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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在工程力学课程中的应用

王颜霞　陈再胜　李金展

（商丘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为落实“教育信息化”高校课程改革，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我校教师尝试了多种线上教学平台和教学资源。本

文结合我校《工程力学》课程混合式教学的实际，针对智慧树、慕课和微信公众号三种线上平台，总结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使用过的教

学资源，通过分析融合教学的实际应用，说明教学效果良好，为以后《工程力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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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给高校教育的

信息化建设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学校信息化进入一个“跨越式”

发展的阶段。在高校的正规教育里，信息化使以教师为中心、面

对面、“黑板 + 粉笔”为主导的传统教学模式受到很大的冲击。

教育科技化、信息化、现代化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2018 年国家

出台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指出要以教育信息化全面

推动教育现代化，自此，教育信息化在全国各地学习，尤其是各

地高校强化推进，采用何种实施方式成为关注的焦点，其中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统筹线上、线下教学的优势，使得混合

式教学模式成为该领域的热点。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去使用在线平台，不

是去建设数字化的教学资源，也不是去开展花样翻新的教学活动，

而是有效提升绝大部分学生学习的深度。所谓的“教无定法”只

是表面形式上的问题，各种教学法在基本的逻辑上是非常确定的。

当然，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最优化的处理，因为我们可能

不一定具备开展最佳教学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总之一句话，我们

应该努力依据学习和教学的规律去实现提升学生学习深度的目标。

本文根据商丘工学院（以下简称“我校”）2021 级机电一体

化专业和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专业四个班级学生的特点，结合本

人利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工程力学》课程教学改革中

的一些应用，分析智慧树、慕课和微信公众号三种线上教学平台

的线上资源，总结智慧树、慕课和微信公众号三种线上资源与线

下课堂融合取得的良好经验，为高校教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工

作提供一些参考。

二、《工程力学》课程的基本情况

工程力学是一门面向工科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同时也

是一门理论性、系统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是后续其他各门力学

课程和相关专业课程的基础，同时在许多工程技术领域中有着广

泛的直接应用，因此在备课和授课时，应多引用工程应用案例，

将理论性融于实际案例中，并在实际案例中总结提升所用到的知

识点，学生更容易消化枯燥的课本知识。

我校工程力学课程每个班级大概在 60 人左右，属于大班授课，

大班授课不可避免的无法顾及到每一位学生，再加上我校部分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差，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学生在课堂中容

易出现跑神、玩手机等现象，课下懒于思考作业等着抄别人等。

本文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一是教师在第一次授课时未将工程力学“学

以致用”的优势讲明于学生，没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觉

得本门课程无用继而放弃了学习。所以在教育信息化、线上资源

多样化的有利条件下，教师应多多思考如何引导学生认为工程力

学在生活、工作中都非常有用，并且采用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中

的多种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线上教学资源介绍

国家提倡教育信息化促进了中小学、高等教育等各个阶段、

各个专业、各种平台的线上资源的整合和优化，丰富了教师的备

课内容，授课质量也在不断提升。本课程常用的线上资源平台有

智慧树、中国大学 MOOC 和微信公众号三种，下面分别分析总结

这三种线上资源平台在线下教学中的实际应用。

（一）智慧树

由于雨课堂的资源库不足，在本课程中引用了智慧树“AI 资

源库”，将智慧树丰富的学习资源引入课程中，作为学生课外学

习任务和拓展内容。我校在智慧树建立了《理论力学》共享课，

在本学期授课中，共享课中的静力学部分被引用并作为工程力学

的拓展内容，同学们看到自己的教师也出现在网络资源中认真的

讲课，敬佩感油然而生。

本学期课程中，还引入了智慧树平台上的虚拟仿真实验，其

中“工程杆件的强度与稳定性”对应了工程力学课程中的低碳钢 /

铸铁拉伸、压缩和扭转实验。仿真实验设置有考核模式和学习模式，

同学们先仿真学习，考核合格后再到上机实操，不仅可以避免学

校机器操作不当受损，而且仿真实验更加规范地引导学生如何做，

节省了教师授课的时间和精力，学生对实验步骤和实验原理的掌

握又加深了一步。

（二）慕课

慕课平台主要作为教师备课时的学习资源，慕课中关于工程

力学的课程很多，经过精挑细选，本课程选择华中科技大学第 12

次开课的工程力学课程作为备课资源，其中不仅有王元勋、魏俊

红等名师的慕课，而且还有陈传尧教授的实录课，在备课时向这

些名师学习，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同时该慕课中

的课外拓展内容也运用到了实际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深度和广度

得到提升。

慕课中工程力学实际案例也很多，比如本课程第 2 讲在讲解

约束类型时，华中科技大学的慕课中柔索约束以吊灯、皮带轮和

滑轮作为应用案例，在此基础上本课程又用雨课堂题型互动的形

式，问同学们链条与链轮属不属于柔索约束，来进一步引导学生

思考柔索约束的特点，约束力只能沿柔索方向的单侧约束力，并

且只能是拉力，不能是压力，同时说明柔索约束属于可确定约束

力方向的约束。在讲中间铰链约束时，慕课中是以剪刀为例，本

课程又加入了翻盖手机和五轴机器人等案例，引导学生思考中间

铰链的特点。

慕课中还有一些力学竞赛试题，在本课程第 7 讲平面任意力

系时，引入了第五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中的一道题，首先要

求将 F1~F4 组成的平面任意力系向 A 点简化，请同学们分清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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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和主矩的大小和方向，进一步引发学生思考平面任意力系的简

