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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材料力学课程是土木类和机械类本科及相关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本文是基于超星学习通建设的

材料力学SPOC开展的教学改革，本文从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方法进行了课程改革探索，建立了一

套进行SPOC教学应用的课程教学方案。从课程实践的效果来看此方案很好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课堂学生的参与度和活跃度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转变迈出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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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material mechanic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sic courses for civi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related major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ateri-
al mechanics SPOC built by “Chaoxing Learning Platfor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iculum 
reform from the teaching mode, teaching means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establishes a curricu-
lum teaching scheme for SPOC teaching application. From the effect of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program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students in 
learning, and the participation and activeness of students in clas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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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d, which has taken a big step towar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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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在高校教学创新大赛成为了高校教学改革的风向标，它主要的精神是坚持立德树人导向，全面推

进高等教育质量革命。北京建筑大学创新大赛的主题“推动教学创新，打造一流课程”。另外，材料力

学是一门在工程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专业基础课程，作为工科学生接触到的最早涉及工程问题的专业

技术基础课程，承担着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力学建模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任务[1] [2]，他的理论

是比较抽象的，那么学生学起来会觉得比较枯燥，觉得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学习被动。基于这两方面的

考虑，我们的课程改革势在必行，主要目的就是提高课程的吸引力，本次教学改革的项目是基于 SPOC
的材料力学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主要是采用超星学习通 app 辅助教学，加强师生互动，提高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及时解决学习中的问题，提高学习效果。 

2. 课程建设历程 

教学团队从 2015 年开始聚焦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尝试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围绕课程体系进行了

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试点，建立了微课、慕课以及网络智慧课程等线上资源，经过 8 年多的探索和实践，

课程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完善。 
目前在 SPOC 平台上已经完成所有章节的建设，里面有课程讲义、视频(微课)、小测、参考书以及作

业和教材电子版，另外，建设了试题库，作业库，并且完成了 4 个完整的教学周期。 

3. 课程创新 

3.1. 教学模式创新 

“材料力学”课程采用的是基于材料力学 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传

统教学模式进行翻转，在空间上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场所，在时间上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

翻转课堂的课前视频学习是以学生在线学习的形式为主，课中的合作探究和问题解决是在传统的线下课

堂进行，主要以能力发展为主。翻转课堂把线上和线下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和学

生的主动性。 
基于材料力学 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课前，老师会将教学资源(参考书籍、电子课件和教案、微课、

相关的专题学习网站等)建设到自己的 SPOC 中。并将课前学习任务以任务书的形式发布给学生，任务发

布后，学生在学习通看讲义看微课视频完成预习，并通过学习通章节测试检测线下效果，学生自主建立

学习小组，交流合作，完成翻转教学的 PPT 并在学习通中分享，期间，学生与老师及时交流，及时了解

学生的自学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根据学生的反馈信息，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和活动，从而实现课堂的

高效。课中，开始上课时，同学扫码或手势签到进入课堂后，首先点评学生的作业情况和预习情况，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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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做得好的小组。在课堂上用随机选人功能进行知识回顾，用课堂出题的方式检验学习的情况，用抢答

功能让学生分享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课堂中。老师讲什么呢？一是学生讨论的

焦点问题，二是深度剖析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质疑，三是重难点知识的系统讲解；老师讲解后是角色

互换，学生展示课下准备的 PPT，师生提问评分，在这样的课堂中，学生忙起来，教学就活起来了，而

且学生们也非常快乐地享受学习。课后主要是巩固，提高和拓展，通过学习通平台发布作业，学生线上

提交作业，老师把作业解答拍摄成视频，学生做完之后可以设置线上互评，看讲解视频批改作业，既促

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又培养了学生的责任心。为促进学生的高级认知发展，课后开展了难题探究活动，

