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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职院校水利水电类专业及其就业方向的分析

1.1高职院校水利水电类专业的方向

（1）水工方向。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发挥

传统优势，注重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施工与管理等方

面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全面系统教育和培养。

（2）水利水电建设与管理方向。主要是为适应水利水电

建设对工程建设管理人才的需求，加强了工程项目管理、工

程项目控制、工程项目估价、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等课程的教

学和相应实践环节。

1.2高职院校水利水电类专业的就业方向

高职院校水利水电类专业毕业生可从事水利和土木工

程领域的研究、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等方面工作。由于水

利工程宏大而复杂，需要多学科知识的支持和良好的组织

与协调能力，既能统领全局又能细致入微，追求经济、技术、

安全、美学的统一与和谐。我国是水电大国，也是缺水大国，

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水利水电类毕业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无

限空间。但是由于水利水电的工作环境恶劣，远离城市等等

艰苦因素，给高职院校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学生带来了不

少困扰。

2高职院校水利水电类专业就业机制的构建策略

2.1提高高职院校水利水电类专业的就业水准

推动高职院校水利水电类专业的就业水准，离不开高

职学院的就业指导与服务，然而就业指导的实效性和科学

化需要不断丰富就业理论。高职院校水利水电专业在构建

就业机制时，需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充分调查市场需求，

以市场变化作为就业导向，并根据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调整升级的大形势，在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手段、专业

结构等等方面做出了及时地调整，以满足高职毕业生适应

市场的需求，为市场输送高水准、高素质、能力强的专业化

人才。第二、建立就业反馈机制，完善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

提升就业理论的针对性，必须开展充分可行的调查研究。

2.2加强高职院校水利水电类专业就业管理的规范化

高职院校水利水电专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鼓励毕业

生多渠道就业。鼓励学生到基层和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建立

实名制就业进展状况动态管理机制，充分利用状态数据更

新和就业辅导员队伍建设，通过双周就业工作辅导员例会

等形式，开展对毕业生就业进展情况的跟踪和动态管理。

2.3拓展就业实践渠道，提升就业服务水平

通过对高职院校水利水电专业的就业状况进行调研，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以助推高职院校

水利水电类专业的充分就业。让高职生走出传统教育的课

堂，走进企业单位，与用人单位进行交流，了解目标职业的

供求情况及用人单位的用人要求等，通过总结完成调研报

告，深入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提前为就业做好准备。此外，

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积极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

念，并外化为“任务型”、“项目化”、“网络化”等等教学模式，

以帮扶水利水电类高职生的职业能力发展。

3高职院校水利水电类专业的就业前景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水电需求不断增加，

并且水是人类赖于生存的基本要素，电力是社会发展的主

要能源。水利水电类学科是在水的自然特性研究之基础上，

以工程或非工程措施调控和利用水能资源的工程科学。高

职院校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着重培养从事水利水电枢纽及其

建筑物，以及工业用水工建筑物的规划、设计、施工等方面

的工程技术人才，学习与研究方向包括水文水资源、水环

境、水工结构、水力学及流体动力学、工程管理等。

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正处在新一轮的

水电开发高潮中，可以说大多数水利水电专业的毕业生就

业前景非常广阔，所以水工专业的毕业生基本上属于紧缺

型的，但是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就业依然存在诸多

问题，这与水利水电类专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有非常

紧密关系。通常水电专业都是在高山峡谷中，人迹罕至，工

作环境比较恶劣，水电工程远离城市，工作枯燥，而且作为

水电工程建设者，基本上休假得不到保证，常年在工地，时

间长了很难适应，所以大多数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毕业生

找到满意舒适的工作很不容易，但是如果高职院校水利水

电类专业可以调整好心态，克服这些困难，其就业前景非常

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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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水利水电类专业的毕业生具备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可在水

利、水电、能源、交通、土木等部门从事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等方面工作。本文就高职院校水利水电类专业方向、就

业机制、就业方向和就业前景做了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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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有着本质的差别，更加注重大学生的技能教育。基于水利

水电项目工程建设的特征，相关专业的舒适就业比较困难，

但其就业前景却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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