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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排水工程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①

赵经华，洪　明，马英杰
（新疆农业大学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５２）

摘　要：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生产第一线农业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应
积极转变灌溉排水工程学课程教育教学思想观念，通过建立视频图片库、技术规范库和课外阅读文献库信息等丰富的网

络资源，来增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以方便学生自学，使学生对课程内容有更加形象的认识，并能更好地掌握，形

成师生教学互动机制，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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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发展
的重要基础设施，我国历来重视农田水利建设［１］。２０１１
年７月，中央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要着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下大气力在全国大

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健全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全面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持续改善农业水利基础条件，显著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２０１０年，张春贤书记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及水利厅调研时

指出，水利确实是自治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水

利兴则农业兴；水利兴则富民工程兴；水利兴则民心稳；

水利兴则新疆兴。要把发展高效节水农业作为重中之重

的工作抓紧抓好，降低农业用水比例，既为农业可持续发

展打下基础，也为其它产业发展预留空间，全面开展滴

灌、喷灌、低压管道灌等高新节水技术和常规节水技术。

１　灌溉排水工程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灌溉排水工程学在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培养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是基础和核心的专业课程，具有实践性和综

合性强的特点［２－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

识面宽广。该课程学习涉及到节水灌溉技术、土壤学与

农作学、工程测量、工程地质、工程水文学、水力学、水工

建筑物、水电站、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概预算

等课程相关内容的运用，需要学生将各种知识结合起来，

增加其学习难度。二是政策性强。该课程的学习涉及到

大量国家及地方有关农业水利工程规范、规程、标准、法

令、法规的运用，需要学生能了解各种规范、法规。三是

实践性强。该课程涉及大量具体工程的新技术、新材料

和新方法等，而学生普遍缺乏工程实践经验，所以对讲授

的内容不容易理解。在本科的教学培养方案中设置该课

程，目的是要培养学生对农业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施

工、运行、管理等具体环节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使学生能

巩固所学的专业知识，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由于受种种原因的限制，目前该课程教学质量还不能

够达到预期目的。因此，需要对灌溉排水工程学课程进

行教学改革研究。

２　灌溉排水工程学教学改革的内容
２．１　视频图片库建设

笔者利用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参观、观摩节水公

司，对农民进行节水培训，现场对灌区施工进行技术指导

等方式，拍摄反映灌溉设备工作原理的视频短片，搜集灌

溉技术录像片，建设反映灌溉排水工程技术的视频图片

库，便于学生加深理解。主要拍摄到的有最先进的国内

高效节水，“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清华大

学主持的干旱区膜下滴灌农田盐分调控与微咸水利用技

术研究的仪器设备；新疆农业大学主持的关于核桃、香

梨、红枣等果树灌溉制度、灌水技术和灌水模式的视频；

新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主持的关于大流量、低能耗移

动式滴灌机、叠片式及组合式自冲洗系列过滤器的视频；

新疆农业科学院主持的关于作物各种栽培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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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抗堵性能强的根渗灌系统及蓄水灌系统；河海大学

主持的关于研究农田墒情信息的空间变异规律与测点布

设、集成微灌智能控制灌溉技术设备。网络下载的视频

图片主要有地面灌溉节水技术、管道输水技术、农艺节水

技术、喷灌技术、微灌技术、渠道防渗工程技术、雨水集蓄

利用技术、滴管系统的安装、滴灌施肥技术和水稻、小麦、

棉花、蔬菜等各种作物的节水灌溉技术。

建立了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图片信息等丰

富的网络资源，增强了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增加课

堂和实验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趣味性；引进或研制农

业水利工程灌排系统等教学模具，缩短课堂教学与工程

实践的距离，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感性认识和理解能

力，提高了教学效果。对基本原理和系统组成实现动画

教学，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化静为动，在授课中增加了教

师的科研成果和大量的反映节水灌溉技术研究进展的新

内容，突出了其工程性、应用性和先进性，增加的内容可

从教师授课的多媒体教材中体现［４－５］。

通过视频图片库的建设，着重使学生了解节水灌溉

发展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和节水灌溉自动化，尤其

是通过参观学习和实际操作，提高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

力和动手能力。

２．２　技术规范库建设
技术规范是指由国家标准化主管机构批准发布，对

全国经济、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

标准。

通过网络并结合实际工作收集到的标准有：（１）国家
标准，是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制定的标

准。如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泵站设计规范和防洪

标准等。（２）行业标准，是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
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所制定的标准。如灌

溉试验规范、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和泵站施工规范等。

（３）地方标准，是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
该地区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所制定的标准。如新疆大

田膜下滴灌工程规划设计规范、新疆大田膜下滴灌系统

施工安装规程和新疆小麦滴灌水肥管理技术规程等。

（４）企业标准，是对企业范围内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要
求、管理事项和工作事项所制定的标准。如低能耗小流

量滴灌体系设计规范、成龄核桃（新温１８５）根渗灌灌溉制
度和高效施肥技术规程以及香梨蓄水灌灌溉制度和高效

施肥技术规程。

技术规范库的建设，为学生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以及

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学生了解灌区规划、

渠道设计、滴灌设计、工程施工、安装、验收和管理都必须

有一个合理、可行、统一的衡量尺度，使学生充分认识到

规范的重要性。

２．３　课外阅读文献库建设
课外阅读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文献就是作者解

决了问题之后得出的成果，会介绍实验的背景、实验的目

的、实验的方法、实验的结果及实验的讨论。学生如果对

某一方面研究感兴趣，就可将相关研究的论文和书籍都

找来，然后一篇一篇地阅读，等读完了，这方面的研究也

就掌握得非常清楚了。

笔者利用进修学习的机会，在国内知名大学图书馆

网站上下载与灌溉排水工程学相关的硕博、期刊论文。

针对课程各章节中相关的主要关键词收集了１０５０篇文
章，以专题的方式让学生学习。如第四章灌水方法中分

别下载了关于地面灌溉、滴灌、喷灌、渗灌、微喷灌等

论文。

结合国内外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及生产实践需要，

建立文献阅读库，及时对课程内容进行持续的调整与更

新，确保课程的前沿性和先进性，力求反映本学科领域的

最新成果，使学生理论水平有所提升。

３　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
针对新疆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农业水利工

程０９２、０８１、水利水电工程 ０９２、０９４、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０９２、０９４班的学生，建立了网络公共邮箱，把灌溉排水工
程学的课件、视频图片库、技术规范库和课外阅读文献库

的全部资料都放在了网上，学生通过上网下载资料，回到

宿舍可以继续在网上巩固课堂上没有消化的知识，也可

以拓展所学的知识。学生还可以观看视频，了解渠道的

施工工艺，滴灌、喷灌系统的材质、安装、验收等。这一做

法有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促

进学生积极思考，激发了学生的潜能［６］。

４　结　语
视频图片库、技术规范库和课外阅读文献库的建立，

使学生尽早摆脱了那种单纯听讲、完成作业、记忆知识的

被动学习方法，培养了学生自己阅读、观察、实验、思考和

讨论的主动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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