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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期工科类课程的教学模式探索 
——以《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课程为例 

董文彬  李慧  张华  陈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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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我国高校面临着两项重要工作，一是新冠疫情下学校教学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尤其对于高校来说，生源地复杂，
应对疫情的风险更高，多数学校都进行了线上教学或配备了线上教学的应急方案；二是课程思政要融合到专业课中的任务，也是当
前高校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教学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本文根据机械类专业学生的特点介绍了《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课程在线教学
与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分析了工科类课程开展线上教学和课程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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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universities are facing two important tasks. First, face-to-face teaching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Especially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ents come from different province   which makes the risk of dealing with 
the epidemic is higher. Most schools have carried out online teaching or equipped with emergency plans for online teaching. The second is the 
task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which is also the new idea and new mode for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In this paper, the design of online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introduc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The necessity of the online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ngineering courses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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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两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学校作为培育学生的摇篮，承担

着巨大的教学和防疫压力，尤其是高校，学生和教职工数量庞大，

且来自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每到开学季，都会迎来巨大的人流量，

对整个社会的疫情防控带来巨大压力。疫情时期，为了响应教育部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各大高校均积极开展了线上

教学模式的尝试，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大部分教师已能够基本具备

线上教学技能。在此期间，线上教学也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1, 

2]。以《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课程为例，由于液压传动技术在制

造业自动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该课程是作

为机械类本科专业中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来开设的。该课程不仅包含

一定学时的理论课和实验课，还包含了连续两周的课程设计作为实

践课。然而，由于学校实训室的设备有限，实验课过程中无法保证

每个学生都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实操训练，导致学生缺乏对课程理论

知识的理解和思考[3, 4]，而线上课程的开展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弥补

学生理论知识学不扎实的情况。教师可以在线上学习平台中推出与

课程内容相符的中国慕课或国家级精品课程的视频供学生自学[5]，

还可以将重点和难点内容在讨论区进行讨论交流，这种新颖的教学

方式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学生和老

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更有利于课程教学的开展。同

时，为了积极响应教育部对工科专业课程思政的要求[6, 7],线上教学

过程中还能够积极推进课程思政教育，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对学

生起到思想上的引领作用。 

2. 线上教学 
以《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课程为例，首先制定线上教学的目

标，要求学生掌握流体与液压传动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并能结合

图纸等资料进行液压与气动回路的分析。在课程讲授过程中，灌输

学生在工作现场所需的质量意识、敬业精神、团队协作等职业态度,

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发展智能智造的使命感。为了进一步强

化学生的学习效果、优化对学生的学习评价，我校引入超星学习通

平台为教师的线上教学提供便利。本门课程的线上教学主要包含以

下几个方面： 

1）课前资料上传。在学习通平台上上传了教学大纲、教案、

ppt、短视频等学习资料，学生可以下载进行预习。同时教师可以根

据下载量掌握学生的预习情况，从而能够更好的把握学生的学习状

态，更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 

2）课上互动。线上教学的最大难点莫过于学生出勤情况的难

以把控。在进行线上教学时，我们通过课前在线点名的方式来掌握

学生加入在线教学的情况。同时，通过设置抢答、选人作答、课堂

练习等互动环节，增强学生的学习紧迫感，提高学习效果。 

3）课后答疑。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大部分学生都无法在课上

消化所有教学内容，但课后又因为腼腆等原因不愿意寻找任课教师

进行讨论。在线上教学过程中，我们在课后开设了讨论区。学生和

教师都可以在讨论区发起讨论题目，学生可以借此将自己未能理解

的知识点写出来向老师或其他同学寻求解答，教师也可以将难点问

题抛出，掌握学生的理解程度。讨论区为师生之间的无障碍沟通提

供了很好的平台。 

4）布置作业。在线上教学平台上布置作业有两大优点。第一，

对于填空、选择、判断等类型的客观题目，在学生提交之后可由系

统自动批阅并给出成绩统计，为任课教师节省了作业批改和成绩统

计时间，并且能够对学生的作答情况一目了然。第二，对于简答、

分析、设计等类型的主观题目，可以设定提交截止时间，批改后可

以将作业完成度不高的作业打回重做，并且成绩也可以直接留存系

统并导出。这种方式有效避免了传统教学中学生丢失作业、不修改

作业的情况，并且可以在期末将期末考试、上课出勤、作业等成绩

