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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化辅助平台的项目化教学实践研究-以《城市轨

道交通》课程为例 
赵彦彦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0） 

摘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要求“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以加
快教育信息化进程。为贯彻落实《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山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的精神，
针对交通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而言，实际应用远远大于理论学习，因此不仅需要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在教学内容上也应该采
用项目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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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项目化教学是基于理论指导实践的一种行动导向教学模式。主
要特点是，在教学中将课程培养目标分解成若干具体可实施的教学
任务，并分别结合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主题，形成有时间、资源
限定的、目标明确的项目，进而通过实施项目来完成教学任务、实
现课程目标。如何利用信息化教学辅助平台在课程设计中合理设计
实践项目，决定了整门课程的实施效果。 

近年来，我国轨道交通行业飞速发展，许多大城市都在大力发
展城市轨道交通，目前全国已批准建设轨道交通的城市达40个，到
2020年我国轨道交通要达到近6000公里的规模，在轨道交通方面的
投资将达4万亿元。2015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某市轨道交通
近期建设规划》，标志着某市轨道交通进入了建设实施阶段，这就
为交通工程技术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
时间范围内，全国的城市轨道交通以地铁和轻轨的规划及建设、建
立并完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为重点。 

二、项目化教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1.实施项目教学最大困难之一就是课堂时间的限制。仅仅依靠
课堂时间，无法完成整个合作探究的过程，课堂不管是在时间还是
空间上来说都严重限制了“资料收集”、“总结交流”等环节的进行。
但是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可以在课前布置任务，上传相关资料，充
分利用课余时间延伸第二课堂，这样能够保证在规定的学时内完成
教学任务。 

2.项目化教学使实际工作项目在课程的讲授中完美还原，并且
在项目的选择上使用一个完整的项目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本门
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整体把握整个项目，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能
够尽快适应岗位要求，完成工作项目。 

3.利用超星学习平台对《城市轨道交通》进行项目化教学，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在项目的完成中熟悉掌握：城市轨道交通
的作用、交通系统的组成、线网规划、建设规划、交通运营等知识。
除了《城市轨道交通》中所包含的内容外，在《某城市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某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某线建设规划》、《某市
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等所包含的内容涵盖了很多课程的内
容（从某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设计、施工到运营），将这些资料
充分利用起来对交通工程专业、工程管理专业、土木工程专业都会
有很好地教学效果。 同时可以降低项目难度应用到专科（道路与
桥梁工程技术、工程管理专业）教学中。 

三、《城市轨道交通》基于信息化辅助平台的项目化教学

的实践路径 

1、《城市轨道交通》课程的目标定位 
紧密围绕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交通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

方案、岗位需求，制定本门课程的知识目标、技能目标、素质目标。 
2、项目化教学下课程内容的整合设计 
以项目引导为切入点，分析学情、教情，合理把握实施群体，

准确定位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上为学生量身定制了一套专注于知
识的实际应用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应用化知识内容。  

 
 

 
课程内容 与之相对应的项目任务 

轨道交通作用 某某市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的必要性 
轨道交通系统的构成 某线的轨道交通系统的构成认识 

轨道交通的线网规划 
适合某某市城市轨道交通的线网构架形式？
进行线网合理规模匡算并初步形成线网方案 

线路与车站的规划设
计 

某线的线路规划走向，车站形式有哪些？作为
换乘站的“某西站”与其他交通方式是怎样衔

接的？ 
3、基于信息化辅助平台（超星）的教学过程实施 
充分利用信息化辅助平台，实现项目式综合能力素质培养。在

授课中，根据学生人数分组，每组 5-6 人，运用超星平台课前布置
任务，上传相关预习资源，课中通过讨论、头脑风暴、角色扮演等
方式分组完成任务，每个任务都结合实际工程案例，每组随机选 1
到 2 名同学汇报小组任务完成情况，现场进行考评，按照小组自评
（20%）+小组互评（30%）+老师点评（50%）对任务完成情况进
行考核，课后通过问卷调查对教学情况进行分析，通过讨论、作业
等对知识进行巩固和拓展，做到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提高学生的
独立思考、团队协作、沟通及语言表达的能力。 

4、考核评价的设计 
考核方式采取 20%+50%+30% 模式，以过程性考核（50%）为

主，以平时表现（20%）、期末考试（30%）为辅，过程性考核主要
通过小组汇报，阶段测试，模型制作等方式，考查学生综合运用、
动手、团队协作及语言表达的能力；平时表现主要从课堂表现、考
勤、作业、实训情况四部分组成，考查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期末
考试考核主要考查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解决能力。 

四、结论 
在大交通的背景下，培养合格的适应社会发展的交通工程专业

技术人才为目标的前提下，对轨道交通相关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对
交通工程专业轨道交通相关课程的进行课程建设对于有交通工程
专业的高校来讲都很有必要。《城市轨道交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课程，围绕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交通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
方案、岗位需求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
改革，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贯穿到整个课程中，借助超星学习
平台，初步实现线上线下、教、学、做”一体化的混合教学模式，
通过改革，希望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取得良好的课堂效果，企业重
视的团队协作、实践能力、语言表达及沟通能力也都能得到提升，
适应企业对新时代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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