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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20年以来，疫情影响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为保证教学工作正常开展，“线上教学”进入校园，成

为自2020年以来新的教学方式，成为沟通师生教与学的重要途径。结构力学I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必

修课，课程难度大、计算量大，不通过率较高的一门学科。不能面对面交流的教学模式，怎么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消化吸收所学知识，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正常教学的影响，有必要对此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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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20, the epidemic has affected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eaching work, in order to ensure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work, “online teaching” enters the campus, a new way of 
teaching since 2020.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communicate teaching and learning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ructural Mechanics I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civil engineering. The 
course is difficult, has large amount of calculation and high failure rate. How the mode that cannot 
communicate face-to-face can help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and digest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minimize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normal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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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结构力学Ⅰ是土木工程专业重要基础课程，课程难度大、内容多、计算量大，许多学生不能理解所

学的知识，不通过率较高。自 2020 年以来，受疫情影响，“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已经成为

教学常规模式，“线上教学”所占比重非常大，由于“线上教学”不能面对面交流，需要学生有更强的

自制力，若自制力较差，教学效果会大打折扣，从教师角度来讲，怎么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所学课程

上，怎么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消化吸收所学知识，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正常教学的影响，成为新的

亟需解决的问题[1]。 

2. 在线教学设计 

1) 在线教学资源选用情况，引用外部资源或自建资源等[2]； 
自主学习平台，《结构力学Ⅰ》，朱慈勉，同济大学作为无法直播时备选。 
2) 在线教学平台、直播互动工具选用情况； 
“腾讯会议 + QQ 群”的在线直播教学模式。 
3) 关于内容的教学设计和关于在线教学形式的教学。 
《结构力学Ⅰ》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面向全部土木工程专业大二学生。 
课程的时间与课堂结构，线下上课时间一小节 45 分钟，线上上课一节课时间 90 分钟，考虑到学生

长时间不休息和新知识大量输入，学生可能会麻木会疲倦，这就要求强调学生的参与，不定时无规律的

提问学生，让学生始终保持注意力集中状态，并按照回答问题的情况记入平时成绩中。结构力学需要很

强的计算能力，课上安排例题讲解，多结合实例多做练习，使学生在反复实践中加深理解和巩固，理解

不同结构的不同计算方法，形成完整的学习过程。 
关于课件，因为学生只能看到屏幕上的内容，无法与老师面对面的沟通，PPT 切换节奏要符合在线

学习的原理，背景色彩柔和但不乱，不出现无关的声音和动画，绿色或蓝色底显示防止学生长时间注视

电脑引起的眼部不适，重点和难点可用红色标记吸引学生注意力。单屏显示的时间不宜太长，也不可切

换太快，太快了学生看不清也记不住。 
由于课程难度大、内容多、计算量大的特点，合适的教学设计及其有效实施显得尤为重要。可采用

的是“自主学习平台 + 腾讯会议 + QQ 群 + MOOC 资源”的在线直播教学模式，通过自主学习平台提

前上传教学资料，发布通知并签到，通过腾讯会议 PPT + 语音直播讲授课程内容，在网络条件允许条件

下，教师和同学打开视频，师生之间做到面对面交流，更易吸引学生注意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学

生做与上课无关的事情；QQ 群辅助交流互动，若腾讯会议发生卡顿无法联系学生，可通过 QQ 群及时与

学生沟通；MOOC 平台资源作为防止学生不能上网导致网课无法进行的备选，考虑最不利情况以保证学

生上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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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整个教学内容精简重构。考虑到学生的专注度，讲授每个知识点时，尽可能

简短、精练，同学们可以边看、边听、边消化，详细内容的教学设计按照：提前预习 + 线上讲授 + 提问 + 
布置作业的思路开展，做到学完及时练习巩固，每章安排一次测验，通过学习通发布试题，尽量做到相同

题型不同数据，防止学生抄别人答案，检验本章学习效果，设置其中考试，及时检测学习效果，每个部分

根据学生学习效果记入平时成绩中，加大平时成绩比例，避免学生期末集中复习，平时不学的状况。 

3. 在线教学实施与成效  

 1) 教学实施过程的文字描述 
《结构力学Ⅰ》是土木类本科专业的重要学科基础课程。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结构的组成规则，结构

在荷载及非荷载因素作用下的内力及位移计算。通过对杆系结构的受力与变形特点的分析和案例分析，启

发和引导学生，要根据实际条件和具体要求，选择合理的结构形式；培养学生对常用的杆件结构具有选择

计算简图的初步能力，并尝试对计算结果校核、对内力分布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作出定性判断的能力[3]。 
案例：第 8 节课 静定钢架 
第 8 节主要讲静定平面刚架的受力特点和静定平面刚架的受力分析，具体组织和实施方法如下： 
第一环节，导入：首先用 5 分钟时间总结上节课多跨静定梁的内容，并说明多跨静定梁与静定钢架

之间的关系，多跨静定梁内力图的绘制一般步骤为求支座反力、分段、定点、连线，强调直梁内力图的

形状特征表的重要性，无横向外力区段剪力图水平线，弯矩图一般斜直线，横向均布力作用区段，剪力

图斜直线，弯矩图抛物线且突出方向同 q 指向相同，静定钢架内力图绘制时与多跨静定梁有同样这些特

征，进而引入本节内容。 
第二环节，授课：钢架是由直杆组成的具有刚结点的结构，当钢架的各轴线和外力都在同一平面

时为平面钢架。钢架的特点：各杆件之间的夹角始终保持不变，内力以弯矩为主，内部空间大，制作

加工比较方便。常见的静定平面钢架有悬臂钢架、简支钢架、三铰钢架。在钢架中，弯矩内侧受拉为

正，弯矩图绘在受拉一侧，不注正负号。剪力和轴力正负号规定与梁相同，绘在杆件任意一侧但必须

注明正负号。 
第三环节，通过例题讲解内力图绘制具体过程，提问学生，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通过讲

