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经济,2025,43(1) 　 E-mail:jj@ hhu. edu. cn　 http: / / jour. hhu. edu. cn / sljj / home　 电话:025 83786376　

第 43 卷第 1 期

Vol. 43
 

No. 1
水　 利　 经　 济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Water
 

Resources
2025 年 1 月

Jan.
 

2025

基金项目:江苏省水利信息中心项目(523002412)
 

作者简介:张莉(1982—
 

),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高校美育研究。 E-mail:
 

53586348@ qq. com
 

通信作者:陈静漪(1981—),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和教育政策研究。 E-mail:chenjy66@ 163. com
 

DOI:10. 3880 / j. issn. 1003 9511. 2025. 01. 014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
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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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水情教育是国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情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障,而高校是实施水情教育的重要阵地。 通过对江苏涉水高校的问卷调查与访谈发现,江苏涉水高

校在教育组织架构、教育内容设计、教学方法选择、教育评价与激励应用、育人成效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进展,初步实现了水情教育的体系化建设。 然而,实践中仍存在教育组织机制不完善、教育内容

与方法适配度低、教育评价重知识传授轻技能实训、教育激励与学生需求不相容、学生水情素养发

展不平衡等问题。 从江苏水情教育高质量发展视域出发,提出了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实践创新路径,
包括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创新教育内容与方法、完善评价体系、优化激励机制、利
用数字化工具促进现代化教学等,以提升水情教育的科学性、针对性与实效性,为培养具备全面水

情素养的新时代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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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ional
 

education,
 

water
 

education
 

is
 

a
 

crucial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erving
 

as
 

essential
 

platforms
 

for
 

its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of
 

water-related
 

universities
 

in
 

Jiangsu,
 

it
 

is
 

found
 

that
 

Jiangsu
 

water-
related

 

universities
 

have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ducational
 

content
 

design,
 

teaching
 

method
 

selectio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application,
 

and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have
 

initially
 

realized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water
 

educa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imperfect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mechanism,
 

the
 

low
 

adaptability
 

of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methods,
 

the
 

emphasis
 

on
 

knowledge
 

transfer
 

over
 

skill
 

training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educational
 

incentives
 

and
 

students '
 

needs,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ater
 

lite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ater
 

education
 

in
 

Jiangsu,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novative
 

path
 

for
 

the
 

practice
 

of
 

water
 

education
 

in
 

water-relate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ross-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content
 

and
 

methods,
 

improvement
 

of
 

evaluation
 

system,
 

optimization
 

of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use
 

of
 

digital
 

tools
 

to
 

promote
 

modern
 

teach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water
 

education,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comprehensive
 

water
 

literac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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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情教育作为国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多种教育形式和实践手段,向公众传递有关水的知

识、技能和价值观念,提升公众知水、爱水、节水、护

水意识以及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并养成自觉行为,
是促进人水和谐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高度,就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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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水情教育工作提出

了明确要求。 2020 年以来,相关部门陆续发布了

《“十四五”全国水情教育规划》 《“十四五” 水文化

建设规划》 《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文化建设的指

导意见》《“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等文件,明确

了水情教育的总体要求、重点内容和任务,为水情教

育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水情

教育应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以
系统的内容、科学的方法、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和完整

的教育体系为支撑,注重高质量和实效性,不断提升

国民水情教育素养,以保障水安全,推动幸福河湖建

设,培育文化自信,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江苏作为水利大省,其水情教育在基地建设、文

化展馆建设、科普读物出版、水文化遗产数据库建

设、中小学校本课程建设以及数字化宣传普及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 ,但 2025 年要实现“人人参

与、人人受益”的水情教育体系、形成“全民知水亲

水、节水护水”的良好社会风尚,还需要围绕“强富

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大局,进一步加强教育体系构

建,将水情教育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相结合,让水情

教育成为高校的通识教育内容,将水情教育与高校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实践相结合,让水情教育贯穿

于工农业生产和服务业发展各领域,以更高质量推

动水情教育发展。 然而,国内鲜有针对高校水情教

育实践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地方水情教育

实践经验的总结[2] ,研究对象多为属地居民和中小

学生[3] ,研究内容涵盖水情素养测评和水情教育水

平提升策略等方面[4] 。 国外关于高校水情教育的

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水资源保护、环境教

育、跨学科教学和可持续发展等研究领域,并围绕高

校的课程设置[5] 、实践性教学[6] 、学生社会责任感

的培养以及全球视野[7]等主题展开。
目前对江苏高校的水情教育实践、在校大学生

的水情素养和水情教育参与等问题尚缺少实证研究

和系统分析。 基于此,本文以江苏涉水高校为研究

对象,在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

查和访谈以探究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实践路径现状及

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高校水情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实践创新路径,以期为决策部门提供政策咨询、为
其他高校开展水情教育提供参考。

1　 调查设计与数据收集

为了探究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实践情况,本
研究设计了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实践情况调查问

卷,并将调查对象限定为涉水高校本科生。 因为相

较于研究生,本科生正处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初级阶

段,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念正逐步形成,
是高校水情教育的重要目标人群,而且水情教育可

