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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情水文化研究与教育丛书

高职水利类专业课程思政素材读本

周长勇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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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高职水利类专业课程思政素材读本”是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国发〔2019〕4 号）、《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

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 号）、《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

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教思政〔2020〕1 号）、教育部《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多年水利

类专业课程思政研究与教育实践成果编写而成的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教育部、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

划的意见》指出：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构建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实现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教

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

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

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

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大格局。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我们结合水利类专业

特点、课程特色，深入挖掘中国水利史、中国水情、中华水文化、水生态文明、

水利精神、水利职业道德、水利工程伦理、水利文学艺术等优秀思政元素，并

且把这些思政元素的“盐”溶解入各门课程的“水”中，形成“思政+课

程”有机交融的价值“营养液”，润思政教育内容于无声处，实现价值引领

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三位一体，达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思想，在悄无声息中占领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

地。

本书由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周长勇副教授编著，并负责全书统稿。书中参考、

引用和吸收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献，在此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和时间关系，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

正。

编 者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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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与历史发展

《水与历史发展》为水情水文化研究与教育丛书、高职水利类专业课程思

政素材读本之一，共包括七章内容。主要阐述中国古代水利发展、中国古代治

水名人、中国近现代水利发展、中国近现代治水名人、山东水利发展、山东著

名古近代水利工程、山东历史治水名人等。本书是整合传统纸质教材内容和富

媒体数字资源的新型教材，将大量教学数字资源与纸质教材内容相结合，数字

资源主要包括文本、PPT、音频、视频、案例等，教材出版后可通过扫描纸质

教材二维码查看与纸质内容相对应的数字资源，根据需要可以选取内容，组合

活页式、立体化教材使用。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

第一节 水利发展概要

第二节 水利是推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

第三节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

第二章 中国古代治水名人

第一节 大禹

第二节 孙叔敖

第三节 李冰

第四节 郑国

第五节 司马迁

第六节 贾让

第七节 召信臣

第八节 杜预

第九节 郦道元

第十节 王沿

第十一节 欧阳修

第十二节 王安石

第十三节 高超

第十四节 沈括

第十五节 苏轼

第十六节 潘季驯

第十七节 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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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节 宋应星

第十九节 靳辅、陈潢

第二十节 黎世序

第三章 中国近现代水利发展

第一节 中国近代水利发展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水利发展

第三节 “十三五”时期中国水利改革发展

第四节 中国现代水利建设辉煌成就

第五节 “十四五”时期中国水利改革发展战略布局

第六节 中国水利未来发展趋势

第四章 中国近现代治水名人

第一节 林则徐

第二节 冯道立

第三节 张謇

第四节 孙中山

第五节 李仪祉

第六节 傅作义

第七节 张含英

第八节 王化云

第九节 林一山

第十节 张光斗

第五章 山东水利发展

第一节 山东古代水利发展

第二节 山东近代水利发展

第三节 山东治淮兴淮历程与成就

第四节 山东现代水利改革发展现状与成就

第五节 “十三五”时期山东现代水利改革发展

第六章 山东著名古近代水利工程

第一节 齐国著名水利工程

第二节 齐国著名水胜迹

第三节 曲阜著名水胜迹

第四节 《水经注》中的山东农业灌溉工程

第五节 韩信坝

第六节 金口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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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堽城坝

