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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实践类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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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木实践类课程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而当前课程内容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成为了教育教学变革的重要

方向。这种混合式的教学模式让现代化的信息资源、信息技术教育方法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能够更加高效且高质地完成课

堂教学任务，成为了现代化信息教学变革的发展趋势。而当前，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在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教学中

的应用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主要是将多媒体 PPT、黑板板书、网络教学平台以及课程学习网站等教育手

段结合起来，采用理论讲述、知识探讨、项目任务以及自主学习等方式，最大限度地避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出现思维疲劳，

帮助学生突破思维的局限性。这种混合教学结构设计在土木工程专业中的应用成效明显，成为了当下土木工程专业最为青睐

的教育手段。本文主要分析了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就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土木工程专业教学中的

应用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不断推动土木工程课程教学水平的提升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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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ivil practical courses themselves have strong practical valu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urrent course cont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This hybrid teaching mode closely

combines modern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methods and course content, and can complete

classroom teaching tasks more efficiently and with high quality, which 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aching reform. At present, through the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mode, there are still certain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mainly combines educational means

such as multimedia PPT, blackboard books,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s and course learning websites, and adopts theoretical narration,

knowledge discussion, project tasks and independent learning to avoid students' thinking fatigue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help students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ink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hybrid teaching structure design in

the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is obvious, and it has become the most favored educational means for the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at

prese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cours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in the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major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opinions for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level of civil engineer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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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具有实践应用性较强的特征，该专业主要涉及

了与人类生产、生活以及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工程类学

科问题。土木工程专业是当前我国高等院校教育体系中最为

重要的学科专业之一，其专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社会相关

行业培养岗位适配性较高的技能型人才。在土木工程专业课

程中，不仅仅是单纯的对理论专业知识的传授，更应该注重

对于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育。土木工程专业课程不

仅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价值，同时，还与国家设计规范的变动

紧密连接，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同时，

还应该同样具备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相比于基础课程中对

于理论知识的讲解和推理，专业课程更加侧重于学生数学知

识在工程中的应用以及对于空间构造措施的应用和创新。而

传统的概念型教学无法为学生带来直观性的教学体验感，存

在课堂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如何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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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二者之间的优势

互补，是当前土木工程专业教学中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重

点问题。

1 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教学时间分配的问题

土木工程专业涉及到的工程学问题种类多样，专业学习

过程中存在学习内容多并且杂乱的特征，而院校规定的教学

时间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时应该分清教学

的主次，突出土木工程专业中的重难点问题。教育工作者可

以根据土木工程专业相关内容的重要程度以及知识点的难

易程度不同，在课堂中合理地安排教学时间，尽可能将多数

教学时间分配给重难点内容。但是当前院校内部许多教育工

作者对于教学大纲中内容的重要性程度以及定性研究匮乏，

这也导致教学课堂时间大多数是由专业教师凭借经验把控。

这就导致一些基础性或学习起来相对容易的知识占据了大

量的课堂时间，而一些教学的重难点内容却存在教学时间不

足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学生对于重难点内容的把握。

1.2 教学互动性较弱

土木工程专业的课堂教学时间以及空间存在局限性，而

我国传统的教育学理念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仍然普

遍存在，这也导致土木工程课堂中关于互动性的实践类问题

设置相对较少，采用单方面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在土木工程

专业中仍然盛行，严重的阻碍了对于学生思辨能力以及高阶

思维能力的培育。土木工程专业课程的教学根本目标其实就

是能够使得学生充分地掌握专业知识，在透彻理解专业理论

知识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理论知识的迁移和应

用，并且能够意识到实践教学活动中的问题，使得学生具备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课堂教

