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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的机械原理课程混合式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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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下，混合式教学逐步进入高校课堂。以机械原理课程为例，根据课程的教学现状与特点，结合基

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特点，从线上资源库的建设、线下教学组织的开展和课程考核体系的设计三方面开展了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

探究。实践结果证明，这种混合式教学不仅拓展了教学资源的形式，提高了教学资源利用率，同时也较好地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需求，有效提升了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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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xed teaching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college classroom. Taking the mechanical 

principle course as an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xed 

teaching based on micro cours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ixed teaching based on micro cours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resource 

library, the development of offline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the design of course assessment system. The practic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ixed teaching not 

only expands the form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improves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eaching resources, but also better meets the personalized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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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逐渐成为当前大学

生们获取新知识、捕获新信息的重要途径。尤其在新工科建设和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的不断推进下，“互联网+教育”已成为当前

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且通过互联网建设的在线课程[1~6]，

不仅规模庞大，其教学资源的数量和形式也丰富，教学评价机制也

不断完善。但目前，大部分在线课程教学仅将传统课堂迁移至网络

课堂，仍停留于将“纸质教材”转变为“电子教材”的层面，其教

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并未随之改变，以致教学效果与预期也存在一定

的差距。因此，如何有效地实现互联网与教育教学的有机融合，发

挥互联网信息教育和传统教育各自的特点开展混合式教学，获取

“1+1≥2”的教学效果，是目前在线课程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

文以机械原理课程为例，根据课程的教学现状与特点，结合基于微

课的混合式教学特点，进行了该课程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探究。 

1 机械原理课程的教学现状与特点 

机械原理是一门研究机构结构、运动及机器动力学共性理论问

题的专业基础课程，具有知识点多、理论概念抽象、逻辑性强、专

业性强、实践性强等特点。但该课程一般开设在大二下学期，学生

在此之前并未有接触过机械类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故该课程的学习

对学生来说难度较大。尤其近年来，在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推进下，专业课程的目标和要求提高，实践性课时增多，但理论课

时不断缩减，该课程的教学难度越来越大。 

目前，我校该课程的教学困境主要在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

情较低、课堂氛围较沉闷；学生基础薄弱、学习理解能力稍差；课

程的学习任务重、实践性较强、学习难度较大。因此，寻求一种新

的教学模式解决上述教学困境迫在眉睫。 

2 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特点 

混合式教学是互联网信息教育盛行下，与传统教育碰撞后的产

物，奉行“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通常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其中线上教学多以学习通、MOOC 等平台为载体建

设线上资源库，以“视频+文档”的形式呈现课程各章节的学习内

容，内容较少且精炼，主题性和针对性较强，便于学生随时随地开

展课程学习，是当前较受学生欢迎的学习形式；而线下教学即课堂

教学，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融合线上教学的内容设计

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查缺补漏的同时巩固、加强和升华

所学内容。因此，混合式教学不仅可以发挥互联网线上教学的优

势，又可以发挥线下面授教学的优势，提高学生课程学习的自主性

和参与度，提升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目前，混合式教学根据教学资源的来源可分为 MOOC、SPOC

和微课三种基本形式，高校教学中应用更为广泛的后两者[7]。其中

SPOC 形式是整合线上各类优秀的课程资源得到，其教学资源堪称

精华，但需要教师耗费相当大的时间和经历捞取合适的精华资源；

而微课[8]则是教师根据知识内容自主制作微小短视频，时长一般为

15～20min，教师可以根据本校学情建设贴切的在线资源，更为灵

活便利，也更贴合统一。结合机械原理课程和本校的教学困境，拟

开展基于微课的机械原理课程混合式教学探索。 

3 基于微课的机械原理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与探索思路 

基于微课的机械原理混合式教学设计与探索的基本思路是通

过微课学习与项目任务相匹配、线上学习与线下教学相配合，从线

上资源库建设、线下教学组织开展、课程考核体系设计三方面开展

设计与探索，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探索内容 

3.1 线上资源库建设 

线上资源库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要载体，也是课程基础知识点

阐述和传授的主要传授途径。教师根据专业设定的毕业要求与目标

及机械原理课程的教学目标，确定每一章节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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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学策略与方法，提前录制好相关知识点的微视频，并通过学习