第八节 戴村坝

第九节 古阿井

第十节 东海引巨淀

第十一节 山东第一蓄水池

第十二节 导沭整沂工程

第七章 山东历史治水名人

第一节 管仲

第二节 倪宽

第三节 王景

第四节 马之贞

第五节 宋礼

第六节 白英

第七节 刘东星

第八节 李化龙

第九节 孔尚任

第十节 张曜

参考文献

配套数字资源：

本教材配套数字资源见表 1。

表 1 本教材配套数字资源

序号 数字资源号 数字资源名称 类型

第一章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

1 010101 水利概念的演变 课件

2 010102 传统水利 课件

3 010103 现代水利 课件

4 01010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的决定

文档

5 010105 我国水利发展阶段的划分 课件

6 010301 我国古代水利发展的三个时期 文档

7 010302 中国古代水利工程 文档

8 010303 大运河的前世与新生 文档

第二章 中国古代治水名人

9 020101 大禹简介 音频



6

10 020102 大禹治水精神 文档

11 020301 李冰父子简介 音频

12 020302 宝瓶口 音频

13 020303 鱼嘴分水堤 音频

14 020304 飞沙堰 音频

15 020305 李冰治水精神 文档

16 020401 郑国渠 文档

17 020901 《水经注》简介 文档

第三章 中国近现代水利发展

18 030101 李仪祉生平简介 文档

19 030201 新中国成立后的水利发展 课件

20 030202 “根治海河”精神 文档

21 030203 九八抗洪精神 文档

22 030301 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解读 文档

23 030401 重大水利工程铸富民强国安邦之基 文档

24 030402 水资源的概念及其特点 课件

25 030403 节水优先 大有可为 文档

26 030404 中国水能资源概况 课件

27 030405 白鹤滩水电站简介 文档

28 030406 中国水电工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文档

29 030501 “十四五”时期我国水利改革发展方向 文档

第四章 中国近现代治水名人

30 040401 长江三峡工程 文档

31 040801 毛泽东的黄河情结 文档

32 040901 林一山生平简介 文档

33 040902 从“水与文化”的视角走近毛泽东 文档

34 040903 南水北调工程 文档

第五章 山东水利发展

35 050401 山东省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 文档

36 050402 解说山东水利 文档

37 050403 山东水利遗产简介 文档

38 050404 山东水利 70 年改革发展回眸 文档

39 050501 数说山东水利“十三五” 文档

40 050502 山东省水资源管理、河湖长制工作成效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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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山东著名古近代水利工程

41 060101 齐国的地理水环境 文档

42 060102 齐国的农田水利学 文档

43 060301 曲阜简介 文档

第七章 山东历史治水名人

44 070101 管子与水 文档

45 070601 南旺分水枢纽 文档

46 070901 《桃花扇》简介 文档

2.水与经济社会

《水与经济社会》为水情水文化研究与教育丛书、高职水利类专业课程思

政素材读本之一，共包括八章内容。主要阐述水与人类社会、水与社会民风习

俗、中国自然环境与水利发展、中国古代水利与社会经济发展、中国水治理体

制与制度、节水优先建设节水型社会、全面实行河湖长制建设幸福河湖、准确

把握中国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中国现代水利改革发展辉煌成就等。本书是整

合传统纸质教材内容和富媒体数字资源的新型教材，将大量教学数字资源与纸

质教材内容相结合，数字资源主要包括文本、PPT、音频、视频、案例等，教

材出版后可通过扫描纸质教材二维码查看与纸质内容相对应的数字资源，根据

需要可以选取内容，组合活页式、立体化教材使用。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水与人类社会

第一节 水与生命

第二节 水与文明

第三节 水与文化

第四节 水与生产

第五节 水与生态

第二章 水与社会民风习俗

第一节 水与民风习俗

第二节 对水崇拜兴祭祀

第三节 因水成俗话农耕

第四节 水上风俗情趣浓

第五节 水俗养成人习性

第三章 中国自然环境与水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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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自然环境对水利发展的影响

第二节 水利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第四章 中国古代水利与社会经济发展

第一节 水利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第二节 水利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三节 治河事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

第四节 农田水利事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

第五节 航运事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

第五章 中国水治理体制与制度

第一节 治水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 我国水治理体制的演变和经验

第三节 管水制度与机构的演变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水利的历史使命与发展方略

第五节 治水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和纠正人的错误行

为

第六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水利事业

第七节 从治水成就看中国制度优势

第八节 新发展阶段我国水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六章 节水优先建设节水型社会

第一节 节水优先的内涵与重要性

第二节 国家节水行动

第三节 强化落实节水优先的对策

第四节 节水型社会建设

第五节 我国的节水成就与经验

第六节 我国节约用水工作展望

第七节 山东省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效及展望

第七章 全面实行河湖长制建设幸福河湖

第一节 为河湖代言 为人民造福

第二节 幸福河湖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三节 幸福河湖建设是治水模式的理念升级

第四节 幸福河湖建设路径

第五节 幸福河湖的评价

第六节 河湖长制背景下的河湖健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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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构建基于河湖长制的河湖监管体系

第八节 推进公众参与建设幸福河湖

第九节 调动基层河长湖长积极性建设幸福河湖

第十节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第十一节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第十二节 潍坊市深入推进河湖长制打造幸福河湖

