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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项目制与 PBL教学法双轮驱动的在线课程教学研究

与实践——以《虚拟仪器》混合式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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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以“工程应用案例”为“问题”引导，通过实际工程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为目标，

针对《虚拟仪器》混合式教学，提出 CDIO 项目制与 PBL 教学法双轮驱动的在线课程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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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3]强调了推进以信

息化促进高等教育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现代化的重要性。利用网

络技术与资源，突破传统教学的瓶颈与壁垒，围绕教师、学生、教

材、网络教学平台四个主要要素，实现以学生为“教与学”的有机

结合[4]。新冠肺炎战役期间，师生们通过网络隔着千山万水打造“战

役课堂”，学习效果主要取决于学习的兴趣[1]。在线学习，在缺少学

习氛围环境下，教师如何通过单一的计算机网络设备营造生动有趣

的网络课堂，激发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学习，是在线课程教学的重

要目标[2]。 

利用 CDIO 教育理念[5]进行工程项目制教学，将基础知识点贯彻

在项目设计与应用中学习，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

果。通过 PBL 问题引导式教学[6]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的模式来引导学生展开理论知识点的学习，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积

极参与，学以致用。从而提出 CDIO 项目制与 PBL 教学法双轮驱动

的混合式教学放学方法。以我院 18 级电气及其自动化专业《虚拟

仪器》课程为例，展开《虚拟仪器》“SPOC+线上授课”的混合式教

学，结合 CDIO 理念，采用 PBL 教学方法，以工程应用项目为导向，

以工程应用问题为引导，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实际工程项目

培养学生从构思、设计、实现到运作调试的工程实践能力，进一步

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一、在线教学方法设计 
CDIO 项目制与 PBL 教学法双轮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方法以移动

学习中国大学 MOOC、平台雨课堂、腾讯会议、QQ 群创建四合一

的线上教学平台，首先利用 PBL 问题引导式教学[7]实现 SPOC 线上

基础知识点的学习，然后结合 CDIO 理论及项目制[8]引导学生进行知

识点的迁移应用，最后通过成果总结与展示提高专业综合素质。具

体教学设计方案如图 2 所示。其中呈现问题和成果总结展示主要通

过腾讯会议结合雨课堂进行线上直播课教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则由学生通过中国大学 MOOC 学习基础知识点，利用雨课堂与 QQ

群进行小组学习讨论，针对老师所设计的问题意境与项目要求，分

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完成项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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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学平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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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学设计方案 

二、《虚拟仪器》教学改革实践 
根据教学方案的设计，本次 CDIO 项目制与 PBL 教学法双轮驱

动的《虚拟仪器》混合式教学具体实施主要分为学生线上学习和直

播课教学两个阶段。以我院电气 1802 班第七周学习内容《虚拟仪

器》第四章程序结构设计（对应小项目数字温度计设计）知识点为

例，具体教学实施过程如下： 

（1）学生自主学习阶段 

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阶段是课程教学的关键。老师需实时

的给予引导和指正。学生则根据前一次直播课老师布置的学习要

求、项目任务、以及创建的工程应用问题意境，完成基础知识点的

学习、重点难点问题讨论、作业预习测试题、学习笔记分享、项目

构思设计与实现运行等。 

如图 1 所示，基础知识点与重点难点讨论主要通过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的《虚拟仪器》SPOC 课程资源完成学习；作业测试习

题与学习笔记分享则可以加强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巩固，该部分主要

主要通过雨课堂完成；项目构设计与实现运行则以小组为单位完

成，通过网络资料的查询，在 QQ 或者腾讯会议上小组协作论证设

计方案、调试项目结果、完善项目设计。 

（2）直播课教学阶段 

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引导的直播课教学是课程教学的总结升

华阶段。通过腾讯会议结合雨课堂平台进行直播课教学，学生完成

项目成果的展示总结，老师适时点评答疑，并布布置下一周的学习

任务，并针对对应知识点创建工程应用问题意境，下达工程项目任

务要求等。帮助学生进一步完善项目设计思路及创新项目设计，提

高工程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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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线教学实施成效 

本次在线教学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如下： 
（1）学习积极性高，学习进度稳步有序。据雨课堂和中国大

学 MOOC 平台数据显示，学生每周根据任务要求，能按时按质按量
完成学习要求。学生学习交流讨论积极，每次主题讨论参与基本能
到达 80%左右。 

（2）直播课学生互动积极性高，气氛活跃。如在“温度计项
目设计中超温报警提示可采用哪些方式实现？”的课堂互动中，电
气 1802 班 42 名同学有 10 名同学参与了抢答，18 名同学弹幕投稿
互动。 

（3）学生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潜移默化的有所提高。前五
周学生的项目设计情况一般处于完成项目基本功能任务要求阶段，
课后老师辅导较多；而后面四周学生项目设计的创新性及综合性逐
步渐显，小组团体沟通协作能力也逐渐增强。 

四、总结 

CDIO 项目制与 PBL 教学法双轮驱动的《虚拟仪器》混合式教
学采用中国大学 MOOC、雨课堂、腾讯会议、QQ 群四平台共同构
建了“学生自学、教师指导、师生互动、教师监督”的在线教学模
式，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老师为引导的教学理念，通过实际的工
程应用项目与问题贯彻课堂教学，以实际生活中的常见问题为引

导，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增强了
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但线上教学的课程资源建设、教学内容的优
化设计、考核机制的论证改进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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