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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我校《结构力学》课程为例,进行MOOC平台的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混合教学模式探索与

实践,从课前线上学习、线下课堂教学、课后线下拓展训练、考核方式、教学效果等进行研究。经过该

课程的教学实践检验,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教学效果明

显改善。我们将不断探索和实践,完善教学体制改革,发挥混合教学模式的最大潜力,显著提高教学效果,

逐步应用于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中,并向其他专业推广,让更多学生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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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Structural Mechanics of our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civil engineering courses on the MOOC platform. This paper studies 

online learning before class, offline classroom teaching, after-class offline outward bound training, assessment 

methods and teaching effects. Through the teaching practice test of this course, it has aroused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to learn, cultivated their capabilities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thinking,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has 

been improved obviously. We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improve the teaching system reform,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ximum potential of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gradually apply it to the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and promote it to other majors, so that more 

students can benefit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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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MOOC即慕课,就是大规模在线教学,是互联网与教育领域深

度结合的产物[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以大规模在线

开放课程MOOC为代表的新教育形式正在改变传统课堂的教学模

式[2]。MOOC平台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由,满足了学习者对碎片

化、移动式、个性化学习的需求,打破了学校“门槛”的限制,

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和在线答疑、讨论、测试等方式,激发学习

者兴趣[3]。尤其受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影响,通过互联网

进行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已是大势所趋,知识的载体更加显现多

元化趋势。随着MOOC的广泛应用,精品课和共享教学资源丰富多

样,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也越便捷,因此,基于MOOC平台下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成为未来教学改革的趋势。 

2015年4月为顺应世界各国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发展趋

势,教育部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教高[2015]3号),全国高等学校掀起大规

模在线开放课程的浪潮,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

划》鼓励高等院校建设在线开放课程和公共服务平台[4]。国内

知名高校积极响应,纷纷加入MOOC的行列,开展在线课程教学新

探索,迅速组建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等MOOC教学平台,为我

国在线开放课程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大学纷纷加入国际慕

课平台,首批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台湾新

竹大学四所一流大学10门高水平课程上线,面向全球提供大规

模中文在线课程(李玉,2014)[5]。 

1 结构力学教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土木工程专业课程知识点多,理论性强,内容相对抽象,计

算公式多,各章节知识点间具有逻辑性,不能随意删减,加之我

校学生基础知识较薄弱。学校在修订培养方案时又大量压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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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教师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讲授全部知识点难度很大。《结

构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结构力学》

选修课程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工程力学等,它是联系基础力

学课程和工程设计课程的纽带,是从力学基本理论过渡到工程

实际应用的桥梁,在土木工程专业教学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贯穿整个专业学习的过程。结构力学课程的教学质量直接决定

了后续专业课程如混凝土结构设计、钢结构、砌体结构、地基

基础和抗震结构设计以及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课程的教学效

果,同时也是学生今后在建筑设计或施工过程中解决工程问题

的基础[6]。因此,《结构力学》课程必须学好,这就对《结构力

学》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传统结构力学课程存在如下问题[7]： 

(1)课程内容系统性强,抽象概念较密集,学生学习主动

性较弱,难以适应传统教学方法；(2)课程内容及能力要求不

断在提高,但课程课时数不断受到压缩,如果依然按照传统教

学方法进行教学,势必无法完成相关教学任务；(3)传统教学

方法培养能力较为单一,较少涉及主动学习的能力及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MOOC平台的教学方式为结构力学教学提供一种新思路,进

行大规模在线学习,学生不局限于课堂的学习,个性化制定学习

时间和进度,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

考能力,以全新的学习模式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也解决了现有的课时不能满足教学需要

的难题。同时将学习自主权交给学生,学生参与其他高校优秀教

学团队的授课,获取丰富的知识,具有传统课堂教学不可比拟的

优势。 

2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实践案例 

以结构力学课程为例,进行MOOC平台下土木工程专业课程

混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讨论MOOC平台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