第十三节 日照市推进河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打造幸福河湖

第十四节 德州市守护母亲河打造幸福河湖

第八章 准确把握中国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

第一节 当前我国水利改革发展的总基调

第二节 水利工程补短板

第三节 水利行业强监管

第四节 处理好补短板强监管几大关系

第五节 坚定不移践行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

第六节 准确理解和把握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之主调

第九章 中国现代水利改革发展辉煌成就

第一节 新中国水利改革发展成就

第二节 防洪减灾成效显著

第三节 农村水利蓬勃发展

第四节 水资源管理强力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五节 生态水利建设成就斐然

第六节 河湖管理水平逐步提升

第七节 调水工程建设空间均衡水资源

第八节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不断加强

第九节 水利扶贫攻坚成效明显

第十节 水利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第十一节 水利法治建设筑牢水利改革发展基石

第十二节 水利国际合作全面走近世界舞台中心

第十三节 山东省水利改革发展成就

参考文献

配套数字资源：

本教材配套数字资源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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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教材配套数字资源

序号 数字资源号 数字资源名称 类型

第一章 水与人类社会

1 010101 生命源于海洋 文档

2 010102 水是健康之本 文档

3 010103 渴不择饮害处多 文档

4 010301 龙文化 文档

5 010302 上善若水，做人如水 文档

6 010501 湿地与水--同生命，互相依 文档

第二章 水与社会民风习俗

7 020201 河伯娶妇 文档

8 020202 壮族人民祭祀红水河神 文档

9 02050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内涵 文档

第三章 中国自然环境与水利发展

10 030101 中国自然环境对水利发展的影响 课件

11 030102 “中华龙脉”秦岭 文档

12 030103 中国河流简介 文档

13 030104 黄河流域 文档

14 030201 水利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课件

15 030202 白鹤梁 文档

第四章 中国古代水利与社会经济发展

16 040101 水利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课件

17 040102 黄河“瓠子堵口” 文档

18 040201 水利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课件

19 040202 西门豹与漳水十二渠 文档

20 040203 曹操治水 文档

21 040204 都江堰工程 文档

22 040301 治河事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 课件

23 040401 农田水利事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 课件

24 040402 鱼嘴分水堤、宝瓶口、飞沙堰 文档

25 040403 郑国渠旅游风景区简介 文档

26 040501 航运事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 课件

第五章 中国水治理体制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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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0502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简介

28 050202 李冰 文档

29 050203 《水部式》简介 文档

30 050301 水利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文档

31 050601 黄河文化：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文档

32 050701 三峡大坝工程 文档

33 050702 红旗渠 文档

第六章 节水优先建设节水型社会

34 060101 坚持十六字治水思路，保障防洪和供水安

全

文档

35 060301 实施高校合同节水 文档

36 060601 黄河流域：快马加鞭自奋蹄 节水攻坚战犹

酣

文档

37 060602 实施节水评价，限制用水浪费 文档

38 060603 节水型高校建设探索与实践 文档

39 060701 山东省威海市精细节水 文档

40 060702 山东泰安市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文档

第七章 全面实行河湖长制建设幸福河湖

41 070101 习近平同志心中的大江大河 文档

42 070102 推进大江大河高质量发展，惠泽人民 文档

43 07030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

摘编》简介

文档

44 071101 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文档

45 071301 付疃河--日照市人民母亲河 文档

46 071302 日照水库简介 文档

47 071303 日照水库精神记忆馆 文档

48 071401 承“德”之瑞，因河而兴 文档

第八章 准确把握中国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

49 080101 新时代 新气象 新基调 新作为--2019 年

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文档

50 080501 贯彻落实“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文档

第九章 中国现代水利改革发展辉煌成就

51 090101 地下水与地下水污染 文档

52 090201 我国水旱灾害防御能力超过历史上任何一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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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

