０１和１３０２、浦给水１３０３和１３０４（南京工业大学浦
江学院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给水１４０１和１４０２六个班进行水泵及水泵站课程问卷调查。主要依据
学生对课程专业性知识学习和实践性环节的需求来设计问卷，给水１３０１和１３０２班５９人、浦给水１３０３
和１３０４班６９人、给水１４０１和１４０２班７７人，共计２０５人。发出２０５份问卷，收回２０５份，有效回收率
１００％。问卷调查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课堂教学要求问卷调查结果

问题 答案选项 百分比／％

１．你觉得通过该课程能否完成

对理论知识的学习

Ａ．能很好地学习理论知识 ４７．１
Ｂ．能学习部分理论知识 ５０．０
Ｃ．对学习理论知识没有帮助 ２．９

２．你认为该课程是否需要采用

双语教学方式

Ａ．需要 １２．２
Ｂ．不需要 ６９．８
Ｃ．无所谓 １８．０

３．你认为该课程是否需要增设

对应的实习课程

Ａ．需要 ８９．０

Ｂ．不需要 ８．１

Ｃ．无所谓 ２．９

４．你认为该学科课程是否需要

更换教材

Ａ．需要，当前教材不能满足学习 ４６．５

Ｂ．不需要，当前教材很好 ４５．３

Ｃ．无所谓 ８．２

５．你认为该学科课程课时

Ａ．合理，能很好的完成教学任务 ６９．２

Ｂ．需增加课时 ２４．４

Ｃ．需减少课时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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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问题 答案选项 百分比／％

６．你认为该学科是否能让你更

好的理解专业知识

Ａ．能帮助我理解专业知识，融会贯通 ５４．７

Ｂ．与专业知识有关 ４２．４

Ｃ．对理解专业知识没有帮助 ２．９

７．该学科是否需要增设中期

检查

Ａ．需要，中期检查可以帮助我更好地学习 ３９．０

Ｂ．不需要，现在的课程已经能满足要求 ３２．０

Ｃ．无所谓 ２９．０

８．你希望该学科课程的教学形

式是

Ａ．ＰＰＴ ４．７

Ｂ．板书 ２．３

Ｃ．两者相结合 ９３．０

９．你认为该课程是否需要课后

辅导

Ａ．需要经常辅导 １９．８

Ｂ．需要偶尔进行课后辅导 ７３．８

Ｃ．不需要课后辅导 ６．４

１０．你觉得该课程的期末考核方

式需要改变吗

Ａ．不需要，现在的考核方式公平公正 ５９．９

Ｂ．需要新的考核方式 ３７．２

Ｃ．无所谓 ２９．９

１１．你觉得该课程能满足实际的

工作需要吗

Ａ．能满足对应工作的需要 ３０．８

Ｂ．只有理论知识，不能完全满足工作需要 ６８．６

Ｃ．对实际工作没有任何帮助 ０．６

１２．你认为该课程是否需要更多

的结合专业知识讲解

Ａ．需要 ８６．６

Ｂ．不需要 １．７

Ｃ．无所谓 １１．７

１３．该课程的课本知识能否满足

你对这个学科的认识

Ａ．完全能够满足 ５．２

Ｂ．能大致满足 ９４．８

Ｃ．完全不能满足 ０

２　水泵与水泵站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２．１　教材与课时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水泵及水泵站课程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第 ４题的调查结果表明，
４６５％的学生认为需要更改该课程的使用教材；第１３题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５．２％的学生认为该教
材能完全满足该学科学习需要；第５题调查结果表明，有２４．４％的学生认为该课程教学需要增加课时。
问题主要集中在教材、课程内容、课时方面，尤其是对教材的反响较大。通过与学生沟通交流发现，主要

问题为学生认为教材中关于具体工程案例及工程设计的介绍相对较少。目前该课程使用的教材是《泵

与泵站》（第五版），相比于第四版重点增加了对离心泵装置的数解法电算求解、潜水泵的介绍、螺旋泵

及螺旋泵站、给水泵站工艺设计的设计案例、合流制排水泵站这五部分内容，教学内容相对较大，而水泵

及水泵站的课时仅有３２学时，其中课堂教学２６学时，实验教学６学时。因此，教师需协调好学时少和
教学内容多之间的矛盾，抓住重点、突出难点教学。《泵与泵站》（第五版）在前几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

订，但是二级泵站的设计的相关内容比较简单，细节问题不够具体［１］。另外，教材关于水泵及相应管道

的基本构造的插图多为侧面图，缺乏立体感，不利于学生形象理解水泵构造。

２．２　教学形式
目前水泵及水泵站课程多采用多媒体为主、板书为辅的形式授课，由表１可知，９３．０％的学生认为

多媒体和板书相结合的教学形式有利于课程学习，且有１２．２％的学生认为需要采用双语教学的方式授
课。众所周知，多媒体教学相比板书教学形式节奏较快，而水泵及水泵站课程内容丰富，单纯使用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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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学的方式会导致学生思维节奏跟不上、无法很好地消化知识、疲惫厌学。过分依赖多媒体教学方

式，反而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２］。因此，需充分发挥两种教学方式的优点，互相结合，以取得良好的

教学效果。另外，自学和课堂讨论方式也可以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通过讨论学习，学生不但能将自学

或听课时不明白的内容进行分析解决，也能发现更多的自己忽略的问题，互相学习进步。自学方式对学

生巩固知识、提高自身分析能力有很大的帮助，但自学讨论部分不应设置过多，１～２学时为宜，对学生
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教师应再次讲解答疑。

２．３　理论知识教学
第１题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４７．１％的学生认为可以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水

