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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控技术》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200170 课程性质 必修课 

适用专业 水产养殖技术 开设学期 第三学期 

课程类别 专业平台课程 课程类型 B类（理论+实践） 

学    分 3 总 学 时 84 

学时分配 理论学时： 56   ；实践学时：    28 

实施场所 实训室 授课方式 一体化 

执笔人 汪海燕 

审核人 郑振华 

制订时间 2018.9 

 

二、课程概述 

（一）课程定位 

《水质监控技术》是水产养殖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该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

强且面向实际应用的重要专业课，和其他课程有着重要的关联作用，是整个专业

培养目标中一个重要的能力单元，有着非常重的作用。该门课程以实验、实训教

学为主，理论教学为实验实训提供必需、够用的专业理论知识。该课程强调教学

内容与时俱进、教学方法灵活多样，重视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突出实用性

与拓展性。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扎实的水质检测与调控方面的专业知识，具

备应对养殖过程中随时出现的各种水质问题的职业能力，养成严谨、敬业、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职业素质，为今后从事水产养殖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先修后续课程 

《水质监控技术》课程的前导课为《基础化学》，需要该课程为其提供化学

知识、分析技能基础知识；其后续课程为《鱼类增养殖技术》、《虾蟹类增养殖

技术》、《贝类增养殖技术》、《饵料生物培养技术》，为这些课程的学习提供

了水质监测与调控方面的技术基础。 



水质监控技术精品资源共享课  

 

 2 

 

 

水产养殖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图 

 

（三)本课程与中职、本科、培训班同类课程的区别。 

层次 区别 

本科 
本科教育更偏重于理论上的专业化通识教育，学生的实验操作技

能薄弱； 

中职 偏重于专业技能的培训，理论基础相对薄弱； 

培训班 只针对于某些专业技能进行培训，知识缺乏系统性。 

 

三、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对课程合理设计，采用项目化和模块化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按照“需用

为准、够用为度，实用为先”的原则，使学生掌握扎实的水质检测与调控方面的

专业知识，具备应对养殖过程中随时出现的各种水质问题的职业能力，养成严谨、

敬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职业素质，为今后从事水产养殖工作奠定扎实的基

础。同时，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为后续课程打好基础，为学生的专业发展铺路

搭桥，使学生认识到水质监控技术在水产养殖中的重要性，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职

业素养，成为岗位适应性较强的专门人才。 

（二）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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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吃苦耐劳，耐受住艰苦环境，有坚定的

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明确的职业理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行端正，讲公德，守纪律，

乐于奉献；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掌握关于水产监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备

胜任水质检测与调控的生产应用和管理等工作的素质， 

3.具有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有资源节约、爱护环境、清洁生产、

安全生产的观念及基本知识； 

4.具有良好的计划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具有较强好的质量意识和客户

意识； 

5.具有较强的开拓发展创新能力和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 

（三）知识目标： 

1.了解水质监控的重要性与内容； 

2.掌握水产养殖常用水质标准的内容； 

3.掌握采样原则与常用采样器的使用方法； 

4.掌握采样点位的布设方法与运输、保存方法； 

5.掌握分析结果误差产生的原因以及表示方法。 

6.掌握水产养殖各水质指标的分布特点和变化规律； 

7.掌握各水质指标对养殖生物的影响； 

8.掌握各水质指标的测定方法和调控措施。 

（四）能力目标： 

1.能正确使用采样器进行常规水样的采集； 

2.能正确的进行分析结果的误差分析。 

3.能正确的对不同深度的养殖水体进行温度的测定； 

4.能正确使用银量法进行水质氯化物的测定； 

5.能正确使用比重计、折光盐度计以及电导盐度计进行水质盐度的测定。 

6.能正确的区分优良水色与不良水色 

7.能正确使用透明度盘进行水质透明度的检测 

8.能正确使用 pH计进行水质 pH的测定 



水质监控技术精品资源共享课  

 