组织主题讨论，以推动对难题的进一步深入思考；此外，我们通过学习通课后答疑，及时了解学生对老

师讲解内容的理解程度和教学反馈，帮助老师进行教学反思，推动精准教学。 
在课外，我们鼓励学生注意观察生活，撰写“生活中的力学”小论文；组织开展力学应用方面的专

题讲座，注重科研思维的锻炼，将基础理论和实际运用联系起来，做到学以致用。 

3.2. 教学技术创新使用 

超星学习通为材料力学学习提供了方便高效的教学平台，而平台各板块功能的作用发挥取决于混合

式教学活动的设计。《材料力学》课程在超星学习通活动功能板块的设计与实践如下。 

3.2.1. 签到功能监督出勤 
应用超星学习通平台活动库里的签到功能实现全新的课堂考勤模式，学生在课堂上可以利用教师设

置的普通、手势、位置和二维码等多种形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签到。该功能不但节省了课堂时间，监

督了学生课堂出勤情况，同时每次签到的情况平台系统都有记录保存，便于期末这一部分的成绩统计。 

3.2.2. 多种交流模式加强互动 
应用超星学习通平台的讨论/群聊等功能实现全新的交流互动模式，传统的《材料力学》课堂教学中，

学生表达观点的机会受限于时间与空间。超星学习通作为提供信息交流的公共平台，调动了学生课程学

习的积极性与参与性。同时学生通过看到其他同学的观点展示，可以相互学习和补充，拓宽自己的观点，

并可以应用“聊天”板块对一些具有争议的话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平台上的这种互动功能不仅促进了学

生思辨能力的发展。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每个同学在平台上提交的信息掌握学生的学习和对话题的认

知情况，并做出及时的指导与反馈。 

3.2.3. 选人抢答功能活跃课程 
应用超星学习通平台活动库里的选人/抢答等功能实现全新的课堂气氛调动模式，教师在检查教学任

务的同时，比如测验题的讲解，可以采用选人的方式，通过手机摇一摇进行选择，这种随机的方式避免

学生存在侥幸心理逃脱任务；也可以通过抢答的方式完成问题，以此激励学生做好课前准备，全面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2.4. 灵活的考评便于成绩给定 
利用超星学习通实施课程教学可以对学生的素质进行综合评价。例如，通过课前任务的完成(视频的

观看、测试题的完成等任务点的设置)来考察学生的学习态度；通过课上抢答、讨论、头脑风暴等活动考

察学生课上参与的积极性、小组团结协作的情况及自主探究学习的效果。针对材料力学课程的课程目标

设计了考核评价模式，构建了综合考核评价机制。 

3.2.5. 多种学习活动提高学习效果 
利用超星学习通可以将整个教学活动进行碎片化、数据化，通过统计数据可以显示出学生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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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度、课堂上的参与度(讨论、测试、抢答、头脑风暴等)，根据统计的数据，教师可以及时的进行调整

并干预、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3.3. 教学方法创新 

教学中采用案例式教学，进行生活和工程实际教学，理论联系实际，可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和对生活和工程实际问题的探索热情，教师平时注意收集一些有趣的生活和工程应用实例穿插在课堂教

学中，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和总结，学生通过积极思考、主动探索，进而得出结论或解决问题的方案，

深化对相关理论的认知和对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培养学生在实践中抓主要矛盾和将实际问题抽象为力

学模型的力学思维。实施案例式教学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动性，体现了“以生为本”

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理念[3] [4]。 
同时介绍一些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发展前沿、最新成果，曾碰到的难题以及科学家如何前仆后继为

之努力最后巧妙解决的历史事实，培养学生勇于突破陈旧观点，实践创新的思维；另外在给学生举例题

和留习题时力争交代例题和习题的工程背景，使案例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环节，让学生真切的感觉到学

有所用。 

4. 课程教学特色 

4.1. 设计好“学习任务单”，是破解“翻转课堂”难题的好抓手 

在力学翻转课堂教学的模块中，设计了自主学习任务单；所谓“学习任务单”，是教师设计的帮助

学生在课前明确自主学习的内容、目标和方法，并提供相应的学习资源，以表单为呈现方式的学习路径

文件，学生根据“任务单”的指导完成“任务单”给出的学习任务。而问题设计是“学习任务单”设计

的核心。是把传统的知识点灌输转化为任务驱动、问题导向的自主学习的关键，也是实现“翻转课堂”

