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第 4 卷 第 3 期 

52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工程教育认证下的水泵与水泵站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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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泵与水泵站课程是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如何在满足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的基础上，提升

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是课程教学改革的核心点。本文从优化教学内容、探索新型教学模式和完善评价体系

三方面分析总结北京工业大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水泵与水泵站课程教学改革经验，教学改革成果为提高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专业的专业课程教学效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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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water pumps and pumping station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the majors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ow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enhanc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while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is the core point of the course teaching reform.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teaching reform experience of the water pump and pump station course in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rom three aspects: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exploring new teaching 

models,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teaching reform results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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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对不同层次人才

的需求，尤其是工科人才的需求。对人才培养重新定位

的认识，要求我国的工程教育回归工程，其培养目标也

逐步从培养工程科学家转变为培养工程师
[1-2]

。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是连接

工程教育界和工业界的桥梁
[3]
，也是实现我国工程教育

与国际接轨
[4-5]

，也是实现工程教育及工程师资格国际互

认的重要基础
[6-7]

。自 2006 年我国正式启动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试点，并于 2015 年 6 月转为正式成员国，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制度有效的增强了工科专业人才的综合竞争力，

因此，贯彻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是人才培养的大势所趋
[7-8]

。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2015 版）》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等产出结果为导向，通过持续改进的机制保障质

量
[9-10]

。该标准明确了对课程教学的评估要求，要求围绕

学生和能力培养为目的来组织开展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

学目标，并针对教学过程中的问题持续进行改进，通过不

断完善课程的教学内容及方法体系，提升新培养目标下的

工程能力培养
[11]

。 

水泵与水泵站课程是一门既有基础理论又有实践技

术的专业课程，也是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础必修

课。在教学过程中除了需要培养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

还需要强化工程意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

力
[12-13]

。为了提高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满足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标准的要求，在教学过程如何优化水泵与水泵站

课程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模式、完善评价体系，结合传统

与现代教学形式，形成一套支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教学

实践体系，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究。 

2 结合工程教育认证和专业建设要求，优化教

学内容 

北京工业大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目标中强

调面向国家特别是京津冀地区水健康循环以及水系统安

全保障的重大需求，培养具有突出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和

社会适应能力，在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相关的工程规划、设

计、施工、运营和管理以及科研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高素

质创新人才。 

水泵与水泵站课程是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核心

课程之一，需要在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七个一级指标和

三大核心理念基础上，以提高学生工程能力为目标，注重

理论学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相结合，建构强调学科基

础知识与学科知识面有机结合的水泵与水泵站理论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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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模块，开展合理教学改革，优化教学内容，使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服务于毕业要求的达成，帮助

学生提高学习效率，达到预期的学习成果。 

（1）优化教学内容。水泵与水泵站课程教学过程中，

教学团队重点讲授水泵和水泵站的基础理论知识，包括叶

片泵的基本构部件及其性能；水泵的性能参数与特性曲线；

调速、切削改变水泵的运行工况；泵的组合运行特性曲线

绘制及泵站泵组的工况分析；水泵机组选择以及泵组与管

道平面与竖面布置；泵站辅助设施及变配电设施；给水泵站

的工艺设计等。对于其他类型的水泵部分，以讲授其工作原

理为主，弱化相关计算。对于排水泵站的工艺设计部分以学

生自学为主教师答疑为辅。泵站的土建要求部分移至给排水

施工课程中。在理论教学中，重点教学水泵与水泵站的原理

分析教学，如水泵的工作原理，主要性能参数的意义、泵装

置工况的理论分析、不同泵站的工作特点及相关设计要求等。 

在水泵与水泵站课程设计过程中，教学团队将学生分

为三组进行设计，分别为一级泵站、二级泵站有水塔和二

级泵站无水塔，每个学生依据给定的不同水量和高程进行

独立设计，最终提交设计计算说明书和泵站平剖面图。课

程设计内容主要包括：（1）计算流量和扬程。（2）选泵和

电动机。（3）设计机组的基础。（4）决定泵站的形式，确

定水泵吸、压水管的直径并计算其流速。（5）水泵机组和

吸压水管路的布置，计算泵站范围内吸、压水管路的水头

损失。（6）校核选泵方案（泵站工作的精确计算）。（7）

计算水泵的最大安装高度，选定起重设备。（8）选择真空

泵、排水泵等附属设备。（9）进行泵站的平面布置。在水

泵与水泵站课程设计的教学过程中，注重将理论教学和课

程设计相结合，但是教学内容与理论教学侧重点不同。而

在课程设计学习过程中，注重泵站设计过程中涉及到的相

关规范和手册的学习和运用、泵的选型计算、泵站的合理

布局设计、设计图纸的规范化等。 

通过以上教学内容的改革，使得水泵与水泵站理论和课

程设计教学重点更为突出，达到真正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同时又满足工程教育认证和专业建设要求，优化了教学内容。 

（2）确立课程教学目标。根据北京工业大学给排水

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培养目标，结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内容，教学团队确立了本课程的 5个主要教学目标，为以下