借助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课外实践活

动更好地融合和推广。 问卷分成 5 个部分:一是调

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院校、性别、年级、专业类别

等,共 5 个问题,在专业类别设置方面,从样本的广

泛性、数据的充足性和院校之间的可比性角度考虑,
设置了人文社科、理科、工科和农学 4 个专业类别;
二是高校水情教育开展情况,包括水情教育组织、方
法、内容、评价、激励举措及其开展情况的满意度等,
共 14 个问题;三是大学生水情素养情况,包括对水

情知识、水安全和节水、护水方法的掌握情况、水情

态度状况[8]以及学习与生活中涉水行为表现等[9] ,
共 12 个问题;四是对高校水情教育效果评价状况,
主要从受教育者感知和收获的角度,对高校的水情

教育效果进行评价,共 4 个问题;五是完善高校水情

教育实践的建议,通过开放题的形式广泛收集学生

的意见和建议。 问卷一共 35 个问题,经分析,该问

卷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 864,表明问卷具有较

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KMO 值为 0. 920,Bartlett 球

形检验结果显著,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

步支持问卷的效度较好。
本文涉水高校指在水资源、生态保护、水利工程

等相关领域具有突出优势或专长的高等院校,这些

高校通常会设置与水利、水资源管理、环境保护、河
流与水体治理等领域密切相关的学科和专业,同时

开展相关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技术创新、社会服

务以及文化传承等活动,在国家及区域水资源管理、
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江苏涉水高校

较多,本次调查院校样本的选择主要聚焦到本科及

以上培养层次院校,涵盖“双一流”研究型大学、江
苏省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应用型本科院校,再结合院

校的地理分布,最终选取了苏南 H 大学、苏中 Y 大

学和苏北 J 大学共 3 所涉水高校作为调查对象,以
客观、全面地反映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实践状况。
问卷发放与回收时间是 2023 年 11—12 月、2024 年

3—4 月,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计回收问

卷 1 466 份,经筛查和分析,剔除无效问卷 33 份,有
效问卷回收率为 97. 7%。 调查对象情况见表 1。

为了进一步掌握调查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的

实践情况,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对参与水情教育教学

的教师及组织水情教育实践活动的教辅人员进行了

半结构化访谈。 具体而言,教师访谈对象涵盖了通

识课程教师和专业课程教师,共 8 人,访谈内容涉及

教师对学情的了解程度、课程目标的设计与定位、教
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教学方法的选择与应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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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对象描述性统计

变量 选项 人数 / 人 占比 / %

院校

性别

年级

专业类别

H 大学 681 47. 5
Y 大学 479 33. 4
J 大学 273 19. 1
男 815 56. 9
女 618 43. 1

一年级 582 40. 6
二年级 446 31. 1
三年级 189 13. 2
四年级 216 15. 1

人文社科类 258 18. 0
理科类 155 10. 8
工科类 975 68. 1
农学类 45 3. 1

评价的实施情况、教学效果的自我评估、教学条件的

支持情况以及未来教学改进的计划等。 此外,教辅

人员的访谈对象主要为教务处及团委相关管理人

员,共 6 人,访谈内容主要围绕水情教育活动的组织

目标与方向、组织形式与实施过程、主题选择的依据

与实践、激励措施的设计与效果、活动效果的自我评

估以及未来活动组织与规划等方面展开。 对 H 大

学的人员访谈采用面对面的方式,对 Y 大学和 J 大

学人员访谈采用线上的方式,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

间为 1 ~ 1. 5 h 不等,经受访者同意进行了全程录音,
后续文本整理共获得 13 万余字的一手资料。 受访

者情况见表 2。
表 2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身份 性别 职称 工作年限 / a

H1-T1 H 大学通识课教师 女 教授 31
H2-T2 H 大学通识课教师 女 副教授 23
H3-Z1 H 大学专业课教师 男 教授 25
H4-Z2 H 大学专业课教师 女 副教授 13

H5-JG1 H 大学教务处人员 男 副研究员 15
H6-TG1 H 大学团委管理人员 男 副研究员 17
Y1-T1 Y 大学通识课教师 女 副教授 12
Y2-Z1 Y 大学专业课教师 男

 

副教授 8
Y3-JG1 Y 大学教务处人员 女 助理研究员 7
Y4-TG1 Y 大学团委管理人员 男

 

副研究员 15
J1-T1 J 大学通识课教师 男 副教授 10
J2-Z1 J 大学专业课教师 男

 

教授 22
J3-JG1 J 大学教务处人员 女 副研究员 12
J4-TG1 J 大学团委管理人员 女 助理研究员 10

2　 现状分析

2. 1　 搭建了多部门多主体参与的教育组织架构

从水情教育组织主体来看,高校、政府和社会组

织是大学生水情教育的供给主体,其中高校起到了

水情教育主阵地作用,有 70. 93%的受访者认为其

水情教育资源的获得主要来自所在的大学(认为来

自社会、家庭、政府、社区和其他方面的受访者占比

分别为 15. 16%、3. 89%、3. 76%、1. 67%和 4. 59%)。
而在大学内部,大学生水情教育的实施也体现了多

主体和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特征,目前参与部门主要

包括团委、教务处、学生社团和学院,特别是具有涉

水学科和专业的学院。 参与主体包括专业课教师、
通识课教师以及教辅人员等。 各部门和主体充分发

挥各自育人优势,形成了以水情教育普及为主要导

向的横向教育组织和以水情专业发展为导向的纵向

教育组织,初步搭建了高校水情教育立体架构。
2. 2 　 形成了课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化教育途径和

