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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风网教学平台的船舶柴油机气阀检修项目混合式

教学实践探究 
张君元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潍坊  261206） 

摘要：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混合式教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成为教育改革趋势,是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热点之一。文
章以"船舶柴油机操作与维护"课程之柴油机气阀检修项目为对象,借助长风网线上教学平台，重点分析在该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时信
息化技术的运用的经验,探索基于长风网教学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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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柴油机操作与维护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的优势： 
1.1 线下传统教学的特点 

柴油机操作与维护课程，采用线下教学时，可以保障了教师在

课堂教学中主导地位，利于其对课堂教学的组织、管理与控制。同

时，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学生很少会走入学习的死角和误区，学习

较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在课堂上和老师沟通方便，对学生能起到监

督作用。但集体上课，但是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也削弱了学生的中

心主体地位，不利于调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老师不能做

到逐个指导点评，学习效果不容乐观。传统课堂中注重的是学生对

教师讲授的内容的熟记和掌握的知识量，把学生当作灌输的对象和

知识存储器。 

1.2 信息化教学特点 

柴油机操作与维护课程采用线上教学。可以利用线上丰富的信

息源、知识量大、有利于怀境的创设。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为课堂教

学所提供的教学环境，使得课堂上信息来源变得丰富多彩，教师和

课本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源，多种媒体的运用不仅能够扩大知识信息

的含量，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观，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

学习情境。 

1.3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船舶柴油机课程上的优势 

混合式教学模式就是利用长风网教学平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得方式，充分发挥线上与线下的优势。在柴油机操作与维护课程

教学中我充分利用平台优势，在课前，发布学习任务预习通知。学

生在长风网教学平台自主学习视频、课件等学习资源，完成学习测

验题，学生拥有基本知识储备，我会及时登陆平台分析学生知识掌

握情况。课中，同学们登录长风网教学平台，可以在平台完成签到，

抢答，头脑风暴和课堂习题。课后，在教学平台上发布案例引发学

生讨论，深化理解。学生登陆平台完成课后测试，了解现在柴油机

气阀的新工艺。有疑问的学生可以及时与我沟通交流，为学生答疑

解惑。情境加实境的课程教学模式，学生体验岗位真实性，提高专

业技能。课堂教学采用理实一体，先理论后实操，理实一体化教学，

师父在做中教，徒弟在做中学，传承技艺技能做到了知行合一、育

训同步。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创新实施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育，职

业素养融入课程的教学模式，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2.柴油机气阀检修项目混合式教学中的信息化技术运用 
2.1：利用 flash 制作气阀检修项目动画：在柴油机气阀检修项

目中，所需的知识储备有气阀结构，气阀作用，气阀常见故障等，

这些我们用微课的形式提前发布在长风网教学平台。 

2.2：利用长风网平台录制气阀拆装演示视频，并将视频提前发

布在长风网教学平台。 

2.3：漫游船舶机舱，利用 VR 技术，让同学们身临其境提前熟

悉本节课的检修环境，激发同学们学习兴趣。 

3.船舶柴油机气阀检修混合式教学实施过程 
3.1 课前准备：首先是课前准备，教师准备：我会发布学习任

务预习通知并及时登陆平台分析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实训场地准

备，提前确认教学场地确保安全有序实施教学。学生准备：在长风

网教学平台自主学习视频、课件等学习资源，完成学习测验题，学

生拥有基本知识储备。 

3.2 课堂实施，课堂实施分为 6 个环节，分别是情境映入、任

务导入、自学分析、任务讲解，任务实施、任务评价和思政渗透。

首先引入真实案例，抛出问题-作为船舶轮机员应如何进行柴油机

气阀检修，引出本节课任务。第二是课前自学分析。我会请三名同

学分别回答以上三个问题，设计目的有二：一，检验学生课前自学

情况，二点拨本堂课易混淆知识点。第三任务讲解。我会根据学生

课前预习情况，简要讲解气阀拆卸（用时 3min）。着重讲解气阀研

磨步骤（用时 7min），引导学生思考研磨时应该注意什么？再讲解

如何进行气阀密封性检查（用时 5min）。第四任务实施。每个小组

分别完成气阀拆卸，气阀研磨，气阀密封性检查。每个任务限时

10min，本环节总共用时 50min。本环节设计意图有两个，第一化繁

为简，化整为零，各个突破教学重点难点，第二：充分合理利用教

学资源。第五考任务评价。包括知识考核及技能考核，注重过程性

考核。分为自评，互评和师评。学生登录长风 APP，完成知识验（10

道精选习题）。技能考核，我以交通部海事局柴油机气阀估标准为

依据，分别对 3 个小组进行能力考核——每个小组每人操作一步，

共同完成气阀检修操作。最后汇总各学员知识目标、技能考核结果，

形成日常课堂表现分值表。我会及时对学生在任务实施及考核阶段

的表现进行点评。评出本次任务的技能标兵，让学生更有收获感和

成就感，提高学习积极性。第 6 个环节-思政渗透。结合授课内容

气阀研磨检修进行思政渗透，引出研磨大师大国工匠宁允展的央视

报导，引导学生向大国工匠学习，精益求进，艰苦奋斗，争当技能

标兵，献礼党的 100 岁生日。 

3.3 课后提升。我会在教学平台上发布案例引发学生讨论，深

化理解。学生登陆平台完成课后测试，了解现在柴油机气阀的新工

艺。有疑问的学生可以及时与我沟通交流，为学生答疑解惑。 

4.采用混合式教学的效果及意义 
4.1 通过以上设计，教学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学生学习

兴趣有所提高。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初步形成。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有

所提高。学生评估估考试通过率有所提高。 

4.2 情境加实境的课程教学模式，学生体验岗位真实性，提高

专业技能。课堂教学采用理实一体，先理论后实操，理实一体化教

学，师父在做中教，徒弟在做中学，传承技艺技能做到了知行合一、

育训同步。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创新实施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育，

职业素养融入课程的教学模式，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5.结语：本次针对船舶柴油机气阀检修项目的教学改革探究，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深受学生喜爱，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提高，相

应学习成绩也是有了显著提高，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将继续优化

教学设计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