53 090202 防洪减灾体系 课件

54 090203 守江河安澜，护百姓平安 文档

55 090301 灌区建设守护粮食安全“命脉” 文档

56 090401 资源水利 文档

57 090402 中国水资源概况 课件

58 090403 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成就与前景展望 课件

59 090501 生态水利 文档

60 090502 大运河沿线水利风景区 文档

61 090503 黄河流域水利风景区 文档

62 090601 关于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的

实施意见

文档

63 090602 河畅湖清，水美中国 文档

64 091301 践行新时代治水思路的山东实践 文档

3.水与思想精神

《水与思想精神》为水情水文化研究与教育丛书、高职水利类专业课程思

政素材读本之一，共包括七章内容。主要阐述中国古代名家论水与治水思想、

中国水利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新时代水利行业精神、人水和谐相处发展理念、

加快推进新时代水利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水利职业道德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水文化等。本书是整合传统纸质教材内容和富媒体数字资源的新型教材，将

大量教学数字资源与纸质教材内容相结合，数字资源主要包括文本、PPT、音

频、视频、案例等，教材出版后可通过扫描纸质教材二维码查看与纸质内容相

对应的数字资源，根据需要可以选取内容，组合活页式、立体化教材使用。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中国古代名家论水与治水思想

第一节 管子论水

第二节 老子论水

第三节 孔子论水

第四节 墨子论水

第五节 孙子论水

第六节 庄子论水

第七节 孟子论水

第八节 荀子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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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治水思想的演变

第二章 中国水利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第一节 治水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

第二节 大禹治水精神

第三节 李冰治水精神

第四节 红旗渠精神

第五节 九八抗洪精神

第六节 三峡精神

第七节 南水北调精神

第八节 引黄济青精神

第三章 新时代水利行业精神

第一节 我国水利改革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

第二节 新时代水利行业精神的提出

第三节 新时代水利行业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第四节 大力弘扬新时代水利行业精神

第五节 新时代水利精神的优秀标杆--余元君同志

第六节 最美水利人--郑守仁同志

第四章 人水和谐相处发展理念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水利

第二节 以人为本的治水思路

第三节 人水和谐核心价值体系

第四节 人水和谐相处发展目标

第五章 加快推进新时代水利现代化建设

第一节 加快推进新时代水利现代化的总体思路

第二节 加快推进新时代水利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第三节 加快推进新时代水利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第四节 加快推进智慧水利建设

第五节 新时代水利现代化的判断维度

第六节 建设现代化水利强国

第六章 新时期水利职业道德建设

第一节 新时期加强水利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水利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新时期加强水利职业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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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自觉加强水利职业道德修养，做合格的新时代水利人

第七章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水文化

第一节 文化与水文化

第二节 水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重点任务

第三节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第四节 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

第五节 幸福河湖的文化内涵及其启示

第六节 山东水文化

第七节 日照水文化

第八节 水文化教育

第九节 坚定水文化自信，推进水文化发展

参考文献

配套数字资源：

本教材配套数字资源见表 3。

表 3 本教材配套数字资源

序号 数字资源号 数字资源名称 类型

第一章 中国古代名家论水与治水思想

1 010101 历史治水名人--管仲 文档

2 010102 管子论水 文档

3 010201 老子论水 文档

4 010301 孔子观水与论水 文档

5 010302 孔子论水 文档

6 010401 墨子论水 文档

7 010501 孙子论水 文档

8 010601 庄子论水 文档

9 010701 孟子论水 文档

10 010702 孟母与“孟母井” 文档

11 010801 荀子论水 文档

第二章 中国水利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12 020101 水利精神 课件

13 020201 历史治水名人--大禹 文档

14 020202 大禹治水的创业精神 文档

15 020203 历代祭祀大禹 文档

16 020301 历史治水名人—李冰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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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20401 河南安阳继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 文档

18 020601 三峡工程：打造国际水利水电科技新高度 文档

19 020602 “国之重器”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 文档

20 020701 长江之水渠中来，千里奔流润齐鲁 文档

第三章 新时代水利行业精神

21 030201 新时代水利精神征集启事 文档

22 030301 水利部关于印发新时代水利精神的通知 文档

23 030302 新时代水利行业精神 课件

24 030501 新时代水利精神的优秀标杆 文档

25 030502 水利部举办余元君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大力弘扬新时代水利行业精神