学中能够尽可能地采用启发式或项目活动式的教育方式，注

重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沟通[1]。

1.3 教学内容存在重复性

土木工程专业课程内容体系较为庞杂，公共基础课、专

业基础课、专业课、以及专业选修课等共同构成了土木工程

专业的知识结构，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按照课程体系的结

构以及本堂课程的教学目标，考虑到不同课程之间的内在联

系。其中，不同的专业课程能够解决不同的实践问题，而教

学过程中，其侧重教育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由于

当前许多高等院校课程体系的构建与教育活动配合的过程

中，不注重对于交叉性内容的删减，导致土木工程课程体系

中不同侧重点的专业内容，教育规划不明确，使得专业课程

与基础课程的教育内容重复或不同，专业课程之间的教育内

容重复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这种教学内容重复性的问题，不

仅浪费了有限的课堂时间，同时，还极大地削弱了学生探讨

新知识的热情和兴趣。例如，当前土木工程专业中，土木工

程材料课程中所采用的材料里涉及到了结构可靠度理论部

分，但是该理论在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等其他课程中不止一

次地出现过，因此，在讲述结构可靠度理论这部分内容时只

需要进行简单的回顾即可，避免不必要的课堂时间浪费。

1.4教育的方式过于单一

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课程的教学活动大多

数是借助多媒体设备开展的，教育工作者在课堂教学中通过

播放多媒体课件，配合黑板板书的方式将知识传递给学生。

这种教学方式存在教学内容丰富、教育内容直观且教学效率

高等显著的应用优势，有助于激发学生视觉以及感官上的兴

趣。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承载的教育信息

量过大，容易导致教育工作者在课堂时间内过度依赖课件内

容。同时，大量的信息内容也导致学生在接受知识时存在盲

目性，缺乏了学生与教育工作者之间的提问和交流环节。同

时，从头到尾的多媒体课件播放也难以留给学生独立的思考

空间，只能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走马观花地将本堂课程的

教学内容展现出来，无法针对本堂课程的重难点内容进行深

度剖析[2]。

2 线上与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土木工程专业教学中

的设计应用

2.1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原则

混合式教学模式实际就是在合适的教学时间内，将不同

的教学元素以及教育方式混合起来，而不同教育元素出现在

教学活动中的顺序是至关重要的。构建混合式的学习模式应

该遵循以下几项原则。首先，必须要遵循系统性的教育原则。

教育工作者应该注重现代化信息教学技术与课程教学内容

之间的有机融合，并且协调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之间教与学活

动主体的关系，利用现代化互联网中的知识以及信息技术优

化教学资源，有效地提升本堂课程的教学效率和质量[3]。其

次，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需要遵循适度性以及平衡教学的原

则。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适当的采用信息技术的手段来呈现

一些抽象化的教学内容，使得这些教学内容能够从视觉和感

官上容易接收、理解，但是这样的教育手段并不能够替代基

本性的实践教学活动。并且，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不

能过度依赖信息技术的仿真以及模拟功能，更不提倡教育工

作者直接通过现场演示的方式代替学生的思维推理过程，还

是应该留给学生足够的思考空间以及思维流程，能够使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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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线下实践教学活动保持平衡与适度的关系。最后，构建

混合化的教学模型，还需要遵循动态教学与交互教学的原

则。尤其是在整合教育资源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影响学生学

习效率和质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考虑到土木工程专业涉及

到许多空间方面的抽象概念。因此，教育活动中必须要以提

升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为核心，找准帮助学生探索专业知识

的兴趣切入点，尽可能地采用信息化的教学资源，弥补传统

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体现出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

交互结合的教育优势[4]。

2.2 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线上教学工作的设计

（1）构建虚拟仿真教学空间环境

实践操作是土木工程专业中的重要教学活动，很多实验

类型的教育内容在工程开展的区域内缺乏实验条件。例如，

当前，我国多数高等院校内并不具备开展一些投入成本较高

的破坏性实验教学内容的条件，针对这类型实验内容，教育

工作者就可以利用三维虚拟信息技术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

方式模拟呈现在学生面前，从而实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例如，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中分析桥梁荷载破坏性实验

时，该实验的实验操作流程需要较高的成本投入，并且前期

数据收集以及数据分析的难度也较大，这也导致课堂教学中

关于桥梁荷载能力的分析这一理论知识的讲解受到了较大

的局限性。因此，高等院校内部应该根据这类型教学课程开

发虚拟教学实验室，使得学生能够在虚拟的 3D环境中更好

地探索专业知识，同时，也能够打破教育空间方面的限制，

为学生营造更加逼真的学习环境[5]。

（2）创设关于专业知识的虚拟情景

利用虚拟线上技术，能够在计算机平台上为学生创设更

加具有体验感的学习环境，同时，学生也可以在教育平台中

主动动手操作，实现土木工程专业教学中的人机交互。通过

这种虚拟化的操作手段，能够帮助学生获得更加真实的课堂

体验感。同时，计算机线上虚拟平台的搭建还能模拟岗位操

作的实际环境，让学生提前接触到未来的就业工作环境，为

构建探究性的教学课堂、实现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提供

了有效的数据支持。同时，通过虚拟教学平台的构建，也能

够实现土木工程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之间的有效衔接，

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培养与岗位适配性较高的专业型

人才作出了铺垫[6]。

（3）构建线上课程资源库

线上课程资源库的构建是实现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前提

条件，构建线上教学资源库，包括了对书本教材中文本、图

片的搭建，同时也涵盖了信息化技术下虚拟仿真案例、微课

动态视频、土木工程真题库、工程案例以及参考资料等多种

资源。与此同时，线上教学平台的搭建还应该注重对于不同

课程的归类，使得学生能够通过在线下载或搜索引擎直接找

到需要获取的学习资源，同时，线上教学平台的搭建还能够

突破教育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性，让学生在课下时间也能够

通过在线视频对掌握不充足的部分重新学习，实现了课下时

间段内对于课堂教学内容的延伸和拓展。为学生进行自主探

究和自由学习提供了教学资源，同时也能帮助学生在课下时

间内实现对课堂知识的巩固。

2.3混合式教学模式中教学活动的设计

（1）在线答疑设计

在线答疑是专业教学中实现师生互动沟通的基本环节，

可以通过动态答疑或固定时间段内交流的方式帮助学生解

决专业知识，学习中遇到的难题。同时，也可以构建起知识

讨论论坛，对于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在线讲解和答复，而

针对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教育工作者则可以在线上单独给予

解决。与此同时，教学平台的搭建，还能使教育工作者随时

查看后台学习记录，根据学生的答题状况以及学习动态，将

学生的共性问题总结起来，突破学习信息的壁垒。

（2）线上专题小组

在专业性较强的教育活动中，教育工作者可以引导学生

组成专题探究小组，通过让学生在集体探究和合作的过程中

实现优势互补，从而高效且高质地完成教学任务。而专题小

组活动任务的设置，需要教育工作者与学习目标作为导向，

由教学任务驱动学生，使学生能够将线上学习时间与线下学

习时间充分地结合起来，利用线上和线下共同的学习资源以

及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完成教学任务。

3 结语

综上所述，混合型教学模式在土木工程实践类课程教学

中的应用，帮助学生突破了课堂教学时间和空间方面的限

制。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学习渠道，使得教

育工作者和学生能够将线上线下资源充分地应用起来，更加

符合土木工程实践类课程的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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