方法

　 　 从水情教育途径来看,目前江苏涉水高校将水

情教育融合到课内外的教学和相关活动之中,通过

课程选修、讲座、报告、论坛、线上学习、主题教育、社
团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相关竞赛等开展大学生水情

教育。 如在通识教育模块,H 大学开设了“走近地

下水”“人类与海洋” “水生态与水景观” “水利工程

概论”等课程;Y 大学开设了“中国水利”“中国水利

史与水文化”“水利法规”“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等课

程;J 大学开设了“海洋环境保护” “水域生态学”
“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等课程。 在课外活动方

面,H 大学有
 

“金水节” “长江大讲堂”,Y 大学有

“水韵匠心”教授大讲堂、“十佳水利大学生”活动,
J 大学有“天之海” 应用技能竞赛、“海洋文化活动

周”系列活动,相关活动学生参与率达到 80%左右,
其中 85%以上的学生每学年至少参加 2 次的水情教

育课外活动。 通过科学普及、院士专家报告会、创新

创业大赛等形式,江苏涉水高校不断创新人才培养

机制、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凸显了水文化和水特色。
另外,江苏涉水高校在水情教育传播方面将传统与

现代媒介相结合,既借助宣传展板、科普读物、专业

文献、水情教育基地进行信息传播,又积极利用新媒

体和数字技术,通过短视频、公众号和线上资源拓展

水情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从普及性角度来看,选修

课程、讲座 / 报告、新媒体是高校水情教育的主要途

径,为 80%以上的在校生提供了水情学习资源。
从水情教育方法来看,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

采用了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包括传统讲授、课堂讨

论、实地教学、案例分析、模拟实验、项目式学习等,
其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是实地教学(占受访

者比例 58. 28%)、模拟实验(17. 66%) 和案例分析

(13. 63%)(其他课程受学生欢迎程度占比均低于

6%),但这些创新教学方法因运用不充分或缺乏应

有的条件保障,影响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收获。
2. 3　 设计了知情意行并重的结构化教学内容

从水情教育内容来看,江苏涉水高校为学生提

·001·



水利经济,2025,43(1) 　 E-mail:jj@ hhu. edu. cn　 http: / / jour. hhu. edu. cn / sljj / home　 电话:025 83786376　

供了结构化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水资源知识(占

受访者比例 83. 73%)、水质监测与评价(60. 22%)、
水污染与防治 ( 78. 55%)、 水治理政策与法规

(49. 79%)、水环境保护(73. 57%)、水危机与水安

全 ( 54. 24%)、 水 文 化 ( 51. 45%)、 治 水 成 就

(52. 43%)等,涵盖了学生水情素养中不可或缺的水

知识、水技能、水态度和水行为。 其中 H 大学在水

资源知识、水污染与防治、水危机与水安全方面的教

育内容供给最为丰富;Y 大学在水治理政策与法规、
水文化方面的教育内容供给较为充分;J 大学在水

环境保护、水质监测与评价方面的教育内容供给充

足,充分体现了各高校水情教育的侧重点和特色。
从学生水情学习内容选择来看,80%以上的人文社

科类学生倾向选择节水护水常识、水文化方面的内

容,
 

80%以上的理工科学生更愿意选择水生态、水
工程、治水方略方面的内容,而农学类的学生主要选

择水科技及应用、水法规方面的内容,这也为各高校

水情教育内容供给和资源配置提供了参考。
2. 4　 采用了多种教育评价方法与激励措施

为了提高大学生水情教育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江苏涉水高校采用了多种教育评价方法和激励措

施。 在水情通识类课程评价方面,除了传统考试外,
还采用了项目展示、课堂讨论、实践报告等多种评价

方式,以更好地考查学生在知识掌握、实践能力和团

队协作方面的综合表现。 这种多维评价体系不仅注

重知识的考核,还涵盖了学生的态度、行为表现和应

用能力,使得水情教育评价更加立体化。 在课外水

情教育活动评价方面,活动组织主体会结合学生在

活动中的行为表现来进行评价,重点关注学生实际

的水情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这种行为导向的评价方

式进一步增强了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积极

性。 在激励方面,涉水高校设计了激励和反馈机制,
激励措施包括荣誉称号、奖学金、学分奖励等,以鼓

励更多学生主动参与课内外的水情教育活动,不断

提升水情素养。 同时,鼓励学生在教育评价后进行

自我反思,以提高自身的水情素养。 教师也会根据

学生学习反馈来优化教学方法,确保评价方法和激

励措施能持续改进并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 这种多

层次、多角度的评价与激励体系,构成了水情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大学生对高校水情教育实践满意度来看,在

