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优慕课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方式在建筑
力学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北京城市学院城市建设学部，北京　１０１３９９）

　 本次混合式教学改革以一个班为试点，进行了一学期的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另外两个未进行混合式

教学改革的平行班级进行了对比，从结果来看，混合式教学方法加强了测试次数和作业次数，起到了督促和巩固

作用，平台的利用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便利，学生自学次数有了提高，期末成绩要高于未进行改革班级的成绩。

综合分析，对于建筑力学课程而言，混合式教学有助于合理利用学习资源，提高学习效率，提高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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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以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在教

学中利用现代信息化教学系统的优势，促进课

堂教学内容呈现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

的学习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它可以有效地避免传统课堂教学系统的不足，

是创新教育理论指导下教学模式的最佳融合。

近些年各个高校积极倡导课堂教学改革，大力

推进实施混合式教学改革。顺应改革大潮，结

合课程特点，建筑力学课程也进行了基于优慕

课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改革。

建筑力学课程是土木工程造价专业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属必修课性质。后续的土力学、

地基基础、建筑结构课程要用到许多的力学课

程知识，而学好土力学、地基基础、建筑结构

课程是做好造价分析的基础，所以建筑力学课

程对该专业课程起到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有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学好这门课程对土木、造

价学生而言非常重要。

但力学课程存在 “晦涩难懂” 的问题。建

筑力学课程包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

三大力学内容，学好该门课程要求学生要有良好

的数学基础、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属

于 “难”学课程。如何把难理解的力学课程讲到

浅显易懂，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就必须借助

信息化手段和资料，展示工程实际图片，演示实

际构造模型和机构运动动画，把抽象的东西具

体化，破除以前单靠讲述和想象来理解的局限。

利用平台线上相关资料拓宽学生知识面，加强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同时可以利用信息化手

段把冗长复杂的知识点碎片化，帮助学生理解

复杂内容，学好这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近年来，由于实践学时的增加，理论课学

时有所减缩，要想在短时间内把抽象、生涩的

理论知识给学生讲清楚，单靠传统的讲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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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明显达不到效果。利用线上 ＋线下的结合方

式，教师把一些相关的资料按照知识点整合之

后，利用线上手段发放给学生，学生可以对应

知识点进行完全自学或者先行自学再由教师讲

解重点、难点，这样可以增加课堂讲解重点、

难点的时间，达到有效时间内高效完成全部知

识点的学习效果。

要想学好力学课，必须要做一定量的练习，

在学时较少的情况下完全占用课堂时间来做所

有练习显然不现实，如果利用线上系统完成作

业，就可适当增大相应的作业量，对力学类课

程而言，这起到了巩固所学知识的作用。同时

利用线上考核方式，可以缩短教师批阅试卷时

间，增加考核次数，实时把控学生掌握程度。

鉴于以上原因，本学期对建筑力学课程进

行了以下改革。

本学期有三个平行班，分别为１７土木本１、
本２、本３，随机选定１７土木本３班进行了混

合式教学方式改革。具体改革方案如下：

（一）对课本内容进行了知识单元划分，这

样可以把复杂的知识碎片化，降低同学的畏难

情绪；同时重修修订了大纲，针对每个学习单

元，大纲明确了线上、线下学习的学时。

（二）针对每个知识单元，进行了混合式教

!

　

序号 教学单元

子单元 计划内线下学时

编号 名称
课堂

讲授

课内

实践
合计

计划外线上

学时

一
平面体系的几何

组成分析

１１
杆件体系的分类

自由度与约束
２ ０ ２ １

１２ 虚铰、瞬变体系 ２ ０ ２ １

１３
几何不变体系的基本

规则及组成举例
２ ０ ２ １

"

　

子单元

名称

知识点

名称
教学目标

教学活动

活动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学习

资源

时间

分配

学习

评价

杆件体

系的分

类、自

由度与

约束

自由

度、

约束

学生会正确计算

体系自由度、会

在计算自由度时

正确判断每种约

束去掉的自由度

数量

课前

（线上）

布 置 预 习 任 务

（提供课件、知

识点总结）；相

应的习题

预习相应内容，

线上完成作业，

找 一 个 实 际 例

子进行练习

课件思维

导图经验

总结

２０分钟

是否上线

预习是否

完成任务

课中

（线下）

讲 解 具 体 知 识

点 内 容， 针 对

学 生 存 在 的 问

题细讲、精讲

认 真 听 讲、 完

成 针 对 性 任 务

（提问、习题）

课件课堂

习题
２课时

测试结果

课堂表现

课后

（线上）

针对学生课前、

课 中 反 应 难 点

进 行 巩 固 化 总

结，并 布 置 总

结任务

完 成 老 师 所 留

总 结 任 务 并 线

上提交

线上

资料
２０分钟

作业课后

总结在线

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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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单元设计，明确了学习内容、学习时间以及

学习结果评价方式。使大家对每一个知识点的

学习环节、学时分配、学习要求和学习目的都

一目了然。

（三）教师在优慕课平台上传各类学习资

源，包括课件、大纲、进度表、思维导图、网

课链接、微课视频等，方便学生线上预习、复

习。通过后台统计，可以查看每位同学登录学

习的时长和次数。本学期该课程共６０学时，从

平台可以看到，约三分之二同学线上学习的时

长和次数还是可以的。

（四）在优慕课平台建设了试题库和试卷

库，方便进行阶段测试和随堂测试。试题库中

部分试题是教师根据学生学习水平和学习现状

编辑的，这些题目看似简单，但概念性很强，

也是同学们容易出错的题目。比如，通过多年

教学经验，发现学生不会计算力偶矩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不会找力臂，教师会针对性地专门编