通平台建设该课程的线上资源库，如图 2 所示，主要包括课程介绍、

课程教学介绍、课程章节和模拟试题库等 11 章内容。 

 
图 2 线上资源库提纲 

其中课程介绍主要介绍了本课程的性质、地位及重要性；课程

教学介绍主要包括教学日历、教学大纲两大文档，便于学生把握整

个课程的教学安排；课程章节内容主要包括机构设计基础、平面连

杆机构及其设计、凸轮机构及其设计、齿轮机构及其设计、轮系、

其它常用机构、机械系统动力学分析与机械系统的平衡，共八章。

每章以“知识点+章节作业+章节测试”的形式展开，各知识点则以

“微视频+PDF 课件”的形式组建，如图 3 所示，为第 1 章机构设

计基础章内容的设计；模拟试题库分为测试题库和模拟试卷两部

分，其中测试题库主要为各类题型如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等的

题库，模拟试卷则设计了五套试卷及答案，学生可以在完成试卷提

交之后查看答案。除此之外，学习通平台中还设置了一些学习活动

与调查问卷，便于课中、课间的随时调用，既可以用来缓解沉闷的

教学氛围，又可以用来了解学生对教学的反馈意见，如图 4 为部分

调查问卷的反馈情况。 

 
图 3 学习通平台线上资源库章节内容建设情况 

 
图 4 部分教学反馈情况 

3.2 线下教学组织开展 

线下教学组织是整个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关键，主要包括课前、

课中和课后三部分。课前，根据课程教学内容提前给学生发布学习

指导和项目任务，并推送学习通中的微课内容。其中项目任务的难

度设置非常重要，既能反馈学生在线学习的情况，又有一定的难

度，留有学生思考的空间，更是学生课堂听讲的重要引导。本课程

中设置的项目任务内容部分来源于经典案例、部分来源于公司生产

的零部件案例，既有一定的难度又能与实践紧密联系；而学习指导

学则主要包括课堂学习的内容、目标和重难点。学生根据学习指导

课前自主完成微课的学习和项目任务的内容，记录学习笔记和疑

惑，由此也进一步明确课堂听讲的重难点内容；课中，教师根据学

习内容的重难点结合案例、图片、视屏等资料进行知识串讲，通过

问答、讨论、翻转课堂等形式了解自主学习中的疑惑并引导其探讨

解惑，完成项目任务的同时巩固了课程内容，还提高了学生的课堂

参与度与学习的成就感；课后，结合内容的重难点和疑难问题，布

置针对性的练习和课后作业，并通过 QQ、学习通等平台及时交流

讨论或课前讲解。最后，每个章节学习完成，通过学习通中的的章

节测试检验学生所学和所掌握情况。除此之外，为了解学生的学习

动态和教学的情况，也会不定时地通过学习发布一些问卷调查，便

于后续教学组织的调整与开展。 

3.3 课程考核体系设计 

以知识为依托，以能力为主线，基于微课的机械原理课程混合

式教学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其中线上考核主要为考

勤、微课学习情况、平时讨论等活动参与情况；线下考核则主要为

期末的理论闭卷考试、课后作业和实验。其各方面考核占比情况如

下： 

100%学生总评成绩=60%期末考试成绩+40%平时考核成绩 

100%平时考核成绩=10%考勤+60%课后作业+15%线上学习情

况+15%实验 

通过多元化的考核体系设计将学生平时的学习过程和情况纳

入考核范围，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同时，提高教师对平时教学组

织设计与开展的重视，有效提高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 

（下转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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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力行教育改革背景下，“立德树人”的全新育人理念支

持下，职业院校要想做好学生管理工作，就应当适时的改变职业教

育落后观念，以新的教育面貌来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崇高教

育思想。加强职业院校教育体系的改革，完善教育体系管理制度，

不断提升教师素质从而严肃管理教师队伍素质。确保教师在教育学

生时能起到带头作用，让教师以自身为榜样引导、帮助学生建立正

确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优秀品质。通过改变校园风气逐步

改变学生学习环境、道德环境。很显然，在一切“正能量”的环境

中实施学生管理将会事半功倍，所要取得的教育效果会比之传统教

育模式能够提升数倍不止。在教师严于律己的形象下，学生会情不

自禁的将教师当做行为崇拜者，就会自觉的学习这些好的品质行

为，逐渐的建立起正确的思想品德[3]。 

（二）采取多样化的教育模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所在，因此，在培养学生的专

业技能的同时还要加强思政引导、教育工作，就要改变传统教学模

式采取多样化的教育新模式来管理学生。实施上可以从几个方面进

行：1.改变灌输式课堂教育，运用多媒体素材结合课时内容进行传

授，运用教学手段让学生切身理解和体会思政内容，而不是或灌输

或死记硬背的形式应付考试，要让学生真正的“学到”知识，要让

学生在考试之外也能够明辨是非，有着正确的道德行为、爱国行为。

2.通过一些教学活动让学生增加自我展示机会，从而发现学生思政

学习的缺陷，从而更容易的帮助学生提升思想境界，更及时的对学

生不良之处进行教育和更正。3.要善于将呆板的思政课开办的生动、

有趣，使学生上课时不再“昏昏欲睡”，帮助学生们建立学习的积

极性和兴趣性，让学生在生动有趣的课堂学习中逐渐热爱思政、积

极思政的良好学习品质。 

（二）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教育 

不重视实践是现在多数职业院校的教育缺陷，任何形式的教学

都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具有效果，思政教育亦是如此，在课

堂教学永远不能发现学生真实的内心想法，所以职业院校应当适当

的开展对外互动教学活动，一方面加深、巩固现有的思政境界，另

一方面检验学生在现实中遇到问题时真实表现。教师则根据学生的

表现情况来具体实施管理，从而避免学生的思想进入误区[4]。 

（三）实施学生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管理 

将学生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实施教育管理，将能更

好的培养出具有高道德品质和职业素质的学生，因此，无论是在课

堂上还是课外都应当加强对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监督和培养，学校

教育的任务不止是基于校内，校外行为同样也是新时代职业院校实

施学生管理的区域和重点，要严格学生校内与校外活动的素质表

现，对思政素养有问题的学生绝不能视而不见，加强对教师的监督

管理工作，可以通过奖惩制度提升教师工作的积极性，确保一线教

师能够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立德树人”教育中，既然家长将学生送

到校园中，学校就应该担当得起这份信任和嘱托[5]。 

结束语： 

职业院校在管理学生时应当更新教育理念，提高师风师德管

理，进而为学生竖立良好品质榜样，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任务，才能培养出具有高道德素养和职业素养同时兼备的优秀

学生。这也是新时期对职业院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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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基于微课的机械原理混合式教学在近 50 人的教学班级中进行

了实施，不仅改善了课堂的教学氛围，提高了课程通过率，还受到

了学生的好评。可见，本文探索的基于微课的机械原理课程混合式

教学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资源，提高了教学资源的利用率，而且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都明显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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