 4 

9.能正确进行溶解氧测定水样的采集、现场固定以及滴定； 

10.能正确进行氨氮蒸馏装置的安装与使用； 

11.能正确使用蒸馏中和滴定法进行氨氮的测定 

12.能正确使用分光光度计进行氨氮的测定； 

13.能正确进行纳氏试剂的配制； 

14.能正确进行水体硫化氢的测定； 

15.能正确使用配位滴定法进行水质硬度的测定； 

16.能正确使用分光光度计进行水体亚硝酸盐的测定； 

17.能正确使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进行水体铁、锰的测定 

18.能正确的使用试剂盒与便携式仪器进行相关水质指标的现场测定； 

19.能正确的根据检测结果进行相关水质指标的调控； 

 

四、课程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学时 
1 水质监控基本知识储

备 

理论教学 水产养殖水质监控的重要性与内容 

养殖水样的采集、运输与保存 

水质分析结果的误差及其表示方法 

4 

实训 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2 

2 

 

水质温度的监测与调

控 

理论教学 水体温度的分布特点 

水温对养殖生物的影响 

养殖水环境温度的调控 

2 

实训 水温的测定 2 

3 水质盐度的监测与调

控 

理论教学 反应天然水含盐量的参数 

含盐量对水产养殖的影响 

养殖水环境盐度的调控 

2 

实训 水质盐度的测定（实训室测定与现

场测定） 

4 

4 水色与透明度的监测

与调控 

理论教学 水色产生的原因及类型 

优质水色的特点 

水质老化的原因及对策 

养殖水体的透明度 

水质透明度的调控 

4 

实训 水质透明度的检测 2 

5 水质溶解氧监测与调

控 

理论教学 水中氧气的来源与消耗 

DO在水体中的分布和变化 

DO在养殖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养殖水质 DO的调控 

2 

实训 水质 DO的测定-碘量法 

水质 DO的现场测定 

4 

6 水质 pH监测与调控 理论教学 水质 PH的变化规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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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 PH异常的原因 

水体 PH异常对养殖生物的影响 

水体 PH的调控 

实训 水体 PH的测定 3 

7 水质硬度的监测与调

控 

理论教学 水硬度的概念及表示单位 

养殖水体硬度的变化规律及意义 

水体硬度的调控 

2 

实训 水质硬度的测定 4 

8 水质氨氮监测与调控 理论教学 氨氮的概念及存在形式 

养殖水体氨氮的来源与去向 

水体氨氮对养殖生物的影响 

养殖水体氨氮的调控 

2 

实训 水质氨氮的测定-蒸馏中和滴定法 3 

实训 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

度法与现场测定 

3 

9 水体亚硝酸盐的监测

与调控 

理论教学 水体亚硝酸盐的来源与去向 

水体中亚硝酸盐对养殖生物的毒性

及影响因素 

养殖水体亚硝酸盐的调控 

2 

实训 水质亚硝酸盐的测定-分光光度分

析法 

水质亚硝酸氮的现场测定 

6 

10 水体硫化氢的监测与

调控 

理论教学 水体中硫化物的存在形式与来源 

水体中硫化氢对养殖生物的危害 

水体中硫化氢的调控 

3 

实训 水体硫化氢的测定 5 

11 水质铁、锰的监测与

调控 

 

理论教学 水体中铁、锰与养殖生物的关系 

水质铁、锰的调控 

3 

实训 水质铁、锰的测定 5 

学时共计 72 

 

 

五、实训项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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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序 

号 

项目 

任务 
能力目标 知识目标 训练方式与步骤 成果展示 

考核与评

价 

学 

时 

基 

本 

操 

作 

技 

能 

训 

练 

1.1 

配 

制 

与 

标 

定 

盐 

酸 

溶 

液 

1．能够正确使用常用玻

璃器皿 

2．正确使用量筒、移液

管等量取液体 

3．正确使用分析天平称

取药品 

4．能够配制酸、碱和盐

类等溶液 

5．能够正确使用滴定管

进行滴定操作 

6．能够对盐酸溶液进行

标定 

1．掌握常用玻璃器皿洗涤及

使用方法 

2．掌握量取液体的方法 

3．掌握分析天平称使用方法

和养护 

4．掌握常用酸、碱和盐类的

化学性质及其溶液的配制方

法 

5．掌握滴定操作的方法和要

领 

6．掌握盐酸标定的方法 

7．盐酸标定的计算方法和报

告方式 

8．掌握酸碱防护方法 

 