授、提问使学生很好吸收和巩固所学知识。 
2) 学生学习效果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实施情况等 
教学评价主要以学生的各项反馈作为重要标准。按时出勤签到、不迟到不早退，提前预习、课堂提

问、作业完成率和质量、测验部分等项目开展[4]。 
规定学生实名+学号进入腾讯会议室，每次上课时会截屏并查看迟到及未到学生，每次结课前再次查

看会议室中学生情况，禁止迟到早退及无故旷课现象。 
课堂提问过程中，根据以下几种情况记入平时成绩中，不经提示可独立完成题目，可得满分；需老

师给些提示才能完成题目，可按 70%给分；老师提示后仍无法完成题目的，为零分。 
作业按时保质完成，提交时间拖延或题目做错均扣除相应分数，测试既能够检测教学效果，又能查

缺补漏，同时更能激发同学们的上进心。 
与学生及时沟通，发现问题，作出调整。 
这次“线上教学”新模式的体验，让我意识到，作为一个老师，不仅仅要“站好讲台”，还要与时

俱进，学习更多的有效途径去把我们的知识传播出去。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开展的线上教学，既是挑战，

也是契机，我将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完善，提升运用信息化手段的水平和能力，进一步提高线上教学水平

与授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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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特别是疫情期间对学生的学习指导、思想引导和心里疏导。由于有的学

生家信号不好，腾讯会议直播无法沟通时，及时通过 QQ 群了解学生状况，并把问题发布在 QQ 群，通

过 QQ 群布置任务，回答问题，不落下任何一位同学；有的同学家中人员较多，直播讲授过程中无法提

供单独空间上课，提问学生时声音嘈杂，导致学生产生情绪，此时及时安慰学生，告诉他疫情期间家长

不容易，不要对家长发火，问题都能解决，不要急，稳定学生情绪。 

4. 在线教学总结与反思 

4.1. 在线教学的体会、总结与反思 

线上教学一个学期以来，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建资料库、作业库、题库、试卷库，努力提高

教学水平和思想理论水平，热爱学生，认真、细心、耐心与学生沟通，无论时间早晚不厌其烦回答学生

各种问题，在教书育人中严格要求自己，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开展教学工作，回顾这一学期全新的

尝试“线上教学”，有几点思考如下： 
1) 钻研教材，认真备课，确定教学方法，编写适用于线上教学的教案。 
2) 改变一言堂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复杂的问题简单的讲，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强师

生互动，提高课堂教学中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学的容易、轻松、愉快，不止关心学习好的学生，对于

学习能力差的学生也不放弃，给他们足够的耐心，努力使最后一名学生跟上教学进度，掌握所学知识，

最低达到及格标准，使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成绩都得到提高，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 
3) 制作题库，及时布置作业，认真、及时批改作业，使每次的练习都有针对性，对于有问题的作业

做出分析总结并讲评，专门时间讲解并练习。 
4) 做好教学工作后的反思，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养，每次授课后及时记录本节课的经验、问题，

并找出问题出在哪里，避免下次同样的问题再出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教学方法。 

4.2. 在线教学与实体课堂教学的对比分析 

1) 在教学模式上：以学生为主体，改变传统教师从头讲到尾，一言堂式的教学模式，将培养学生能

力、提高学生参与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教学的核心理念。 
2) 在教学内容上：因人而异，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能力，学生接受新教学内容的能力不同，针对

不同层次学生给予充分的耐心，班级不止有尖子生，还要消灭后等生，使每个学生能获得知识。 
3) 在考核方式和内容上，改变以往单一的考核方式，提高平时成绩比例，避免平时不学，最后一周

疯狂学习不科学做法，根据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以多种形式考核学生的综合能力。如：考勤、预习、

提问、作业、测验、期末考试等多种形式来综合衡量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和掌握程度。 
4) 让学生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的平台和信息技术进行提问、答疑、预习等，鼓励学生表达不同意见和

建议，提高课堂教学中学生参与度。 

4.3. 对未来信息技术融入课程教学常态化的设想，如开展混合教学、翻转课堂、网络辅助教学等 

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同时也给教学带来很大进步，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信息技术融入课程教学将成为常态化。 
借助高科技将枯燥的内容变得丰富和生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自主

性，更能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通过应用性的软件平台，结合线上线下的教学环境，及时得到学生的反馈，根据学生反馈，及时调

整，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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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中重要环节是学生提前观看老师制作的视屏资料，但很难知道学生是否认真观看，可以借

助现代化直播工具，在直播间统一播放视频资料，并签到，保证翻转课堂重要环节的能够落实。 
学生观看了教学视频之后，是否理解了学习的内容，视频后面紧跟着几个问题，可以帮助学生及时

进行检测，并对自己的学习情况作出判断。如果发现几个问题回答的不好，学生可以回过头来再看一遍，

仔细思考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学生的回答情况，能够及时地通过云平台进行汇总处理，帮助教师了解学

生的学习状况。 

5. 总结 

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以学生学为中心，基于移动互联网背景，进行了新时代结构力学课程教学改

革机制与模式探索，提出了一种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改变原有教学理念，课上教

师与学生互动频繁，提出问题和学会独立思考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在课下实践的积极性也大大提升，

这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实践和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来说，启发式讲授和互动式教学更符

合新工科背景下培养大学生能力的教学目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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