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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文测验生产实习是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本科生培养的重要实践环

节。以专业培养目标为依据，基于社会对该专业毕业生的需求，结合学校办学

特色和校内外人才培养基础条件，设置水文测验生产实习的实习内容，重点培

养学生在水文气象要素观测、水位测量、流速流量测验、泥沙颗粒分析、水化

学分析等方面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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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文测验的意义

水文学是研究地球上水的性质、分布、循环、运动变化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

人类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我国的水文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经

历了相当曲折的发展过程，为了满足涉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的需要，

在流域径流过程、水文信息测验、水文预报、水文计算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2］。

水文测验是通过专业技术手段，获取各种水文要素信息，包括相关参数和

特征数据。水文测验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流域的水文特性和总结水文规律，为水

文预报、水质监测、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和保护

及工程项目前期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提供科学依据［3］。

目前，欧美等国家的一些大学开设《物理水文学》《工程水文学》等水文

类课程。国外重视实验（实践）教学环节，如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的实验教学内

容充实，体系完整，实验课程达到了 50% 左右［4］。

2  水文测验生产和教学现状

2.1  企事业单位生产现状

水文测验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公益性事业，为各类涉

水工程提供水文方面的技术保障［5］。随着水文测验方式方法的不断优化，水

文测验兼具时效性、标准、随机以及传统的特点，基本能够适用于我国复杂的

水文条件［6］。

但是，与水文测验的重要性不相称的是，我国在水文测验工作上还存在诸

多问题，如水文基础设施和监测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巡测的发展缓慢、日常生

产实践与水文测验研究的结合度比较小、监测队伍人员不足，水文测验人员的

专业素质需要提高、资料整合与测验工作衔接不紧密，资料整编自动化水平有

待提高［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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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等学校教学现状

水文测验、水文预报、水文水利计算是传统水文专业的核心课程［9］，水

文测验是必修的实践环节，实践目标明确，针对性强，与水文生产业务关系密切，

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是水利类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10］

［11］。

不过，受到办学理念、社会需求、学校投入、教师水平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在水文测验实习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实习方式一成不变，不具有创新

性；实习内容陈旧，未考虑学科发展特点；教学方法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教

学仪器更新缓慢，考核方式不够全面；内容体系不完善，实习课时所占比重较小；

缺乏野外试验场所和实习场地；供学生学习的水文年鉴资料陈旧［12］［13］［14］

［15］。

毋庸置疑，水文测验生产实习的教学质量的提升必须适应内外部诉求的变

化［16］［17］。

3  水文测验生产实习设计与实践

3.1  专业概况

山东科技大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于 2003 年开始招生，立足山东、面向

全国培养水文与水资源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形成了地下水文与地表水文

并重，兼顾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的办学特色［18］。

据《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培养方案》（2017 版），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

面发展，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掌握坚实的数学、力学及地质学

等理论基础和水文、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方面的专业知识，具备水

资源规划、水环境保护、矿井水灾害防治等工程问题分析研究及评价能力，能

在地质、水利、国土、交通、城建、能源、环保等部门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的勘测、

评价、规划、设计、预测预报、管理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工作，具有

一定国际视野和较强适应能力的应用型创新人才（见表 1 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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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专业培养方案学分构成

Table 1  Credit composition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

课程类别 课程类型 学分数 学时数（或周数）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教育课
通识必修课 51 974 学时 30.00 
通识选修课 12 192 学时 7.06 

专业核心课
专业基础课 23 480 学时 13.53 

专业课 17 338 学时 10.00 
专业拓展课 16 256 学时 9.41 

课程合计 119 2240 学时 70.00 

实践环节

独立设课实验 2 32 学时 1.18 
非独立课内实验 5 98 学时 2.94 

实习、课程设计等 30 30 周 17.65 
毕业设计（论文） 12 12 周 7.06 

创新创业实践 2 1.18 
实践环节合计 51 130 学时 +42 周 30.00 

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课程 2 含在通识选修课内 1.18 
创新创业实践 2 含在实践环节内 1.18 

创新创业教育合计 4 2.36 
理论课程中的选修课学分比例 23.53%

表 2  专业主要课程设计及实习设置

Table 2  Major courses design and practice setting

课程设计 实习
地表水文类 水力学课程设计 水文测验生产实习

地下水文类
综合水文地质测绘课程设计、专门
水文地质学课程设计

综合水文地质测绘实习

专业综合类
水灾害防治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
文）

水环境调查与评价生产实习、水文与环境
物探教学实习、专业教学实习、毕业实习

其中，水文测验生产实习安排于 3-3 学期（小学期），实习时间 2 周，2 学

分。实习内容覆盖气象气候学、水文学原理、工程水文学、水环境化学、水利

工程概论等前导课程。

3.2  实习目的

水文测验生产实习是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学生大学学习阶段重要的实践

性教学环节。通过实习，使学生了解水文监测工作单位的工作性质、工作流程、

工作内容，从而进一步加强对所学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起到检验自己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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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知识的目的。同时还可以起到开拓学生的视野，加强学生参与社会、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以增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进

一步巩固专业思想。

3.3  实习内容及安排

（1）赴青岛市水文局、大沽河南村水文站参观实习单位的建设及工作状况；

了解实习单位工作性质、工作流程和工作内容。听取实习单位领导及工作人员

的介绍，加深学生对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工作的认识，了解实习单位管理工

作状态。

（2）在实习单位职工和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水文测验工作，具体

内容包括：

①水文气象要素观测（大沽河南村水文站）：掌握降水、温度、湿度、蒸

发等水文气象要素的观测设备，了解观测仪器的结构、原理及操作过程。

②水利工程设施参观：参观产芝水库（大二型）、大沽河堤防工程，了解

工程结构、水文调度的原理和措施。

③水位测量（校内砚湖、胶南隐珠河）：了解地表水的形成及变化规律，

水位测量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熟练掌握水位测量的原理和基本方法；分析水

位动态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为流量测验打下基础。

④流速、流量测验（胶南隐珠河）：了解流速仪的主要构造与工作原理；

掌握流速仪的使用方法；掌握流量测量原理；掌握流量计算方法。

⑤泥沙颗粒分析（校内实验室）：测定粒径小于等于 20 mm，大于 0.075 

mm 泥沙的粒径分析原理与方法，掌握资料整编方法及相应要求。

⑥水化学分析（校内实验室）：通过物理、化学方法对水质进行分析，掌

握仪器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提高学生实际操作的能力，了解不同类型水样化

学特征的差异。

4  建议和探讨

经过不断地建设和发展，我校水文测验生产实习逐步完善和提高，已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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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稳定的指导教师队伍和校内外实践场所，对学生专业知识的巩固、专业技

能的提高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学生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诸如河海大学、武汉

大学等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和水文局、水利局等用人单位的认可。

在水文测验生产实习过程中，指导教师应逐步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来

提高实习效果：

（1）实习动员时，指导教师应讲清楚实习的目的意义、在专业课程体系中

的作用、对应的毕业要求及指标点等内容，让学生“练得明白”。

（2）做好与前导课程任课教师的沟通与协调，指导教师应理顺课程之间的

衔接，如果出现少量的内容缺失则应在实习指导书中详细补充并讲解清楚。

（3）水文测验是专业基本技能，实习过程中只要条件允许，指导教师应统

筹安排，让每一位同学把各个环节都弄懂练熟，而不是充当“旁观者”或“群

众演员”。

（4）加强实习过程考核，以指导教师为主，同时考虑实习小组成员之间的

互评，提高实习成绩的合理性，强化实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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