 

 

1．学习训练分组 

2．分发学习任务单 

3．分发训练任务单 

4．教师准备、演示、讲授 

5．学生小组学习操作训练 

6．教师巡视、穿插演示讲解 

7．组间滴定操作展示、教师点评 

8．组内操作展示、讨论纠正 

9．标定结果组间比对、评价 

10．整理仪器、卫生、撰写实训报

告 

1．小组间滴定

操作展示 

2．盐酸标定结

果组间比对 

3．实训报告 

4．课下作业 

 

 

1．出勤 

2．小组互

评 

3．组长对

成员评价 

4．实训报

告评价 

5．作业评

价 4 

1.2 

配 

制 

与 

标 

定 

E 

D 

T 

A 

溶 

液 

1．巩固使用常用玻璃器

皿，增强操作熟练程度 

2．巩固使用量筒、移液

管等量取液体，增强操作

熟练程度 

3．巩固使用分析天平称

取药品，增强操作熟练程

度 

4．巩固使用滴定管进行

滴定操作，增强操作熟练

程度 

1．掌握常用玻璃器皿洗涤及

使用方法 

2．掌握量取液体的方法 

3．掌握分析天平称使用方法

和养护 

4．掌握常用酸、碱和盐类的

化学性质及及其溶液的配制

方法 

5．掌握滴定操作的方法和要

领 

6．掌握 EDTA溶液标定的方法 

1．点评前次实训情况、实训报告

撰写情况 

2．分发学习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3．分发训练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4．小组制定提交实训计划方案、

进行实训条件准备 

5．教师讲解要点、注意事项 

6．学生小组学习操作训练 

7．教师巡视、穿插演示、讲解 

1．小组间滴定

操作展示； 

2．EDTA标定结

果组间比对， 

3．实训报告 

4．课下作业 

 

 

1．出勤 

2．小组互

评 

3．组长对

成员评价 

4．实训报

告评价 

5．作业评

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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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够对 EDTA 溶液进行

标定  

7．掌握 EDTA溶液标定的计算

方法和报告方式 

 

 

 

 

8．标定结果组间比对、评价 

9．组内讨论、纠正 

10．整理仪器、卫生 

11．撰写实训报告 

1.3 

采 

集 

与 

保 

存 

养 

殖 

水 

样 

1． 能够正确使用采水

器、水样瓶采集水样 

2． 能够规范撰写水样

说明书 

3． 能够根据测定目标

合理确定采样位置和时

间 

4． 能够根据水质分析

测定目的保存水样 

 

 

1． 掌握采水器水样瓶使用

方法 

2． 掌握水样说明书撰写方

法 

3． 掌握选择、确定采样位置

和时间的原则和方法 

4． 掌握水样保存的方法 

 

1．点评前次实训情况、实训报告

撰写情况 

2．分发学习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3．分发训练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4．小组制定提交实训计划方案、

进行实训条件准备 

5．教师讲解要点、注意事项 

6．学生小组学习操作训练 

7．教师巡视、穿插演示、讲解 

8．标定结果组间比对、评价 

9．组内讨论、纠正 

10．整理仪器、卫生 

11．撰写实训报告 

1．小组间水样

说明书展示； 

2．实训报告 

3．课下作业 

 

 

1．出勤 

2．小组互

评 

3．组长对

成员评价 

4．实训报

告评价 

5．作业评

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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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水

质指

标监

测 

 

