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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规划及利用课程双语教学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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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市 河西区 300011

[摘 要]水资源是一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水资源规划及利用作为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

课程，在我国新时代环境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前瞻性。水资源规划及利用课程的双语教学是对学生

英语应用能力以及国际视野的培养，有助于学生了解全球水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也为国家培养国际化人

才奠定基础。本文结合水资源规划及利用课程双语教学的实践经验，针对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

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提高双语教学质量进行了探索。实践表

明，该课程双语教学实践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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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水资源规划及利用是环境科学与工程专

业的重要专业课，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水资

源的特征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掌握

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规划的方法与手

段，以及水资源评价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

术。该课程是我国高校水利、环境类专业普

遍开设的专业课程，在培养复合型人才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际交流合作的需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

下，加强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显得尤

为重要。为了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的需

要，我国各高校越来越重视国际化人才培养

工作，并积极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水

资源规划及利用课程双语教学是在专业英语

教学的基础上，利用外语开展本课程教学的

过程。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

对水资源规划及利用课程双语教学内容、方

法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以期提高

该课程双语教学质量。

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师资力量不足。水资源规划及利

用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前瞻性，对教师

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而目前高校教师队伍

中具备英语、水资源专业背景的教师不足，

尤其是熟悉国内外水资源研究前沿和发展动

态的青年学者更为匮乏。为了适应该课程的

双语教学要求，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鼓励

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中青年学者

加入双语教学队伍。

（2）教材选择困难。目前高校使用的

双语教材主要是英文原版教材，其中有些内

容涉及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学生对国外最新

研究成果不了解或了解不够。在双语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结合该课程内容选择合适的原

版教材，适当补充国内教材中最新内容。

（3）课程考核方式单一。目前高校课

程考核方式主要是理论考试和实践考核两部



2024 年 03 月 教育教学高峰论坛 Mar. 2024

第 30 期 No.30

分组成，实践考核包括实验、毕业论文、实

习等。而水资源规划及利用课程涉及多个专

业知识领域，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前瞻

性，对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要求较高，仅以

理论考试为评价方式很难全面反映学生掌握

情况。

三、教学内容改革

水资源规划及利用课程的主要内容包

括：水循环、水资源评价与开发、水环境评

价与治理、水生态保护等。在教学中，将本

课程的研究内容作为学习的重点，并在实践

中加深理解。例如，在介绍水资源评价与开

发利用时，将其与水文水资源、环境保护等

课程相结合，为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在介绍水循环时，将其与水环境保护等课程

相结合，使学生对可持续发展有深刻认识。

此外，水资源规划及利用课程是一门综合性

强、涉及面广的课程。该课程在授课过程中

涉及到水文气象、土壤侵蚀、土地利用等方

面的内容。为了更好地讲授这些内容，在授

课过程中将其融入到具体案例中进行讲解，

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四、教学方法改革

水资源规划及利用课程的双语教学不同

于传统的中文教学，学生需要全面掌握国内

外相关知识。针对该课程教学内容较多、课

程性质与特点，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用了如

下措施。

（1）以问题为导向的启发式教学法，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例如，在水

资源规划及利用课程中，我们采用了案例分

析的方式进行授课。通过对中国和国际上典

型案例进行分析，让学生掌握水资源规划及

利用中常用的方法和原理，并能够灵活运

用。

（2）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混合

式教学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在课堂上采

用 PPT、录像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手段，同时

配合视频会议等信息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3）课堂讨论、分组讨论相结合的互

动式教学法，提升学生综合能力。通过对学

生分组进行讨论和分组进行汇报的方式，提

高学生对知识理解和掌握的效率。

在水资源规划及利用课程中实施双语教

学后，结合课程特点和授课进度进行课程考

核方式改革。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对英文原版

教材和中文教材采用不同比例进行考核。在

英文原版教材中采用 50%以上比例进行考

核；在中文教材中采用 50%以上比例进行考

核。另外，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和

认定，不按成绩给分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课程的“严进严出”原则。学生考核成

绩为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之和，其中平

时成绩占 40%（按平时出勤、作业、课堂表

现、考试等情况综合评价），期末考试成绩

占 60%（按笔试成绩综合评价）。

五、考核方式改革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将出勤情况、课

堂表现、作业以及期末考试四个方面的成绩

构成。出勤情况分为平时考核和课堂考核，

平时考核占 10%，课堂考核占 70%，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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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占 20%。平时考核包括课堂提问、完成作

业以及课程设计，其中作业包括对前几节课

内容的复习，期末考试包括对所学知识的考

核。课程设计主要是指根据课程内容进行项

目设计，包括设计报告撰写、汇报 PPT制作

等。以本课程的期末考试为例，考试采用闭

卷方式进行，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

应内容的试卷。该课程的闭卷考试题型包括

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词解释和简答

题，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通过这种方式可

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

教学效果。

六、结语

水资源规划及利用课程双语教学在当前

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在

教学过程中，需要将国际先进的理念、技

术、方法等引入到课堂，培养学生的国际视

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为今后的职业发展奠

定基础。教师应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并结合前沿科技成果及国内外先进经验进行

教学，同时在授课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将课

程建设为一门能够吸引国际人才、培养高质

量人才的高水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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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bilingual teaching of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nd utilizatio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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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resources is a kind of renewable natural resources. As the basic cour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nd utilization have strong practicality and forward-looking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The

bilingual teaching of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nd utilization course i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which helps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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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problem and its solutions, and also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country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talent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nd bilingual teach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the course teaching, studies th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nd assessment method, and explores the quality of bilingual teaching.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bilingual teaching practice effect of this course is relatively good.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nd utilization; bilingual teaching; practic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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