文档

第四章 人水和谐相处发展理念

26 040101 科学发展观与人水和谐社会建设 文档

27 040102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文档

28 040201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文档

29 040202 以人为本的人水和谐思想--科学发展观 文档

30 040301 人水和谐的历史背景和实践意义 文档

31 040302 人水和谐核心价值理念 课件

32 040303 以水为师，赋于人们丰富的民族情怀 文档

第五章 加快推进新时代水利现代化建设

33 050101 水利部印发《加快推进新时代水利现代化

的指导意见》

文档

34 050401 水利部印发智慧水利建设四项文件 文档

第六章 新时期水利职业道德建设

35 060201 水利职业道德规范基本内容的另一种表述 文档

36 060301 强化领导，创造良好环境落实水利职业道

德规范

文档

第七章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水文化

37 070101 文化与水文化 课件

38 070102 文化概说 文档

39 070103 水文化的概念 文档

40 070104 水文化的实质和定位 文档

41 070105 水文化的基本架构 文档

42 070106 历史治水名人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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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070107 水文化的功能 文档

44 070108 水的德行，人的修行 文档

45 070201 关于印发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

年)的通知

文档

46 070202 水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与主要任务 课件

47 070203 水文化的研究对象、原则及方法 文档

48 070204 山东滨州市建设“水文化馆” 文档

49 070205 《北京水文化宣言》 文档

50 070301 黄河历史文化 文档

51 070302 秦始皇与黄河文化 文档

52 070401 大运河水系特征与功能 文档

53 070402 《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

划》简介

文档

54 070601 山东水文化建设 课件

55 070602 博大精深的圣地曲阜水文化 文档

56 070801 高职院校水文化育人的意义 文档

57 070802 学校简介 音频

58 070803 学校校门 音频

59 070804 书轴简介 音频

60 070805 学校校训 音频

61 070806 学校办学理念 音频

62 070807 学校校风 音频

63 070808 水轴简介 音频

64 070809 都江堰工程 音频

65 070810 外江闸 音频

66 070811 橡胶坝工程 音频

67 070812 中流砥柱石 音频

68 070813 三峡大坝工程 音频

69 070814 龙韵雕塑 音频

70 070815 太公湖 音频

71 070816 水经苑简介 音频

72 070817 节水灌溉实训场 音频

73 070818 挡水堰 音频

74 070819 拱桥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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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070820 水文站 音频

76 070821 水土保持实训场 音频

77 070822 生态护岸 音频

78 070823 亲水平台 音频

79 070824 土石坝工程 音频

80 070825 溢洪道 音频

81 070826 水文化育人工程 课件

82 070827 山东水文化研究教育基地简介 视频

83 070828 基于水文化的高职水利类专业文化建设 视频

84 070901 坚定水文化自信，推进水文化发展 课件

85 070902 山东省临沂市扎实推进水情教育基地建设 文档

4.水与文学艺术

《水与文学艺术》为水情水文化研究与教育丛书、高职水利类专业课程思

政素材读本之一，共包括八章内容。主要阐述水对中国文化的滋养、水与中国

哲学文化、水与中国文学、中国艺术殿堂的珍品、中国园林的理水艺术、中国

城市的理水艺术、中国水利博物馆的理水艺术、中国水利风景区的理水艺术等。

本书是整合传统纸质教材内容和富媒体数字资源的新型教材，将大量教学数字

资源与纸质教材内容相结合，数字资源主要包括文本、PPT、音频、视频、案

例等，教材出版后可通过扫描纸质教材二维码查看与纸质内容相对应的数字资

源，根据需要可以选取内容，组合活页式、立体化教材使用。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水对中国文化的滋养

第一节 水与文化

第二节 水对中华文化的滋养

第三节 水与字词成语

第四节 中华雨文化

第五节 中华雪文化

第二章 水与中国哲学文化

第一节 以水喻政

第二节 以水比德

第三节 以水论兵

第四节 水性哲学

第三章 水与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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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水与古今文学

第二节 水与神话传说

第三节 水与历史典籍

第四节 水与地理著作

第五节 水与水利著作

第六节 水与农学著作

第七节 水与诗词歌赋

第八节 水与游记散文

第九节 水与楹联作品

第十节 水与谚语格言

第四章 中国艺术殿堂的珍品

第一节 水与绘画

第二节 水与音乐戏剧

第三节 水与建筑

第四节 水与雕塑

第五章 中国园林的理水艺术

第一节 水与园林

第二节 园林的理水艺术

第三节 水与拙政园

第四节 水与颐和园

第五节 水与避暑山庄

第六节 水与留园

第六章 中国城市的理水艺术

第一节 水与城市

第二节 城市的理水艺术

第三节 水生态文明城市--山东济南市

第四节 水生态文明城市--山东临沂市

第五节 水生态文明城市--福建莆田市

第六节 日照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第七节 我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成效