2.1 

测 

定 

水 

体 

铁 

锰 

含 

量 

1． 能够根据测定目标，

采集水样保存水样 

2． 能够应用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法正确进行

水体铁锰的操作 

3． 能够使用试剂盒与

便携式仪器进行铁锰的

现场测定 

4． 能够正确地计算，统

计测定结果 

5． 规范给出测定报告，

判断水质状况 

1. 掌握水体中铁锰与养殖生

物的关系； 

2. 掌握铁锰的测定方法与调

控措施。                                                                                                                                                                                                                                                                                                                                                                                                                                                                                                                                                                                                                                                                                                                                                                                                                                                                                                                                                                                                                                                                                                                                                                                                                                                                                                                                                                                                                                                                                                                                                                                                                                                                                                                                                                                                                                                                                                                                                                                                                                                                                                                                                                                                                                                                                                                                                                                                                                                                                                                                                                                                                                                                                                                                                                                                                                                                                                                                                                                                                                                                                                                                                                                                                                                                                                                                                                                                                                                                                                                                                                                                                                                                                                                                                                                                                                                                                                                                                                                                                                                                                                                                                                                                                                                                                                                                                                                                                                                                                                                                                                                                                                                                                                                                                                                                                                                                                                                                                                                                                                                                                                                                                                                                                                                                                                                                                                                                                                                                                                                                                                                                                                                                                                                                                                                                                                                                                                                                                                                                                                                                                                                                                                                                                                                                                                                                                                                                                                                                                                                                                                                                                                                                                                                                                                                                                                                                                                                                                                                                                                                                                                                                                                              

1．点评前次实训情况、实训报告

撰写情况 

2．分发学习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3．分发训练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4．小组制定提交实训计划方案、

进行实训条件准备 

5．教师讲解要点、注意事项 

6．学生小组学习操作训练 

7．教师巡视、穿插演示、讲解 

8．标定结果组间比对、评价 

9．组内讨论、纠正 

10．整理仪器、卫生 

11．撰写实训报告 

1．测定结果组

间比对 

2．实训报告 

3．课下作业 

 

1．出勤 

2．小组互

评 

3．组长对

成员评价 

4．实训报

告评价 

5．作业评

价 
4 

 2.2 

测 

定 

水 

体 

硬 

度 

1. 能够根据硬度测定目

标，采集水样保存水样 

2. 能够应用络合滴定法

正确进行水体碱度测定

操作 

3. 能够恰当地判断颜色

变化，确定滴定终点 

4. 能够正确地计算，统

计硬度测定结果 

5. 规范给出测定报告，

判断水质状况 

1. 理解硬度的含义 

2. 理解络合滴定的原理 

3. 理解硬度对水产动植物的

影响及本测定目标的训练意

义 

4. 了解指示剂的变色原理和

滴定终点的判断要领 

5. 明确硬度报告形式及涵义 

6. 掌握根据滴定体积统计计

算硬度的方法 

7. 了解硬度的其它测定方法 

8.掌握滴定法测定硬度的有

关的注意事项   

1．点评前次实训情况、实训报告

撰写情况 

2．分发学习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3．分发训练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4．小组制定提交实训计划方案、

进行实训条件准备 

5．教师讲解要点、注意事项 

6．学生小组学习操作训练 

7．教师巡视、讲解 

8．标定结果组间比对、评价 

9．组内讨论、纠正 

10．整理仪器、卫生 

11．撰写实训报告 

1．测定结果组

间比对 

2．实训报告 

3．课下作业 

 

1．出勤 

2．小组互

评 

3．组长对

成员评价 

4．实训报

告评价 

5．作业评

价 

4 



水质监控技术精品资源共享课  

 

 9 

 2.3 

测 

定 

水 

体 

溶 

解 

氧 

含 

量 

1. 能够根据溶氧测定目

标，采集水样保存水样 

2. 能够应用氧化还原滴

定法正确进行溶氧含量

测定操作 

3. 能够恰当地判断颜色

变化，确定滴定终点 

4. 能够正确地计算，统

计溶氧含量测定结果 

5. 规范给出测定报告，

判断水质状况 

 

1. 理解溶氧的含义 

2. 理解氧化还原滴定（碘量

法）的原理 

3. 理解溶氧对水产动植物的

影响及本测定目标的训练意

义 

4. 了解淀粉指示剂的变色原

理和滴定终点的判断要领 

5. 明确溶氧报告形式及涵义 

6. 掌握根据滴定体积统计计

算溶氧的方法 

7. 了解溶氧的其它测定方法 

8. 掌握滴定法测定溶氧的有

关的注意事项   

 