式的实施过程,包括课前线上学习、线下课堂教学、课后线下拓

展训练、考核方式、教学效果等。 

2.1课前线上学习 

现有智慧树、中国大学MOOC、超星等优质在线平台,学校已

有“清华在线”网络教学平台,中国大学MOOC等教学平台的推

出,为视频发布和学习提供了条件,学校无线校园网已全面覆

盖,为学生随时随地在线学习提供有利条件。我校的学生基础

知识相对薄弱,在课程知识点设计上,应进行本土化的课程个

性设计。选择适合本校学生实际的《结构力学》精品课程作为

参考,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老师课前设计教学环节,发布教学任

务,包括学习目标、重点难点、MOOC教学视频等。课前将教学PPT、

教学视频、教案等上传至MOOC平台,在班级微信群提醒学生线下

课前完成预习。通过雨课堂记录学生的学习情况,查看学生课前

学习效果。 

2.2线下课堂教学 

《结构力学》内容相对抽象,计算公式多,各章节知识点间

具有逻辑性,不能随意删减。学校新修订了教学大纲,课时压

缩一半,线下授课时间有限。学生课前线上预习,教师根据学

生MOOC平台发布的视频观看和线上答疑,追踪学生的学习动

态。课堂老师梳理发布的知识点,讲述重点的知识点,适当加入

MOOC视频中未涉及的内容,节省传统的上课时间,解决课时不足

的矛盾。 

对学生不只停留在知识的传播上,探讨思政教育与《结构力

学》课程教学的结合点,随时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设计多样

的教学情景,多元化的教学内容。例如,将爱国主义的人物事迹

和图片制作教学案例,介绍新时代大国工匠和感人事迹,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突现思政元素在知识育人过程的思想价值引领作用。 

2.3课后线上拓展训练 

课后线上拓展训练是课程学习的重要环节,设计线上测验

和练习题巩固所学知识。根据教学内容,教师设计丰富多样的客

观题,让学生在线回答,通过系统自动生成成绩。此外,教师在

MOOC平台设置单元练习题,制定详细的评分标准,设置为学生互

评的方式,学生参与互评可激发其学习动机。集中讲解普遍存在

的问题,每道题从深度上挖掘进行拓展,让学生把每个知识点吃

透,同一道题提倡多种方法求解,反复练习,达到举一反三的效

果,做到量的积累,又避免了题海战术。学生利用MOOC平台消化

未理解的知识点,反复观看和复习,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独

立性。 

2.4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是评价教学的重要手段,传统的考核方式过于简

单,考核主要由期末考试决定,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基

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评价以期末考试为主,课堂讨论交流、平时

作业、回答问题等为辅的综合考核方式,包括线上考核和线下考

核。线上考核包括课堂考勤、课堂提问、课堂小组讨论、线上

线下作业、小测验、抢答等方式,线下考核主要是闭卷笔试考试。

既要考虑学生在线观看视频的学习时长、登录次数、线上讨论、

小测验与作业的完成情况,又要考虑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抢答、参

与度、出勤率等方面因素,注意将平时考试与期终考试成绩相结

合,科学合理给出各项成绩的分配比例,实现全面和科学的课程

考核评价体系,设立考核方式及成绩分布见图1所示,其中线下

闭卷考试占70%,线上线下作业占5%,课堂提问和抢答表现占5%,

小测验占10%,课堂小组讨论占5%,线上课堂考勤占5%。 

 

图1  考核方式及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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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教学效果分析 

以《结构力学》课程为例,与传统教学模式比较,不再以单

一的期末卷面成绩为最终考试成绩,增加了线上考核环节。在考

核内容和难度基本相同情况下,把同一专业改革前2020年和改

革后2021年不同年级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发现2021年比2020

年考试成绩明显提高,优秀率提高了8.8%,不及格率下降了4.7%,

考试成绩呈正态分布见图2,反映了学生真实的学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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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0年和2021年考试成绩对比 

经过该课程的教学实践检验,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明显提升,教学效果明显改善。为了使该教学

模式发挥更大优势,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完善教学体制改革,

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逐步应用于土木工程专业的教

学中,并向其他专业推广。 

3 结论 

《结构力学》课程作为土木工程专业核心基础课,在整个土

木工程专业教学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以我校《结构力

学》课程为例,进行MOOC平台的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混合教学模式

探索与实践,从课前线上学习、线下课堂教学、课后线下拓展训

练、考核方式、教学效果等进行研究。经过该课程的教学实践

检验,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独

立思考能力,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教学效果明显改

善。我们将不断探索和实践,完善教学体制改革,发挥混合教学 

 

模式的最大潜力,显著提高教学效果,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逐

步应用于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中,并向其他专业推广,让更多学

生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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