教育激励方面学生整体满意度较高,得分 4. 36(满

分为 5 分)。 但也有学生反馈当前高校对参加水情

教育活动的激励不足,需要在评奖评优等方面增加

水情教育实践活动的权重。 相比较之下,大学生对

水情教育内容(得分 4. 38)与教育形式(得分 4. 38)

的满意度较高,对教育组织(得分 4. 34)和教育方法

(得分 4. 35)的满意度较低,这表明高校水情教育在

组织和方法上还需要再提升和完善,特别是完善高

校内部各组织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创新教育教学

方法。
2. 5　 取得了水情教育实践的良好成效

2. 5. 1　 大学生水情素养普遍较高

大学生水情素养是考察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实践

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调查问卷中,课题组将大

学生水情素养表征为水知识、水技能、水态度和水行

为 4 个维度,结合具体的考察内容(表 3),设置了理

论问题、实践问题和情境问题来综合评估大学生水

情素养状况。
表 3　 大学生水情素养维度及内容

维度 内容

水知识
能了解世界、中国和江苏水情况、水成就、水文化、水
法制、水科技相关知识

水方法

能掌握用水、节水、护水的方法;能掌握应对水旱灾害
的常识和技能,包括各种生产生活生态用水、水域和
水源地保护、水利设施保护、水土保持、水旱灾害防
范、用水效率标识等

水态度
对水情况、水常识、水成就、水文化、水法制、水科技等
方面的态度和观念

水行为 学习与生活中涉水行为表现

统计分析中采取累计赋分制,满分 12 分,将

≥10 分定义为优秀、8 ~ <10 分定义为良好、 > 5 ~
<8 分定义为合格、≤5 分定义为不合格。 总体来

看,涉水高校大学生水情教育素养较高,有 88%以

上的学生水情素养等级在良好以上,不合格率仅为

0. 9%。 分维度来看(每个维度满分 3 分),水知识维

度平均得分最高,为 2. 5 分,其次是水行为 2. 4 分、
水态度 1. 9 分、水方法 1. 7 分。 可见涉水高校大学

生水情知识储备较为丰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能

较好地处理涉水行为,但水情知识储备尚未充分内

化为个体的水态度和水观念,也没有充分掌握应对

水旱灾害、保护水资源的技能和方法,这为高校水情

教育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分专业来看,理科、工
科和农学类专业学生在水知识、水方法维度的平均

得分高于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这体现出了学科专

业人才培养的差异性。 但在水态度和水行为维度,
理科、工科、农学类学生与人文社科类学生没有明显

差异,这可能是涉水高校普遍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水

情教育活动,并通过水文化熏陶缩小了学科专业差

异,使不同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在水态度和水行为方

面表现出一致性。
2. 5. 2　 大学生对高校水情教育效果评价较好

大学生结合自身的感知和收获,从增进水情知

识、转变水情态度、提升与水相关的实践技能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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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水行为 4 个方面对大学水情教育效果进行了评

价。 总体来看,大学生对高校水情教育效果整体评

价较高, 4 个方面的平均得分为 4. 32 分 ( 满分

5 分),其中对水情教育效果认可度最高的是促进自

身水态度的转变,达到 4. 36 分,有近 90%的学生认

为通过高校的水情教育,自己能自觉自主地养成知

水、爱水、节水、护水意识,并提升自身应对洪涝灾害

的能力。 对水情教育效果认可度次高的是改进自身

的涉水行为,达到 4. 35 分,有 89%的学生认为通过

高校的水情教育,自己形成了节水、护水的自觉行

为,并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水资源进行合理、有
效地利用和保护。 对水情教育效果认可度最低的是

涉水实践技能提升方面,得分为 4. 26 分,这与大学

生水情教育素养调查结果一致,即虽然江苏涉水高

校水情教育在知识和理论学习层面提供了较为丰富

的资源和教学支持,但实践学习和技能训练不充分,
学生难以有效获得专业实践技能。 增进水情知识方

面得分为 4. 32 分,排第三。 从学科专业与水情教育

效果平均的交叉分析结果来看,理科、工科和农学相

关专业学生在增进水情知识、提升实践技能效果方

面平均得分分别高于人文社科专业学生 0. 18、
0. 15 个百分点,这是由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差异造成

的。 但在转变水情态度和改进涉水行为方面,理科、
工科、农学与人文社科专业学生之间几乎没有差异,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普

及性和实效性较好。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实践成效显著,但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还存在组织机制不协同、教育

内容与方法不适配、评价体系不健全以及激励与需

求不相容等问题,这将影响到高校水情教育的系统

化、专业化、实效性和创新性。
3. 1　 水情教育各组织部门之间缺少协同机制

在江苏涉水高校中,每学年各教学单位和学生

教育管理部门都会开展与水情相关的教育和教学活

动,主要涉及各专业学院、团委、教务处、学生社团等

组织和部门,但各组织和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资源

协同和信息沟通机制,导致水情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教学资源整合不足,难以形成系统化的水情教育