1．点评前次实训情况、实训报告

撰写情况 

2．分发学习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3．分发训练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4．小组制定提交实训计划方案、

进行实训条件准备 

5．教师讲解要点、注意事项 

6．学生小组学习操作训练 

7．教师巡视、讲解 

8．标定结果组间比对、评价 

9．组内讨论、纠正 

10．整理仪器、卫生 

11．撰写实训报告 

1．测定结果组

间比对 

2．实训报告 

3．课下作业 

 

1．出勤 

2．小组互

评 

3．组长对

成员评价 

4．实训报

告评价 

5．作业评

价 

4 

 

 

 

 

 

 

 

 

2.4 

测 

定 

水 

体 

总 

铵 

态 

氮 

含 

量 

1. 能够根据氨氮测定目

标，采集水样保存水样 

2. 能够正确使用分光光

度计、比色皿 

3. 能够配制纳氏试剂 

4. 能够应用比色法正确

进行氨氮含量测定操作 

5. 能够正确地计算，统

计氨氮含量测定结果 

6. 规范给出测定报告，

判断水质状况 

 

1. 了解分光光度计的工作原

理 

2. 了解纳氏比色法的原理 

3. 理解氨氮对水产动植物的

影响及本测定目标的训练意

义 

4. 掌握浓度-吸光度标准曲

线的制作方法 

5. 明确氨氮报告形式及涵义 

6. 掌握根据吸光度计算氨氮

含量的方法 

7. 了解氨氮的其它测定方法

及优缺点 

8. 掌握纳氏比色法的有关注

意事项   

1．点评前次实训情况、实训报告

撰写情况 

2．分发学习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3．分发训练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4．小组制定提交实训计划方案、

进行实训条件准备 

5．教师演示、讲解要点、注意事

项 

6．学生小组学习操作训练 

7．教师巡视、穿插演示、讲解 

8．标定结果组间比对、评价 

9．组内讨论、纠正 

10．整理仪器、卫生 

1．测定结果组

间比对 

2．实训报告 

3．课下作业 

 

1．出勤 

2．小组互

评 

3．组长对

成员评价 

4．实训报

告评价 

5．作业评

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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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撰写实训报告 

 2.5 

测 

定 

水 

体 

亚 

硝 

酸 

盐 

含 

量 

1. 能够根据亚硝酸盐测

定目标，采集水样保存水

样 

2. 能够正确使用分光光

度计、比色皿 

3. 能够应用比色法正确

进行亚硝酸盐含量测定

操作 

4. 能够正确地计算，统

计亚硝酸盐含量测定结

果 

5. 规范给出测定报告，

判断水质状况 

 

1. 了解分光光度计的工作原

理 

2．了解重氮-偶氮比色法的原

理 

3. 理解亚硝酸盐对水产动植

物的影响及本测定目标的训

练意义 

4. 掌握水样预处理的方法 

5. 掌握浓度-吸光度标准曲

线的制作方法 

6.明确亚硝酸盐报告形式及

涵义 

7. 掌握根据吸光度计算亚硝

酸盐含量的方法 

8. 了解亚硝酸盐的其它测定

方法及优缺点 

9. 掌握重氮-偶氮比色法的

有关注意事项   

1．点评前次实训情况、实训报告

撰写情况 

2．分发学习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3．分发训练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4．小组制定提交实训计划方案、

进行实训条件准备 

5．教师讲解要点、注意事项 

6．学生小组学习操作训练 

7．教师巡视、穿插演示、讲解 

8．标定结果组间比对、评价 

9．组内讨论、纠正 

10．整理仪器、卫生 

11．撰写实训报告 

1．测定结果组

间比对 

2．实训报告 

3．课下作业 

 

1．出勤 

2．小组互

评 

3．组长对

成员评价 

4．实训报

告评价 

5．作业评

价 
4 

 

 

 

 

 