的根本所在。要求把教学重难点或其它知识点转化为问题提出来，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把握教学重

难点或其它知识点，从而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和举一反三的能力。因此，教师教学行为先于学生学习行为，

不存在“先学后教”。 

4.2. 课堂上创设“学习者的主动课堂” 

在课堂教学中会把知识点分块，每个学习小组承担一个块给大家做简介，关键要阐述自己的理解，

巩固课前自学的战果，另外就任务单中反馈有争议的问题组织学生讨论，鼓励大家发表不同观点，老师

作为主导者在过程中发现问题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强化学生的认知，最后鼓励学生自己总结这次课

的重点难点，在这样的课堂中，你会发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学生做不到的，学生的潜力无穷啊。 

4.3. 实现学生–教师角色翻转 

教学过程让学生参与批改作业，实现学生–教师角色翻转。通常以一个宿舍为单位组成一个学习小

组，课前课后学习讨论，课上协作解决问题，关键是一个宿舍一个学期要承担一次课下给全班同学批改

作业的任务，而且要求批改作业的同学要在自己批改的作业上签名，给别人改错是要负责的。学生是教

学活动的主体，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和参与者，让学生参与批改作业，让他们也做一次老

师，就能更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反映说：“以前从来不知道老师改作业这么不容易，

大家做题的思路不同，关键好多同学做的作业太乱，完全看不懂，看来我以后做题要规范了，不然给改

作业的人造成多么大的困扰啊！”“另外在批改作业过程中也可以学习别人的方法和想法，也可以发现

别人的错误，避免自己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遇到自己也不明白的问题，还可以学习小组(宿舍)一起

讨论解决问题，给同宿舍同学也提供了合作交流的机会”。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9427


石萍 等 
 

 

DOI: 10.12677/ces.2023.119427 2906 创新教育研究 
 

5. 教学效果及评价 

把近期一次学生的成绩列出来，看看效果，见表 1： 
 
Table 1. Student achievement statistics 
表 1. 学生成绩统计 

21/22 学年第二学期材料力学 A 
土木 21 选课班 

(学习通辅助教学) 
总人数 平均分 及格率 优秀率 

68 (缺考 1 人) 80.39 98.51% 20.9% 
 
通过上表可知，使用了学习通辅助教学，学生的课程参与度高了，学习成绩也还是比较理想的，说

明学习通的使用确实可以提高课程的学习效果。 
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临近期末对土木 21 选课班的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58 名同学参加了调

查，见表 2，分析如下： 
 
Table 2. Student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表 2. 学生问卷情况统计 

题目序号 题目内容 选项 比例 

1 这学期我们在教学中使用了“学习

通”平台，你认为效果如何？ 

非常好 25.9% 
比较好 51.7% 
一般 20.7% 

不太好 1.7% 

2 学习通那些功能你觉得比较好用(多
选题，取选择人数较多的四项)？ 

章节资料 40 人 
签到 31 人 

任务点 22 人 
作业 18 人 

3 你对材料力学的教学还有什么建议

和意见(主观题)？ 

挺好的，无 89.7% 
多复习，给练习题 6.89% 

讲得慢一点 3.4%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 77.6%的同学还是比较认可学习通这种学习方式。学习通这学期使用率最高，

在使用过程中，学生能积极参与互动，教学效果良好，从学生的反馈的信息可以看出，学生更喜欢资料

类的资源，这样便于他们预习和复习，另外，学生的反馈也显示大家还是比较认可这门课程的。 

6.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超星学习通 SPOC 进行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将传统的单纯靠教师主观决定的课堂，

通过“线上”“线下”的交互，翻转式教学的尝试，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学习通也能及时

了解学生动向，加强课下和课上师生交流，提升课程质量。尤其是通过学生当小老师，提升了学生的参

与度，最好的学就是让学生有机会讲给别人听。在“互联网+”背景下，混合式教学已经成为教学的新趋

势，通过大数据智慧化科学性分析优化教学设计，助力于教师教学工作也成为了一种主流形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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