框架。
3. 1. 1　 没有形成跨学科和跨部门的水情教育资源

整合机制

　 　 江苏涉水高校在水情教育方面缺乏明确的顶层

设计和协同管理框架,导致教育资源重复和浪费。
高校的水情教育涉及多个部门,而各个部门的职能

和工作重点又各不相同,教育实践中缺少一个跨学

科和跨部门的顶层规划或指导框架来统一目标。 所

以在水情教育方面更倾向于“各自为政”,部门之间

缺乏协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资源利用的低效

率,还削弱了教育效果的整体性。 “在组织水情教

育相关活动时,我们经常不知道其他部门和学院正

在计划什么活动,等到发现有内容重复时,已经无法

调整时间或资源,学生的参与度也因此受到影响。”
(Y4-TG1)另外,在当前的管理机制下,各部门的资

源和工作成果通常与其自身的考核和评估挂钩,在
没有明确的利益共享和责任分摊机制的情况下,各
部门更愿意保留自己的资源,避免与其他部门共享,
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跨部门协同的动力。 这导致了跨

部门合作的动力不足,资源整合的意愿也相对较弱。
3. 1. 2　 缺乏专门的水情教育协调机构和信息共享

平台

　 　 一方面,目前的高校管理体系通常以学科专业、
学生管理或行政工作为主,并没有专门为水情教育

设立跨学科或跨部门的协调机构。 因此,水情教育

的具体推进往往依赖于各部门自主决策,缺乏统一

的政策或机制来将这些学科的教育资源进行有机整

合。 这使得高校水情教育在内容上无法实现连贯性

和系统性,在管理上没有得到整体推进和有效管理。
另一方面,在缺乏专门的协调机构的情况下,各部门

之间的信息沟通常常不够及时和畅通,缺少高效的

信息沟通机制。 “有时候学生会和学院同时组织与

水资源保护相关的活动,结果吸引的是同一批学生

参与,活动覆盖面受到了很大限制。 缺乏信息共享

平台是主要原因。”(J3-JG1)
3. 2　 水情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适配度低

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之间的

适配度较低,主要体现在水情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与

教育方法局限性之间充满矛盾、实地教学面临诸多

挑战、模拟实验条件不充分、实践项目实施困难等

方面。
3. 2. 1　 水情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与教育方法局限性

之间存在矛盾

　 　 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内容涉及水资源知识、
水环境保护、水危机与水安全、水文化、治水成就等

诸多内容,相关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甚
至还涉及复杂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如在水环境保护

教育方面,不仅需要教授相关的理论知识,还需要结

合现实情境进行实践操作,在涉水专业领域还需要

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数据分析能力。 传统教学方

法如口头讲授、课堂讨论无法有效涵盖教育内容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就需要开展实践教学、案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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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项目式学习,但高校受师资、资源和条件等因素

限制,除了涉水专业外,其他专业学生的水情教育侧

重于理论教学和知识讲授,实践教学如实地考察、案
例分析、模拟实验、项目实践等机会受限。 对大学生

完善高校水情教育实践建议的词频分析(图 1) 发

现,组织“实践教学”、开展“实地考察”、增加“实践

活动”等关键词提出的频次最多,这也反映出当前

高校水情教育在实践教学方法运用上的不足,直接

导致学生水情教育素养中的水方法和水态度得分较

低,对高校水情教育实践中的教育方法和实践技能

的满意度也较低。

图 1　 完善高校水情教育实践建议的词频分析

3. 2. 2　 实地教学面临诸多挑战

水情教育除了水治理政策与法规、水文化、治水

成就等内容适合课堂教学外,诸如水资源保护、水污

染与防治、水危机与水安全等内容理应通过实地教

学来增强理解。 水情教育的实地教学是帮助学生直

观理解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但在实施

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是资源与设施的限制,
实地教学通常需要特定的场所和设备,例如水体监

测站、实验室或水源地等,江苏涉水高校虽然有相关

的资源和设施配备,但主要用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在
满足专业学院人才培养需求外,能用于水情通识教

育的资源和设施供给非常有限,难以满足教学需求。
“我在课程中尝试引入案例教学,但因为缺乏实地

考察条件和实践经验,学生的理解依然停留在理论

层面,没有深刻的感受。” ( H1-T1)其次是专业教师

的限制,实地教学需要教师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

实践技能,但部分通识课程教师缺乏实地教学经验

和专业背景,难以给学生提供有效的实践指导,还可

能导致教学质量不均,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最后

是安全管理存在风险,实地教学需要考虑安全因素,
如水域的安全性,这需要充分的安全措施和应急预

案,从而加大了实地教学实施的难度。
3. 2. 3　 模拟实验教学不足

在高校水情教育实施中,模拟实验教学为学生

提供了一个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机会。
学生可以通过实验操作,真实体验到水资源管理中