2.6 

测 

定 

水 

体 

硫 

化 

氢 

含 

1. 能够根据测定目标，

采集水样保存水样 

2. 能够正确进行硫化氢

的测定 

3. 能够使用试剂盒与便

携式仪器进行水质硫化

氢的现场测定 

4. 规范给出测定报告 

1. 掌握分光光度计的工作原

理 

2．掌握硫化氢测定的原理与

方法 

3. 理解所反映的水质特征及

本测定目标的训练意义 

4. 掌握硫化氢测定的有关注

意事项   

1．点评前次实训情况、实训报告

撰写情况 

2．分发学习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3．分发训练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4．小组制定提交实训计划方案、

进行实训条件准备 

1．测定结果组

间比对 

2．实训报告 

3．课下作业 

 

1．出勤 

2．小组互

评 

3．组长对

成员评价 

4．实训报

告评价 

5．作业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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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5．教师演示、讲解要点、注意事

项 

6．学生小组学习操作训练 

7．教师巡视、穿插演示、讲解 

8．标定结果组间比对、评价 

9．组内讨论、纠正 

10．整理仪器、卫生 

11．撰写实训报告 

价 

 2.7 

测 

定 

水 

体 

pH 

1. 能够根据测定目标，

采集水样保存水样 

2. 能够正确使用 pH 计

及电极，正确地对电极进

行维护 

3. 能够对 pH 计进行校

对 

4. 能够利用 pH 计正确

测定水体的电导率 

5. 规范给出测定报告 

 

1. 了解 pH计的工作原理 

2．掌握 pH计、电极的使用方

法，了解其维护要求 

3. 理解 pH 对水产动植物的

影响及本测定目标的训练意

义 

4. 掌握 pH 计测定的有关注

意事项   

 

1．点评前次实训情况、实训报告

撰写情况 

2．分发学习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3．分发训练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4．小组制定提交实训计划方案、

进行实训条件准备 

5．教师演示、讲解要点、注意事

项 

6．学生小组学习操作训练 

7．教师巡视、穿插演示、讲解 

8．标定结果组间比对、评价 

9．组内讨论、纠正 

10．整理仪器、卫生 

11．撰写实训报告 

1．测定结果组

间比对 

2．实训报告 

3．课下作业 

 

1．出勤 

2．小组互

评 

3．组长对

成员评价 

4．实训报

告评价 

5．作业评

价 
4 

 2.8 

测 

定 

水 

体 

盐 

度 

1. 能够根据测定目标，

采集水样保存水样 

2. 能够正确使用密度

计，水样温度计 

3. 能够利用密度计正确

测定水体的盐度 

1. 了解密度计的工作原理 

2．掌握密度计、水温温度计

的使用方法 

3. 理解盐度、温度对水产动

植物的影响及本测定目标的

训练意义 

1．点评前次实训情况、实训报告

撰写情况 

2．分发学习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3．分发训练任务单（上次实训课

结束时） 

1．测定结果组

间比对 

2．实训报告 

3．课下作业 

 

1．出勤 

2．小组互

评 

3．组长对

成员评价 

4．实训报

4 



水质监控技术精品资源共享课  

 

 12 

和 

温 

度 

4. 规范给出测定报告 

 

 

4. 掌握密度-盐度换算表的

查对方法  

5. 了解盐度的其它测定方法 

 

4．小组制定提交实训计划方案、

进行实训条件准备 

5．教师演示、讲解要点、注意事

项 

6．学生小组学习操作训练 

7．教师巡视、穿插演示、讲解 

8．标定结果组间比对、评价 

9．组内讨论、纠正 

10．整理仪器、卫生 

11．撰写实训报告 

告评价 

5．作业评

价 

操作

考试 
3.1 

水质

分析

操作

测试 

达到上述能力目标  1．学生抽签（测试项目） 

2．抽签（水样编号），领取水样 

3．学生独自准备测试（试剂、器、

皿等） 

4．教师现场评价学生操作（规范、

熟练程度） 

5．学生撰写测试报告、并提交 

6．教师评价测试报告 

分析测试报告 1. 现 场 评

价 学 生 操

作 

2. 测试报

告评价 

3. 总 评 成

绩 （ 操 作

30%+ 测 试

报告 70%） 

 