泵及水泵站这门课程包括“水泵”和“水泵站”两个部分。关于水泵的课程体系以叶片式泵为主线，介绍

了离心泵的构造、工作原理、特性曲线，并从基本方程式推导离心泵中液体的流动情况，此外还介绍了射

流泵、螺旋泵等水泵和风机［３］。因此，水泵与水泵站这门课程需要水力学课程的学习作为基础。水泵

站相关课程主要介绍泵站的布置、泵站的分类和特点、泵站的维护以及泵站的设计等内容。结合给排水

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育目标和培养计划，加强课程建设，重视专业课程的理论知识教学，是培养合格大

学生的基本要求。

传统的专业课程体系一直沿用以专业为轴心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三段式课

程模式［４］。这种传统的课程体系将专业的相关课程割裂开来，忽略了课程间的相关性，不利于学生整

体把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给排水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不仅需要学生拥有关于水泵与水泵站的专业知

识，也需要学生掌握给排水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造价、生产和设备运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技能。水

泵及水泵站课程是给排水管道系统、建筑给排水工程等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只有将各专业课结合起来

讲解才能让学生系统地理解本专业。第１２题的调查结果显示，有８６．６％的学生认为水泵与水泵站这
门课程需要更多地结合专业知识来讲解。为了提高人才的专业素养，必须转变当前的课程模式，把握专

业课程教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２．４　课内实践教学
除了水泵与水泵站的理论知识，学生还需掌握离心泵的启动、调测和停车等操作，同时本课程与实

际的水泵、给排水泵站关系紧密，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仅通过课堂教学，很难使学生对课程内容有较好的

把握。这就要求增设实践课程，严忌纸上谈兵。教师上课时不但要介绍书本内容，更要与实际的工程实

践相结合，例如通过介绍工程实例、用多媒体播放工程现场照片等方式来加深和拓宽课程内容。第３题
的调查结果显示，８９．０％的学生认为需增设相应的实习课程；第１１题的调查结果显示，６８．６％的学生认
为该课程只介绍了理论知识，不能完全满足相应的工作需要。因此，该课程需辅以一定的参观实习，如

安排学生到水泵厂、给水泵站和排水泵站参观学习，这样不但能加强学生对水泵的感性认识，也能激发

学生的兴趣，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更有利于学生形象生动地理解专业知识。南京工业大学就

设置了向学生展示离心泵的模型的教学环节，由教师带领学生对模型进行拆解、组装，为学生提供了更

直观形象的讲解，这一措施让学生对离心泵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教材上的剖面图，更立体形象的了解了

离心泵的构成和原理。就实践环节而言，参观实习、实验课、课程设计等环节需要整合到一起，这样才能

形成一个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２．５　课程设计实践教学
南京工业大学水泵与水泵站课程设置了相应的课程设计，在课程设计过程中，学生通常会按照教材

中给水泵站的设计步骤和相应规范来进行泵站的设计，而在细节问题上就显得经验不足。如设备的选

型问题，学生就无法判断在规范规定范围内如何选择最优数据。而且理想的设计条件和实际工程条件

存在较大的差距，学生往往只关注流量扬程等要求而忽略了实际的使用功能和经济因素。这种理想主

义的设计模式设计出来的作品往往与实际的工程要求相差甚远，这也导致学生的设计能力远不能满足

用人单位的要求［５］。因此，实践环节的设置对学生独立完成水泵站课程设计至关重要，如果学生不能

到现场学习水泵站的布置、设计，就只能找资料照搬照抄。另外，学校也需要加强和企业的联合关系，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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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设计部门的专家到学校做报告，结合一些工程设计实例给学生讲授泵站设计中的基本知识、设计常识

和设计规范［６］。

３　水泵与水泵站教学改革
３．１　理论联系实际，丰富教学形式

水泵与水泵站是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的主干专业课程之一，其第二章对离心泵的介绍具有较强的理

论性，单纯地按教材讲解会导致课程抽象空洞，这就需要教师通过不同的教学形式来授课。例如介绍离

心泵的构造组成、安装拆解、工作原理等，可以通过多媒体动画、现场教学的手段来帮助学生理解。关于

离心泵工况点的求解问题，则不建议教师采用节奏相对较快的多媒体教学的方式，而是推荐教师利用板

书的形式带领学生一步步地推导求解。

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应采用不同的教学形式，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也能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水泵与水泵站课程教学不应仅拘泥于教室，也要增设现场教学、参观学习等关节。

３．２　把握理论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度”
《泵与泵站》的第四章、第五章关于给排水泵站设计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带领学生参观泵站

有利于帮助他们形成直观的认识，同时给排水泵站的设计离不开理论知识和规范，可以说理论知识是

“地基”，而实践教学是“建筑”，如果没有理论知识作为基础就带学生去参观学习、接触工程实例只会让

学生满头雾水。因此，我们要夯实理论知识教学，在完成一阶段的理论知识或关键的小节后，可以将教

学地点搬到相应的水泵厂、水泵站等地。通过实习课程，帮助学生完成从理性到感性的认识，对课本内

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最终从感性认识回归理性认识。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度”是实践教学的关键。

４　结语
本文结合南京工业大学水泵及水泵站课程的调查结果，分析了目前该课程教学的现状并提出了基

于实践教学的改革方案。即多媒体、板书、实践３种教学方式相结合，做好这三部分的每一个环节，而这
种方式的关键在于掌握理论知识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度”，希望通过该方案能完成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全方面打造满足用人单位要求的人才。另外，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

应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工程经验，掌握多种教学方式来提高教学质量，促进课程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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