面临的各种挑战,如水污染、水资源短缺等。 然而,
目前江苏涉水高校在模拟实验教学方面还很不充

分,“模拟实验是我们培养学生水情素养的重要方

式,但由于学校在资源上优先支持专业人才培养,特
别是研究生的专业教学,一般本科生很难有机会参

与高质量的模拟实验。” ( Y2-Z1)究其原因,一是受

实验设备和资源的限制,难以满足非专业人才培养

需求;二是高校水情教育本身缺乏系统的实验课程

设计,不能充分整合利用校内的实验资源;三是学生

参与能力和积极性参差不齐,特别是人文社科专业

的学生,因为缺乏水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在模拟实

验教学中难以进行跨学科学习,无法从多角度理解

复杂的水问题,这导致部分学生参与积极性下降,影
响了模拟实验教学的有效开展。
3. 2. 4　 基于项目的实践教学实施困难

基于项目的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

要方式。 理想的项目式学习是在理论学习的基础

上,设计一个研究项目,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将理论

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多

方面的能力和素养。 在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中,
基于项目的实践教学实施困难主要涉及资源支持和

项目完成质量两个方面因素。 在资源支持方面,高
校对学生自主探索项目缺少专项资金支持。 访谈中

了解到,H 大学一位通识课程教师,在教学中计划开

展一个“校园水资源管理”项目,旨在通过实践活动

提高学生的水资源保护意识。 然而,由于缺乏专项

资金,项目所需的水质监测设备和实验材料无法及

时采购,导致项目进度延迟,学生无法在既定的教学

周期内完成项目研究,最后不得不修改项目教学计

划;在项目完成质量方面,由于项目实践只是教学活

动中的一环,受时间、资源和条件等因素限制,项目

完成质量参差不齐,很多项目实践有形无实,学生参

与度不高,难以培养出学生团队合作精神、批判性思

维、跨学科思维等素养和实践能力。
3. 3　 水情教育评价重知识传授轻技能实训

江苏涉水高校现行的水情教育评价偏重于知识

传授,而轻视技能实训,理论学习与实践脱节,这不

利于大学生水情素养中水方法和水行为维度能力的

培养,影响了高校水情教育质量提升。
3. 3. 1　 水情教育评价标准偏重理论掌握

目前江苏涉水高校的水情教育评价,通常将学

生对水情理论知识的掌握作为主要考核内容。 考核

方式多以笔试、报告等形式为主。 如在 J 大学“海洋

环境保护”课程中,学生需要分析海洋污染的成因

和治理对策,但这些内容最后是以课程论文的形式

体现,缺乏对污染监测设备使用或治理技术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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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考核。 如任课教师所言,“我教学内容中一个

重要部分是,教授学生如何识别海洋污染及其生态

系统的变化,这其实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但最

后考核还是偏向了理论推导,就是让学生通过案例

分析来概括总结,因为这种评价方式对外在条件依

赖少,更好操作。” ( J1-T1) 但这种理论主导的评价

模式难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如 Y 大

学开设的“水利法规”课程,其考核要求是学生能熟

悉相关法律条文、能解释相关法规的条款,而对实际

法规的运用或设计相关的政策方案等更高目标没有

相应的考核要求。 “我们课程内容以文化传授为

主,考核方式主要是论文或理论考试。 这确实能够

让学生了解中国水利的文化底蕴,但在实践性方面,
我们很少要求学生通过项目去结合法律或文化背景

解决具体问题。”(Y1-T1)虽然这些课程帮助学生形

成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但这种评价导向使得学生更

加关注理论部分学习,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导致学生在现实场景中难以有效应对复杂的水情

问题。
3. 3. 2　 水情教育实践技能评价机制不完善

一是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实践类活动缺乏有

效的技能评价。 如 H 大学水情应急实践教学中设

置了洪水应急演练环节,学生需要模拟应急预案的

制定与执行。 而这一环节的考核仅要求学生提交一

份描述演练过程的理论报告,而非通过学生实际的

现场操作表现来评分。 “学生在实践课上的表现很

难被量化和评价。 我们的考核重点依然放在书面报

告上,这让学生对参与实操的动力有所减弱,也无法

通过反馈提升技能。”(H3-Z1)
二是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实践能力考核流于

形式。 在 Y 大学的“水资源利用与保护”课程中,涉
及水利设备和水资源监测技术的教学内容,但实践

技能的考核大多简化为流程讲解或理论描述,学生

通常不需要亲自操作设备,或者只进行简单操作演

示,考核基本可以通过。 “我们的通识课程中,虽然

会展示一些基本设备操作,但由于课程内容偏重理

论,学生的动手操作机会有限,考核环节通常也较为

宽松,导致技能训练效果大打折扣。” ( Y2-Z1)这样

形式化的考核无法有效检验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忽视了技能训练的实质。
3. 4　 水情教育激励与学生需求不相容

当前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的激励措施未能与

学生的多样化需求相适应。 奖励措施过于单一且侧

重学术类或短期利益,无法满足学生在就业、实践能

力培养以及长期职业发展方面的需求。 为了有效推

动水情教育活动的参与度,激励机制应更加灵活,提

供实用的证书、实习机会或职业培训,满足学生的多

元化需求。
3. 4. 1　 水情教育激励举措过于单一,无法满足学生

多样化需求

　 　 从所调查的高校水情教育实践来看,其激励学

生参与的主要举措是增加学分、综合测评加分或在

评奖评优中作为一个加分项,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激励和促进学生参与水情教育的作用,但这些激

