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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应用 
——以《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课程为例 

李胜男 

（大连电子学校  大连  116023） 

摘要：线上教学在新冠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信息技术手段的不断丰富、信息化教育平台的快速发展，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在实践课教学中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本文以《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课程为例，阐述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在该课程

实践中如何进行分配和实施，并总结了混合教学模式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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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不断深入，线上教学呈蓬勃发展

趋势，特别是经历了新冠疫情，网课成为“停课不停学”的首选，

但单一的线上教学存在很多问题，如无法面对面交流、学习的管控

不到位、学习效果不明显等。目前的学校教学中大多数以线下教学

为主导，经历了“网课”的冲击，传统课堂的对学生失去了许多吸

引力，特别是对于如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等新专业新课程，传统教

学模式无法实现教学效果最佳化，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将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有机结合，发挥“互联网+教育”资源丰富的

优势辅助传统教学。 

1 课程特点分析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课程是我校 1+X 证书试点背景下

开设的一门专业实践课程。课程要求学生对工业机器人新的理论知

识进行理解和应用，也有需要现场的观测、仿真、设计讨论、编程

和操作。需要教师完成新知识的传授以及在现场引导学生进行讨论

和实践操作，并做好安全保障，从而使学生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课程需要综合应用多学科知识，涉及 PLC、电子技术、气动技

术、电气控制技术，实践性强，包括仿真实训和实操实训，实践过

程安全性要求高，且实操时间长，但工位有限。综合以上情况本课

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2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实践策略 

2.1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内容分配 

该课程授课对象为我校 18 级电气运行与控制专业学生，以 ABB 

120 机器人为实训对象，以典型工程案例为项目载体，对接“1+X”

证书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的职业技能标准要求，将教学内容分为

五个模块：工业机器人基础知识、工业机器人的基本操作、轨迹工

作站的操作与编程、搬运工作站的操作与编程、码垛工作站的操作

与编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内容具体分配如图 1 所示，混合教学实

施方案如图 2 所示。 

 
图 1 所示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内容分配 

 
图 2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实施方案 

2.2 线上教学实施方案 

根据课程内容和要求，工业机器人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方法、

编程语言、设计原则类内容适合在线上进行。课程实施依托校园智

慧平台，提前给学生下发任务书，线上布置任务，需要提前预习或

者花费时间理解的部分，学生可以通过手机微讲师小程序或电脑端

登录平台进行重复观看，线上直播课采用校园智慧平台直播，同步

进行课堂实录并发送到网络，课后通过电子试卷进行质量测评。成

绩评定包括签到、在线时长、参与讨论、课后测验等，根据后台数

据评定成绩，实现了学生线上学习有效评价，也提升了学生学习主

动性。 

2.3 线下教学实施方案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线下教学内容是在线上教学的基础

上完成的，以实训操作为主。包括观摩工业机器人、开关机操作、

操纵和使用示教器控制工业机器人基本运动、标定工具坐标和工件

坐标、更新转数计数器，提升操作的熟练度，利用 Robotstudio 软件

仿真，轨迹工作站、搬运工作站和码垛工作站的在线编程和调试。

通过完成任务书中实训任务，一方面对理论知识和设计方案进行验

证和实践，另一方面提升实操熟练度和准确度。课程中应用超星学

习平台进行现场教学、课程实施、评价和反馈，学生将任务计划、

操作过程和运行效果录制好上传平台，进行方案介绍和成果展示，

师生共同研讨，一般问题可以利用利用课程资源查找答案，针对疑

难问题集中讲解。信息化技术和资源在线下教学中的应用，再现了

各组的实施过程，课上解决教师不能及时指导的难题，课后也重复

观看对比标准操作视频，提高了操作标准度，提升了学生自主解决

实践问题的能力。 

3 混合教学实施效果 

以“工业机器人轨迹工作站的操作与编程”项目为例，需要分

析轨迹工作站功能、学习软件仿真应用、指令语言和编程方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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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工作流程图设计、在线编程和现场调试。全部进行线下教学

需要 12 个学时，教师讲授 6 学时，学生仿真加实操 6 学时，由于

工位、时间、学生个体差异等因素导致实践操作不充分，导致项目

任务完成度不高，从而降低学习积极性。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2 学时线上教学进行软件操作演示、指令语言与编程方法、工作站

功能演示；8 学时线下理实一体化教学，进行仿真操作、在线编程、

现场调试。 

采用混合教学模式，虽然该项目教学减少 2 学时，但学生实际

的实操部分提升了 2 学时。线上教学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和网络教

学资源，为线下任务实施做好充足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也争取了更

多的实操时间。线下教学中项目完成度和教学效果也大大提高。通

过任务引导、小组协作、自主探究、教师指导，提升了学习主动性

和责任意识，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反复观看微课视频，巩固知识和

熟练操作要点，满足差异性学习需求、提高了课堂学习效率。 

4 结束语 

混合式教学对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和学生的自律能力、自主学习

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一定要求，同时混合式教学的有效实施

与开展也能促进教师职业素养和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更能推进学

校的专业、学科的信息化进程。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还需要思考以下问题： 

（1）要确保混合式教学具有可行性。需要前期调研，确保学

校、教师、学生都具备开展线上教学的技术能力、软硬件资源和环

境条件。 

（2）线下线上教学二者应相互融合，互为助力。教师要充分

在进行教学计划时要合理分配教学内容和时间，也要注意教学实施

中内容的有效衔接。 

（3）全方位保证混合教学的实施效果。教师要提升信息化技

术水平，做不同教学模式下的角色转换，以学生为主导，巧妙设计

教学活动，做好线上学习监督，考核方式多元化，保证学生线上的

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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