毕业要求的实现提供支持： 

①工程知识（2.2）：学生通过水泵与水泵站的工程基

础知识学习，能够运用水泵与水泵站的理论计算与方法，

来分析解决泵站设计与管理方面的问题。 

②问题分析（3.2）：学生通过水泵与水泵站的工程基

础知识学习，能够运用图纸、图表和文字等，对水泵与水

泵站的设计与管理等方面问题进行有效表达； 

③设计/开发解决方案（4.2）：根据学生掌握的水泵

的理论计算和泵站应用设计等方面的知识，设计满足要求

的给排水科学与工程需求的泵站。 

④研究（5.2）：根据学生掌握的水泵与水泵站基本理

论知识及实验技能，对工程实际中与水泵与水泵站有关的

复杂问题进行实验设计、分析与数据解释。 

⑤工程与社会（7.2）：根据学生掌握的水泵与水泵站

中的基本知识和原理及实验技能，能够对本专业工程实践

和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正确分析和评价。 

3 结合工程教育认证探索新型教学模式 

为了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工程教育认证核心理

念，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依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把课程目

标分解落实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水泵与水泵站课程理论性

与实践性又非常强，教与学难度较大。尤其是从 2020 年

新冠疫情期以来，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均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为了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探索新型教学模式，

教学团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课程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 

（1）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在准备教学多媒

体课件过程中，教学团队收集大量工程安全图片、视频动

画等，生动形象地演示水泵的结构、水泵站设计、建设和

运维情况，结合认识实习课程中所了解的水泵相关实物，

加深学生对水泵与水泵站的组成和结构的理解。通过视觉、

听力和动作的综合刺激，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认识和理解，

使学生看得清楚、理解正确、记忆深刻，有利于开阔学生

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线上和线下教学相结合：2020 以来，受疫情影

响线上教学次数增加，教学团队结合日新学堂、微课、慕课、

腾讯会议等网络教学新形式，搭建课外学习平台，将线上和

线下教学相结合，学生在课后还可以观看线上的录像资料，

加深对本课程知识的理解，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优化整合课程教学资源：为了便于学生的课后

学习，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教学团队整合水泵与水泵站课

程学习资源，充分挖掘网络资源，如 B 站、各类精品课程

等网络资源。学习资源包括水泵与水泵站课程基本内容，

涵盖课程录像、教材资源、习题资源和相关网站资源，及

时更新、补充分享新的学习资料，包括本课程相关的图片、

动画以及视频，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有效地培养了

学生的专业意识和工程意识。 

（4）改进教学方法：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能动

性，有必要将工程教育认证和“课程思政”理念相结合。

例如，在讲授“绪论”时，分析我国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

目的意义，南水北调工程对解决我国水资源分布时空不均

衡，尤其是北方地区缺水问题，工程的建设对于合理配置水

资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泵站群

为切入点，系统分析在南水北调工程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运

用到哪些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结合我国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强化水利学子的爱国热情。 

在水泵与水泵站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和

疑难解答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主动思考能力和参与度；

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分组讨论等方式，促进学生学习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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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主动性，提升课堂学习的活跃度。通过实际案例的动

画和视频资料的介绍，分析水泵与水泵站课程在给水排水

专业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加深学生对水泵与水泵站课程

内容的理解。此外，在课堂讲授及知识点回顾过程中，强

化课堂提问和前后知识点的融会贯通，提高了学生课堂参

与度，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本课程的理论和实践要点。 

（5）改革考核方式：为了探索工程教育认证探索新

型教学模式，教学团队对本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不同尝试。

在理论课程期末考试成绩中，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考

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80%，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平时

成绩包括作业和点名。在理论课考核中，考虑学生的平时

学习情况，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就加强学生的考核，防止学

生期末突击学习，增加学习效果。在课程设计成绩评定中，

课程设计成绩按百分制计算，其中设计计算说明书、设计

图纸各 50 分，各占总成绩的 50%。从泵站设计的理论计

算和图纸设计两方面进行考核，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增强学生的理论和实践学习。 

4 改进评价体系，提高教学质量 

水泵与水泵站课程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

教学团队依靠学校的各类教学制度，建立了基于教师和学

生并重的教学评价体系，主要包括 1、学校、学部、系三

级教学督导评价制度，教学督导指出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针对授课教师及时存在的问题；2、学生评教制度；3、学

生成绩分析和达成度评价制度 4、毕业生工作情况调查制

度。评价主体包括在校学生、毕业学生、同行教师以及教

学督导，在实施评价的过程中以教学督导和在校学生的评

价为主，以同行教师的评价为辅，以毕业学生的评价为补

充，让考核评价变得更加科学、全面。 

在评价体系中，学生依据自己的学习过程，对教师的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合理性和有效性等进行评价。教学

督导针对教学过程的教与学两方面进行指导，提出自己的

建议。授课教师需要针对学生和教学督导的评价意见，结

合成绩分析和达成度分析结果，评价教学行为过程和学生

的学习过程，并且及时总结教学经验，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通过自我评价、学生评教及督导组评价，构建多元评价体

系，将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相结合，最终实现教学效果的

提升，达成培养高素质综合型工程应用人才的目标。 

5 结语 

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作为新时期的高等

教育，坚持以“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为中心，

以“提高教学效果”目标导向，不断对“教学内容、教学模

式以及评价体系”三个方面进行持续改进，是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标准的核心理念要求。水泵与水泵站是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教学团队针对目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以“学生为中心、目标导向、持续改进”为核心，持

续不断地对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三方面进行改革

实践，通过在教学中不断改进与完善，形成了一套符合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理念的教学体系，全面提升了教学效果，提高

了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达到工程教育认证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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