第七章 中国水利博物馆的理水艺术

第一节 中国水利博物馆

第二节 黄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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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

第四节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第五节 中国三峡博物馆

第六节 中国漕运博物馆

第七节 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第八节 戴村坝博物馆

第九节 大运河南旺枢纽博物馆

第十节 沂蒙水文化博物馆

第十一节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第十二节 滨州水文化馆

第八章 中国水利风景区的理水艺术

第一节 水与水利风景区

第二节 长江流域水利风景区

第三节 黄河流域水利风景区

第四节 大运河沿线水利风景区

第五节 浙江衢州信安湖水利风景区

第六节 江苏淮安樱花园水利风景区

第七节 福建永春桃溪水利风景区

第八节 河南信阳南湾湖水利风景区

第九节 山东昌邑潍河水利风景区

第十节 山东曲阜沂河水利风景区

第十一节 山东莒县沭河水利风景区

第十二节 山东临淄太公湖水利风景区

第十三节 山东滨州三河湖水利风景区

第十四节 山东刘家道口枢纽水利风景区

参考文献

配套数字资源：

本教材配套数字资源见表 4。

表 4 本教材配套数字资源

序号 数字资源号 数字资源名称 类型

第一章 水对中国文化的滋养

1 010101 漫谈“水” 文档

2 010102 学习水的 11 种特质 文档

3 010103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像水一样活着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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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10104 做人如水，做事如山 文档

5 010105 水与文化的密切关系 文档

6 010201 水对中华文化的滋养 课件

7 010301 水与中华语言 课件

8 010302 水词汇丰富了中华语言 文档

第二章 水与中国哲学文化

9 020201 水的品行，人的德行和修行 文档

10 020202 孟子论水 文档

11 020301 水对兵法的启示 文档

12 020401 水哲学 文档

第三章 水与中国文学

13 030101 水与中华民族的审美观 文档

14 030201 女娲补天 后羿射日 夸父逐日 精卫填海

鲧禹治水

文档

15 030202 西门豹治邺 文档

16 030301 水与历史典籍 课件

17 030302 历史治水名人--司马迁 文档

18 030303 史记·夏本纪 史记·河渠书 文档

19 030304 汉书·沟洫志 文档

20 030305 宋史· 河渠志（节选） 文档

21 030306 金史· 河渠志 文档

22 030401 水与地理著作 课件

23 030402 《尚书》中的“水事” 文档

24 030403 尚书·禹贡 文档

25 030404 徐霞客游记（节选） 文档

26 030501 水与水利著作 课件

27 030502 郦道元与《水经注》 文档

28 030503 《水经注》简介 文档

29 030504 水经注（节选） 文档

30 030505 至正河防记 文档

31 030601 水与农学著作 课件

32 030602 王祯 文档

33 030603 徐光启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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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030604 沈括 文档

35 030605 梦溪笔谈（节选） 文档

36 030701 诗经（节选） 文档

37 030702 古诗词集锦 文档

38 030703 上林赋 文档

39 030704 西都赋(节选) 文档

40 030705 洛神赋 文档

41 030801 桃花源记 岳阳楼记 文档

42 030802 古代游记散文集锦 文档

43 030901 楹联简介 文档

44 031001 水谚语格言集锦 文档

第四章 中国艺术殿堂的珍品

45 040201 西曲歌•莫愁乐 文档

46 040202 春江花月夜 文档

47 040301 杭州西湖简介 文档

第五章 中国园林的理水艺术

48 050101 园林简介 文档

49 050301 中国四大名园 文档

第六章 中国城市的理水艺术

50 060101 长江畔的大中城市 文档

51 060301 泉城济南 文档

52 060401 临沂滨河湿地公园 文档

53 060601 日照水文化建设 文档

第七章 中国水利博物馆的理水艺术

54 070101 水利博物馆集锦 文档

55 070201 黄河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反映 文档

56 071001 大禹治水精神对当代治水的启示 文档

第八章 中国水利风景区的理水艺术

57 080101 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 文档

58 080102 《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简介 文档

59 080103 山东省水利风景区建设 文档

60 080301 打好“三张牌”促进黄河水利风景区高质

量发展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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