励方式缺乏灵活性,无法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我觉得学生更需要多元化的激励方式,比如提供

与企业合作的机会或实践证明,而不是单一的学分

奖励,这样才能激励更多学生参与进来。”( J4-TG1)
特别是对于已经修够学分的高年级学生而言,他们

更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这些活动提升自己的实践技能

和就业竞争力,也更希望通过水情教育实践活动获

取与就业相关的经验或证书,而非学术类奖励。
“我们活动的激励方式主要是综合测评加分,这在

大一大二学生中效果不错,但高年级学生更倾向于

获得实习机会或行业认可的资格证书,但这部分学

生需求我们暂时还难以满足。” ( H6-TG1)还有一些

对水情内容本身有兴趣但学术成绩并非主要关注点

的学生,往往更希望通过参与活动提升实际技能或

增加与行业接触的机会,而现行的激励措施无法满

足多样化的需求。
3. 4. 2　 水情教育激励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忽视学生

长期能力培养

　 　 江苏涉水高校通常以“加分” “评奖” “评优”等

外在的、短期激励作为参与水情教育活动的奖励。
这类奖励方式虽然在一定时间内激发了部分学生的

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但容易让学生将目标限定于

获得奖励,而非真正理解水情教育的重要性或培养

自身应对水问题的能力。 这会削弱学生的内在学习

动机,导致学生在课程结束或活动结束后失去持续

学习的动力,难以形成深层次的水态度和掌握处理

与水相关问题的方法。 另外,水情教育不仅仅是关

于水资源知识的传递,还涉及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培

养,包括批判性思维、环境伦理观念、政策分析能力

和项目管理能力等。 然而,过于短期的激励措施往

往没有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发展这些综

合能力,从长期来看,这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也
不利于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3. 5　 大学生在水态度和水方法素养提升方面存在

较大空间

　 　 从问卷调查情况来看,尽管江苏涉水高校大学

生水情素养普遍较高,但水情素养各个维度的发展

是不平衡的,其中水知识 ( 2. 5 分) 和水行为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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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的得分较高,而水态度 ( 1. 9 分) 和水方法

(1. 7 分)维度的得分较低。 在水态度维度,部分学

生对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管理相关法

规、水科技进步和水利成就等方面的认识不够深入,
使得他们难以将这些信息内化为对水资源的保护和

创新应用的积极态度。 在水方法维度,虽然部分学

生了解节水措施的基本原理,但在具体执行时缺乏

主动性和实操经验。 对于应对水旱灾害的常识和技

能,许多学生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未能充分应用到生

产生活中。 对于水域和水源地保护、水利设施维护

等复杂任务,学生的参与度和意识都较为有限。 这种

有限性也是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不充分的具体表

现,问卷调查中有近 17%的学生认为学校提供的水情

教育难以让他们有效掌握节水、用水的实用技巧和方

法,也难以获得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设计与施工、水
质监测与治理、用水效率等方面的专业技能。 这进一

步揭示了当前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在理论与实践

衔接、态度引导和技能培养等方面的不足。

4　 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

为了系统解决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实践中的

问题,本文结合水情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秉
持协同、创新、科学、实效、可持续和现代化的发展导

向,从水情教育组织管理、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评价

机制以及激励体系等方面提出完善江苏涉水高校水

情教育实践的创新路径。
4. 1　 构建跨学科、跨部门协同的高效组织机制

水情教育的跨学科性质和多部门组织决定了其

需要多个学科和部门的紧密协作,因此,构建高效的

跨部门、跨学科协同机制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
一是组建专门的水情教育工作组。 为了解决当

前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活动缺乏专门协调机构的

问题,涉水高校可以组建由教务处牵头、相关院系和

部门参与的水情教育工作组,负责统筹学校的水情

教育资源,协调各学科之间的合作,共同制定水情教

育的整体规划和目标。 同时,工作组可以与政府、企
业、科研机构合作,引入外部资源,共同推进水情教

育的建设。
二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为了促进各部门之间

的沟通和资源共享,涉水高校可以开发一个水情教

育信息共享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各个院系、职能部

门可以共享课程内容、教学资源、实践经验等信息,
从而打破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提高教学资源的

利用效率。 同时,信息平台可以定期更新国家或地

方的水资源政策和水情动态,为教育内容的及时调

整提供依据。

4. 2　 创新水情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提升水情教育

质量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

育应不断创新水情教育内容,并通过多样化的教学

方法,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实践能力。
一是设计综合性、跨学科的课程体系。 江苏涉

水高校可以开发更为丰富的水情教育课程,涵盖水

文、水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应急管理等多学科内容。
特别是要突出水情问题的实际应用,如防汛抗旱、饮
用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使学生能够从多个视

角理解水情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此外,课程体

系应该注重跨学科整合,设计以项目为基础的综合

性课程[10] ,让学生能够跨学科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增加实地教学和实践环节。 虽然实地教学