2 

理论 

考试 
4.1 

水质

分析

知识

测试 

 达到上述知识目标 1. 教师出题（笔试试卷） 

2. 考试答题 

3. 批卷及分析 

4. 课程结业成绩统计分析、上报 

5. 试卷装订、存档 

 试卷 

成 绩 统 计

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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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实施计划 

单元 主要教学内容 
周次∕课

时 
教学手段与方法 

教学场

所 

提交的 

学习成果 

1 项目 1.水质监控基本知识储备 

水产养殖水质监控的重要性与内容 

养殖水样的采集、运输与保存 

水质分析结果的误差及其表示方法 

1/4 

2/2 

任务驱动法、小组讨

论、利用“网络课程”

教学资源自主学习、教

学做一体、多媒体教学 

一体化

教室 

作业 

测验 

汇报课件 

实训报告 

2 项目 2. 水质温度的监测与调控 

水体温度的分布特点 

水温对养殖生物的影响 

水温的测定 

养殖水环境温度的调控 

2/2 

3/2 

 

任务驱动法、小组讨

论、利用“网络课程”

教学资源自主学习、教

学做一体、多媒体教学 

一体化

教室 

作业 

测验 

汇报课件 

实训报告 

3 项目 3.水质盐度的监测与调控 

反应天然水含盐量的参数 

含盐量对水产养殖的影响 

水质盐度的测定（实训室测定与现场测

定） 

养殖水环境盐度的调控 

3/2 

4/4 

任务驱动法、小组讨

论、利用“网络课程”

教学资源自主学习、教

学做一体、多媒体教学 

一体化

教室 

作业 

测验 

汇报课件 

实训报告 

4 项目 4.水色与透明度的监测与调控 

水色产生的原因及类型 

优质水色的特点 

水质老化的原因及对策 

养殖水体的透明度 

水质透明度的检测 

质透明度的调控 

5/4 

6/2 

任务驱动法、小组讨

论、利用“网络课程”

教学资源自主学习、教

学做一体、多媒体教学 

一体化

教室 

作业 

测验 

汇报课件 

实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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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 5.水质 PH的监测与调控 

水质 PH的变化规律 

水体 PH异常的原因 

水体 PH异常对养殖生物的影响 

水体 PH的检测 

水体 PH的调控 

6/2 

7/4 

任务驱动法、小组讨

论、利用“网络课程”

教学资源自主学习、教

学做一体、多媒体教学 

一体化

教室 

作业 

测验 

汇报课件 

实训报告 

6 项目 6.水质 DO的监测与调控 

水中氧气的来源与消耗 

DO 在水体中的分布和变化 

DO 在养殖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水质 DO的测定-碘量法 

水质 DO的现场测定 

养殖水质 DO的调控 

8/4 

9/2 

任务驱动法、小组讨

论、利用“网络课程”

教学资源自主学习、教

学做一体、多媒体教学 

一体化

教室 

作业 

测验 

汇报课件 

实训报告 

7 项目 7.水质硬度的监测与调控 

水硬度的概念及表示单位 

养殖水体硬度的变化规律及意义 

水质硬度的测定 

水体硬度的调控 

9/2 

10/4 

任务驱动法、小组讨

论、利用“网络课程”

教学资源自主学习、教

学做一体、多媒体教学 

一体化

教室 

作业 

测验 

汇报课件 

实训报告 

8 项目 8.水质氨氮的监测与调控 

氨氮的概念及存在形式 

养殖水体氨氮的来源与去向 

水体氨氮对养殖生物的影响 

水质氨氮的测定-蒸馏中和滴定法 

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水质氨氮的现场测定 

养殖水体氨氮的调控 

11/4 

12/4 

任务驱动法、小组讨

论、利用“网络课程”

教学资源自主学习、教

学做一体、多媒体教学 

一体化

教室 

作业 

测验 

汇报课件 

实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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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 9.水质亚硝酸盐的监测与调控 

水体亚硝酸盐的来源与去向 

水体中亚硝酸盐对养殖生物的毒性及影

响因素 

水质亚硝酸盐的测定-分光光度分析法 

水质亚硝酸氮的现场测定 

养殖水体亚硝酸盐的调控 

13/4 

14/4 

任务驱动法、小组讨

论、利用“网络课程”