辑几道画力臂的题目，让学生计算力臂。学生

不会判断力矩的正负，就专门编辑判断力矩正

负的习题，让其反复练习。这种把复杂知识拆

解为简单知识点，并逐个击破的方式非常适合

我们的学生。

（五）利用优慕课平台的试题库，增加了随

堂测试次数。一般要求学生先通过平台进行本

节课内容的预习，课前检验学生预习成效的方

式就是通过优慕课平台，针对布置的预习内容，

进行一个 ５－１０分钟的小测试，测试结束后，

平台会立马给出学生每个知识点的得分成绩，

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很好地知道哪些知识点学

生已掌握，课堂讲授时就可以一带而过，哪些

掌握不好，上课时重点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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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修订了成绩比例，平时成绩 ２０％，

线上线下各占１０％，把线上学习的时长和次数

纳入平时成绩，占比不宜太大，否则会流于表

面形式，一般为５％，课前在线测试成绩也纳入

平时成绩，占比 ５％，线下课堂出勤、课堂表

现、作业等占比１０％；阶段考核占３０％，在优

慕课平台进行的测试，系统可以自动批改，大

大减轻了批改试卷的烦劳，所以适量增加了考

核次数，由原来的１次阶段考核变为３次，其

中２次在平台在线考核，１次随堂试卷考核，最

后算３次平均成绩记为阶段考核成绩，这样可

以起到督促大家及时复习巩固的作用。期末就

本学期所学内容，进行了统一的试卷考核，期

末成绩占比５０％。

经过一个学期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取得了

一定效果。利用平台进行线上预习，督促大家

对每堂课要学习的内容提前进行了解；课前针

对预习内容的测试，可以使教师和学生明确哪

些知识点掌握了，哪些没有掌握；通过平台提

交作业和批改作业，可以省掉人为收发作业的

麻烦，而且部分题目系统可以自动批改，提高

批改效率，这样教师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其他

教学方面。总之，线上 ＋线下的教学方式，方

便了同学自学；增加了测试次数，起到了督促

作用；提高了学习效率，取得了一定成效。对

比３个班的期末综合成绩，进行混合式教学的３

班成绩要好于另外两个班成绩。以下为１班、２
班、３班期末成绩对比列表。

１７土木本３班同学在学期末能取得较好成

绩，主要得益于线上、线下的教学方式提高了

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弥补了课堂时间不足的

问题。评估期间专家进行了该班、该门课程的

听课，同学们上课认真回答问题，能够很好地

和老师进行线上线下教学的配合，课堂效果收

到了专家的好评。

　　学期末，通过问卷调查了学生对混合式教

学改革的接受程度，调查结果显示６７８６％的学

生喜欢混合式教学，２１４３％的同学一般，对于

要求大家自主投入较多的学习方式来说，能达

到近７０％的喜欢程度也属不易。

以下就学生反馈和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进行

总结，并提出了相应改进措施。

（一）力学内容因有大量公式、图片，无法

批量录入试题，只能一个一个手动编辑输入，

工作量较大，所以导致题库题目还不是特别得

丰富。针对这个问题，后续期望能增强和技术

人员的沟通，解决录入公式的繁琐问题，以期

能丰富题库试题数量和试题种类。

（二）对于力学这种计算较多的理论课，在

线测试功能非常得实用，但测试时还是无法很

好控制学生的抄袭问题。后续在线测试组题时，

%

　
!- ! " #

１７土木１（应考３８人） １７土木２（应考３６人） １７土木３（应考３９人）

缺考人数 ０ ００％ 缺考人数 ０ ００％ 缺考人数 ０ ００％

１００－９０分 ３ ７９％ １００－９０分 ０ ００％ １００－９０分 ２ ５１％

８９－８０分 ３ ７９％ ８９－８０分 ０ ００％ ８９－８０分 ６ １５４％

７９－７０分 ４ １０５％ ７９－７０分 １０ ２７８％ ７９－７０分 １５ ３８５％

６９－６０分 １９ ５００％ ６９－６０分 ２０ ５５６％ ６９－６０分 １２ ３０８％

５９分及其以下 ９ ２３７％ ５９分及其以下 ６ １６７％ ５９分及其以下 ４ １０３％

均分６４７ 均分６３７ 均分７０９

不及格人数９ 不及格人数６ 不及格人数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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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采取不同同学不同试题以及打乱选项顺序

的措施，降低抄袭可能；课堂测试时严格控制

答题时间，不留抄袭的时间；加强监管，警告

大家抄袭的严重后果。

（三）平台有很多学习资料，要求大家课下

进行学习，但是部分同学存在刷时长的现象，导

致资料并没有起到辅助学生自学的作用；有的同

学存在抄作业现象，抄完提交了事。针对学生对

自学应付了事的情况，后续会通过课上的及时测

试检测学生自学情况，并把测试成绩计入最终成

绩，以此来督促大家认真完成自学任务。

（四）无法很好调动所有同学的积极性去利

用线上资源自觉地学习。后续将继续丰富在线

资料，放一些和课程相关的有趣案例和视频，

吸引学生的兴趣；进一步改进线上资料的逻辑

性、合理性，使学生自学时感觉学习资料清爽、

一目了然；开课时明确强调线上学习的好处以

及学习成绩所占比例，努力调动大家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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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基于优慕课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方式在建筑力学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