进行系统分析，对教师把握教学成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在后续

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升教学效果。 

5）线上测验。线上教学平台一般都包含有测验/考试模块。教

师可以提前编辑好测验题目保存至考试题库中，上课过程中从题库

中抽取与讲课内容相对应的题目发起随堂测验，来检验学生的学习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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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混合式教学时，对于线上学习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应当
基于平台对课内外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充分利用课外时间，比
如我们常见的微信平台、微信群等方式。通过微信群可以定期进行
学习讨论，让学生通过与其他人的沟通交流，对自己掌握的英语情
况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而且通过微信群聊的方式，可以切实提高学
生的应用能力，通过不断地讨论交流，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对其
他学生的观点也有所了解，逐渐锻炼学生的口语和听力能力。教师
还需要对阅读进行拓展，对他们的阅读技能要进行强化。 

比如，在讲解旅游内容的时候，对于旅游景点的名字由来、传
说等等可以让学生进行简单写作，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主要起到的是
指导的作用，要将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出来。如：新疆的天山天池
（Tianshan Tianchi Lake），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也叫“瑶池”（The Jade 
Pool）。可以让学生自行查找资料，对该景点进行不同角度的写作。
在进行写作的时候，通过设置相应的主题，让学生通过对简单的描
写再进行延伸，这对于培育和深化学生的应用能力效果显著。 

（三）加强线上学习与课堂教学的结合 
对大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进行培育时，应用混合式教学模式，

虽然有非常显著的效果，但由于涉及到线上和线下两大部分，会在
一定程度上出现教学分割的情况，从而影响到整体教学效果。因此，
教师要对线上和线下教学进行统一，尤其是要确保教学内容的统
一。 

比如，对同一张姐的内容，在进行分割的时候要从理论和实践
两个部分出发，线上主要是采取理论教学，线下主要是开展实践部
分。这样不但统一了教学内容，也统一了教学目标，利用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网络教育资源，可以开展高质量的英语

教学活动，也使学生的多元化学习需求得到满足，为其提供更加优
质、全面的教育资源。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学英语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需要教师和高校充

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价值充分
体现出来。依托于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对高校学生的英语学科
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工作，并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渗
透应用能力的培养目标。教师要对产出任务科学进行设置，以线上
教育促成学生知识的理解，通过线下实现知识的运用和迁移，充分
发挥出混合式教学的作用，并不断进行创新完善，为高校英语教育
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支持，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专业型人
才，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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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思政 
工科类本科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要从事的是跟生产一线

紧密相关的技术性工作，因此必须具备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才能在工作中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同时，心中要有可持续发
展理念，要能够理解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产生的
影响，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因此，在本门课
程的教学过程中应积极融入思政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工匠
精神[8, 9]。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分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部分，根
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才能达到预定的思政育人
的目标。 

1）理论学习 
通过介绍我国突破技术封锁的案例，增强学生的对本专业未来

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结合“中国制造 2025”引入我国先进技术、
超级工程案例，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引导学生建立科学世界观、构筑个人
“中国梦”。根据课堂教学内容进行课堂提问，并布置思政内容的
心得体会一篇。 

2）实践教学 
以项目驱动式教学方法为主，提出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引导学

生独立思考，提出问题解决思路，并分析所设计解决方案对社会、
文化、环境等产生的影响，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实操过程中引入大
国工匠案例，以身作则，为学生演示规范的操作方法，从而培养学
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在教师演示规范操作
后，由学生独自进行相应操作，根据学生操作时的动作规范程度及
吃苦耐劳精神对学生进行评价，评价分数划入实验过程评价中。 

4.结语 
《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工科基础课。在

线上教学过程中，为了解决学生缺乏对课程的理论知识进行思考的
主动性问题，我们提出了任务驱动式教学法，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
同时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思政教育方
面，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挖掘一切可能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国际
新闻、国内前沿热点、行业最新技术等方面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
民族自豪感，以育人为最终目标，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社会责任

感，培养出具有“吃苦奉献、拼搏争先”精神的新时代 “机械”
人。疫情时期线上教学活动的开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学模
式，通过对线上教学模式的探索，教师能够更有效地把握学生的总
体学习情况。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将成为常态，
这能够很好地将线上课程和线下授课的优点结合起来，为教师教学
效果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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