化方法以及简化结果。

（三）微信公众号

在“人人微信”的时代，微信公众号非常便捷的联系着作者

和读者，在力学方面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公众号，诸如“声振之家”“复

合材料力学”等。在我的课堂中，为拓展学生对工程力学的认识

和相关知识的理解，经常会加入“声振之家”公众号中与授课内

容相关的课外知识，比如在第一讲讲力学及其发展时，我引用了

该公众号中“中国力学的发展综述”一文，不仅让学生了解了我

国力学的发展史，而且同学们也了解到除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工程力学之外还有流体力学、弹性力学、固体力学、经典力学、

理性力学等，同学们在感叹力学的广袤和细致之外，也激发了同

学们对力学课程的兴趣。在讲解工程力学的概念时，引用该公众

号中“说说工程中的力学问题”一文，图文解说的形式使得同学

们充分了解到力学在工程中的应用，也使得同学们认识到学习工

程力学这门课程的重要性。

在工程力学课程思政这方面，微信公众号资源也给了我很多

启示，比如在第一次授课时，为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本课程

引用了著名的力学家冯卡门（Von Karman，1881-1963）的话“科

学是去发现已经存在的，而工程是要创造世界上从来没有的”，

并引用公众号“一名优秀的工程师首先是力学家”一文，进而总

结一句话“学力学课，闯理工科”，激励同学们要想成为一名优

秀的机电工程师，在理工行业闯荡，就必须学好工程力学。

四、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际应用

本文以工程力学课中“轴向拉（压）时材料的力学性能”一

讲为例，分析在实际授课中我们是如何结合“微信公众号”的线

上资源与工程力学课程思政融合的。

“轴向拉（压）时材料的力学性能”这节课的教学目的主要

是通过观察和分析低碳钢和铸铁在拉伸（或压缩）时各阶段的形

态变化和应力应变的关系，掌握材料屈服极限、强度极限等力学

性能，从而较好的理解材料的强度条件，为后续材料强度的计算

打好基础，因此“轴向拉（压）时材料的力学性能”这节课也是

非常重要的。为达到该教学目的，要求学生在做实验以及理论总

结时首先了解低碳钢和铸铁拉伸（或压缩）试样在拉压前后的形

状和尺寸，通过各阶段的形态变化掌握其应力应变的关系，并绘

制拉伸（或压缩）时应力 - 应变曲线图。如果只是单单的将实验

步骤和理论总结讲给同学们听，同学们是无感情机器般的记住这

些知识点，过一段时间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的，并且在后续强度计

算时也会模模糊糊，常常出错。

为避免这种情况一再发生，经多次查找，在微信公众号“声

振之家”中查到一文“工程力学课程思政案例四则”，将低碳钢

拉伸曲线的四个阶段对应为人才培养的四个阶段，如图 1 所示。

第一阶段致用阶段（弹性阶段），学习的起始阶段，本阶段的教

学特征是必须让学生明白所学的东西有用他才学，所谓学以致用，

如果意识不到有用学生就很难去学习；第二阶段兴趣阶段（屈服

阶段），经过第一阶段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学生开始产生一定

的兴趣，这时教师的所起的作用相对减弱，学生可以自学为主；

第三阶段厌学阶段（强化阶段），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感觉学

习难度增加，再加之自身疲惫，可能出现厌学状态，这时教师需

要多增加一些引导；第四阶段主动学习（颈缩阶段），学生经历

了厌学阶段之后的再次突破，实现了主动学习的转变，即没有教

师引导的情况下，可以自主的选择和学习阶段。这样一对比不仅

学生们觉得有趣而且也认识到低碳钢拉伸的四个阶段，以及自己

在学习过程中应该坚持不懈，不断突破。

图 1 工程力学课程思政案例：从低碳钢拉伸曲线理解人才培养的四个阶段

在实际授课时，为更好地运用这一思政案例，将教学设计中

的理论总结这一环节稍微改动一下，在总结低碳钢拉伸力学性能

以及应力应变曲线时，以当下同学们正在备考的四六级为引子，

在课件 PPT 中将图 3 呈现给同学们，同学们会下意识的去评判自

己目前处在哪一种状态，同时引导同学们尤其是长期处在厌学阶

段时不要放弃自己，“再加把劲那个巅峰点 e 就会来临！”“不

要放弃！即将进入巅峰式体验！”，此时同学们情不自禁地打起

精神，积极地投入到课堂中，同时对低碳钢力学性能的四阶段印

象更加深刻，为后续学习也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工程力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实际课程

中的运用，总结智慧树、慕课和微信公众号三种线上平台使用过

的线上资源，分享了微信公众号线上资源在线下工程力学课程中

的应用实例。通过合理的使用线上教学平台和资源，本学期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相对于之前有很大的提高，在教学评价中学生和教

师之间的评分在 85 分以上，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广度和深度也有

进一步的提升。但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还有许多我们没

有接触或尝试的方式方法，为了实现提升绝大部分学生学习深度

的目标，我们教师应该不断地摸索，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积累自

己的教学经验，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

参考文献：

[1] 温伟斌 , 韩衍群 , 侯文崎 . 生产实习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改革与探索——以工程力学专业为例 [J]. 教育教学论坛 ,	2022

（22）：4

基金项目：商丘工学院 2022 年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

践项目（立项编号：2022JGXM26）

作者信息：

王颜霞，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机器人控制。

陈再胜，讲师，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机械工程；

李金展，副教授，本科，学士学位，研究方向：机器人控制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