教学资源自主学习、教

学做一体、多媒体教学 

一体化

教室 

作业 

测验 

汇报课件 

实训报告 

10 项目 10.水质硫化氢的监测与调控 

水体中硫化物的存在形式与来源 

水体中硫化氢对养殖生物的危害 

水体硫化氢的测定 

水体中硫化氢的调控 

15/4 

16/4 

任务驱动法、小组讨

论、利用“网络课程”

教学资源自主学习、教

学做一体、多媒体教学 

一体化

教室 

作业 

测验 

汇报课件 

实训报告 

11 项目 11.水质铁、锰的监测与调控 

水体中铁、锰与养殖生物的关系 

水质铁、锰的测定与调控 

17/4 

18/4 

任务驱动法、小组讨

论、利用“网络课程”

教学资源自主学习、教

学做一体、多媒体教学 

一体化

教室 

作业 

测验 

汇报课件 

实训报告 

 

七、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内容分为理论考试、实训考核、和平时成绩三部分。具体见下表 

 

成绩组成 打分依据 

理论考试 40% 学生期末考试卷面成绩 

操作考核 20% 学生的操作考试评分标准； 

平时成绩 40% 

1.学生的实训报告 50% 

2.学生的实训态度与配合程度

10%； 

3.学生的上课组织性、纪律性 10% 

4.云课堂成绩 30% 

 

八、课程实施条件 

（一）师资队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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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控技术》课程团队师资雄厚，共有教师 11 名。其中专职教师 7 人，兼职教师 4

人，专职教师全部有行业顶岗锻炼背景，其中有山东省教学名师 1名。课程团队学历结构，年

龄结构及学缘结构合理，已经形成以中青年教师骨干为主体的良好学术梯队。 

（二）教学场所要求 

1、教学环境 

《水质监控技术》课程拥有完善的校内一体化实训室、校内实训基地和高端的校外实习基

地。目前拥有水质分析实训室、电子天平室、仪器分析实验室、化学实训中心以及养殖模拟实

训室等实验实训室，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光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

等多台精密仪器，校内一体化实训条件完善。同时，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养殖模拟实训室以及水

产育苗养殖场是该课程的校内实训基地，模拟实训室以及水产育苗养殖场的日常运营以及水质

监测工作全部由水产养殖专业师生负责。顶岗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养殖阶段各项水质指标

的监测，为水产苗种培育以及养殖提供重要的水质参考。 

充分发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兼职教师、合作教师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订单培养、课

程开发、顶岗实习等途径，共建校外实习基地，与南京日升昌、通威集团以及广东海大集团股

份有限有限公司签订了校企合作及订单培养协议。实习基地建设统筹规划，布局合理，目前水

质监测岗位实习基地分布在日照、青岛、莱州、潍坊、广东、南京等地，能够满足实训教学及

学生职业能力成长的需要。 

  2、设备要求 

配备多媒体投影、视听设备以及无线网络，配套分析监测相应的实训仪器、设备，包括实

验室通用玻璃仪器和设备（天平、烘箱、马弗炉、通风橱、蒸馏设施等）。 

九、课程资源 

（一）教材编写情况 

1、教材：课程组自编讲义 

2、主要参考教材和参考文献 

（1）《无机与分析化学实验》李方实主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2）《水分析化学》第二版，黄君礼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水分析化学》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4）《分析化学实验》成都科学技术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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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化学》，王凯雄主编，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年 

（6）《水化学》，陈绍炎主编，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9年 

（二）课程建设情况 

2007 年被评为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精品课程，2010 年，在多年合作的基础上，与多家

水产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开发课程协议， 2016年水产养殖技术专业省级教学资源库申报成功，

《水质监控技术》课程因为有良好的建设基础，因此作为先期重点建设的六门专业核心课程之

一。2019 年水产养殖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成功入选国家级教学资源库，该课程资源得到了优

化升级，坚持边建边用的原则，该课程网络资源同步建设完成并全部上线，并且在信息化教学

实践过程中得到了深度使用，建设质量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十、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本课程标准依据水质监控岗位任职要求以及水产养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关于全

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等高职教育理论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