存在一定的挑战,但它是培养学生实际应对水情能

力的重要手段。 江苏涉水高校可以与地方水利部门、
环境治理机构合作,定期组织学生参观水库、堤坝、污
水处理厂等场所,了解水资源的管理实践。 通过亲身

参与实地项目,学生可以更直观地理解课堂知识与实

际水情的联系,提高实践能力和应急处理水平。
三是强化模拟实验与虚拟教学。 为了弥补实践

教学面临的客观困难,江苏涉水高校可以引入更多

的模拟实验和虚拟教学工具。 例如,可以利用仿真

软件模拟水情灾害,如洪水、干旱等,学生可以通过

虚拟现实技术身临其境地进行应急演练和操作训

练。 此外,虚拟实验室还可以打破场地和时间的限

制,帮助学生更灵活地进行实验和学习。
四是推动基于项目的实践教学。 针对基于项目

的实践教学实施困难的问题,江苏涉水高校可以采

取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的措施。 例如,可以引入校

企合作模式,依托水情相关的科研项目或社会项目,
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将学生分成项目小组进行研

究和实践,解决实际水资源管理中的问题。 这不仅

可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也能够让他们在参与项

目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水情知识的应用价值。
4. 3　 建立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水情教育评价机制

首先,应在课程设计中强化实践环节,将实验操

作、实地考察和项目实践等纳入教学体系,明确其在

课程评价中的占比。 例如,在通识课程中,除理论考

试外,可通过增加实践性考核,让学生有机会将理论

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相关课程还可以开展情境化

考核,通过设置具体的问题情境,如水资源争端问

题、水污染治理中的多主体协同问题,考核学生将理

论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其次,制定科学

的评价标准,对实践环节进行细化评估,包括操作流

程的规范性、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实践成果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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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结合过程性评价和终

结性评价,不仅考查学生的最终成果,还关注其在实

践过程中的表现和成长。 再次,加强设备与资源保

障,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充分参与实践活动,避免因资

源不足导致评价流于形式。 最后,应建立及时反馈

机制,为学生提供具体的实践能力评估报告,帮助学

生明确优势与不足,从而促进其能力的持续改进。
4. 4　 完善水情教育激励机制,增强持续动力

为了解决水情教育激励与学生需求不相容的问

题,江苏涉水高校应在激励机制上进行创新,增强激

励措施的多样性和长效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和自主性。
一是多样化激励手段,满足不同需求。 江苏涉

水高校可以设计多层次的激励体系,如除了传统的学

分、评奖、评优等激励措施外,还可以增加与水情相关

的实习机会及参与科研项目与国际交流项目等更具

吸引力的奖励形式。 这些激励措施能够帮助学生在

实践中积累经验,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二是注重长期能力培养。 江苏涉水高校应更加

注重激励机制的长效性,可以设立专项水情研究基

金,鼓励学生自主申请科研项目,培养他们的创新能

力和研究能力。 此外,江苏涉水高校还可以与政府

和企业合作,提供长周期的实习或工作机会,让学生

能够在更长时间内接触水情领域的实际工作,积累

实践经验,提升综合能力。
4. 5　 利用数字化工具推动水情教育现代化

为实现水情教育的现代化与高效化,江苏涉水

高校应积极引进和利用数字化工具,构建智能化、交
互化的教育体系。 首先,可以开发基于虚拟现实

(VR)和增强现实(AR)的水情教育模拟平台,帮助

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架构以

及洪水应急演练等场景,弥补实地教学的资源和场

地限制。 其次,涉水高校之间可以建立在线教学与

资源共享平台,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整合水情教育

的优质课程、案例库、实践视频等内容,惠及更多的

学生。 同时开发在线讨论区以及模拟实验模块,方
便学生开展高质量的学习和交流。 再次,利用大数

据分析技术,动态追踪学生学习过程和能力发展,实
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与反馈[11] ,提升教学效

果。 与此同时,推动物联网(IoT)设备在水情教育中

的应用,如利用传感器监测真实水文数据,让学生通

过分析实时数据深入理解水情问题。 此外,江苏涉

水高校还可以借助教育管理系统,优化实践教学的

组织与评价流程,例如数字化记录学生的实验表现,
并通过数据分析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改进建议。

通过上述多维度的创新路径,江苏涉水高校可

以更好地解决当前水情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提升水

情教育的质量与效果,培养出具备理论知识和实践

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5　 结　 语

近年来,江苏涉水高校水情教育初步实现了体

系化建设,但在实践路径方面仍存在组织协调机制

不完善、内容与方法适配不足、技能训练体系薄弱、
激励机制与学生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导致教育成效

提升受限。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需要从教育组织、
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育评价、教育激励以及教育

技术等方面创新水情教育实践路径,实现资源高效

共享与教育质量提升,为社会培养具备全面水情素

养的高素质人才。
总之,水情教育不仅影响学生的个人素养提升,

更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江苏涉水高校应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反思,优化教育路径,为培养具备

全面水情素养的高素质人才作出持续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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