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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校大力倡导“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背景下，本文以《机车车辆系统动力学与仿真》建

设混合式教改课程为例，教学团队利用新冠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的契机，录制教学视频，并基于学习通平

台建设线上课程资料包，逐步推进部分内容线上教学、线上考察等教学方式，为专业课程开展“线上线

下”混合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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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universities vigorously advocating for the teaching model reform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courses, this paper tak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hybrid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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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ocomotive and Vehicle System Dynamics and Simulation” as an example. Our team took ad-
vantage of online teaching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COVID-19 popular in China, to record videos 
of theory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nd build course materials packages online based on the platform 
of Superstar Learning, gradually promote part of chapters as online teaching and online inspec-
tions. That can provide an example for exploring and practicing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re-
forms in majo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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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教学模式是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完成内容讲授、交流互动以及课后测验等工作，但由于学生的

资质与能力的差异性是现实存在的，且在授课中学生基本处于被动状态，导致学生差异化、个性化教育

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的不足。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已逐步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手

段。以慕课为代表的线上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全新教学改革模式虽然在新冠疫情的三年里解决了线下无法

集中授课的问题，但是线上学习因缺乏高效的师生交流互动，且教师的主导与监管无法及时跟上，致使

教学效果不尽人意。因此，结合传统课堂教学与线上教学二者优势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正日益受

到业界的青睐[1]。 
《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主要指基于慕课、专属在

线课程或其他在线课程(学习通、雨课堂、云班课等)，运用适当的数字化教学工具，因地制宜、因校制宜，

对校内课程进行创新性改造，开展线上学习与线下面授有机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混合式课程，不是简单

地将部分线下课程直接放到线上，任课老师必须根据线上教学特点有效开展科学合理教学设计，才能达

到良好的教学效果[2] [3] [4]。 
《机车车辆系统动力学与仿真》混合式教学团队利用新冠疫情期间全部线上教学的契机，以校内的

教授领衔、多位副教授及青年博士组成，联合上海铁路局、中车青岛四方股份等企业专家协同建设线上

线下混合式课程资源。教学团队逐步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建设线上课程资料包，覆盖理论与实践教学视

频、题库、线上作业、扩展资料等，推进部分内容线上教学、线上考察等教学方式，与线下教学相结合，

为专业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提供范例。 

2. 课程建设基础 

(1) 探索阶段(2012 年~2016 年)：制定授课计划，探索理论与实践教学内容 
在课程开设初期，我们调研了大量传统铁路高校(包括西南交通大学、华东交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

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了解相关课程理论授课内容、实践项目，开设《机车动力学基础》《机车车辆综

合实践》，采用校内教师讲授与动手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实践加深强化车辆动力学理论的理解与应

用。这一时期，学院采购了大量示教类的实验设备，如各类地铁与机车转向架模型、动车组转向架模型、

转向架综合检测模型，在校内综合试验线上获得上海铁路局、申通地铁等单位的支持，获得实物的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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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转向架 2 台，依托这些实物实验设备，为学生开设演示类和认知类的实验。这一时期，课程主要采

用线下理论教学为主，辅以部分演示类、认知类实践项目。 
(2) 提升阶段(2017 年~2019 年)：完善授课内容，探索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授课方式 
坚持学校应用型人才的特色定位，认真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走面向一线站段人才，满足检测监测、

运营维护、风险管理、安全控制的人才培养目标，主动适应长三角区域轨道交通高速发展的需求，强调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培养高质量学生为目标，积极拓展课程中车辆运行状态安全监测、服役性能评估

方面的内容。结合培养目标，修订教学大纲，完善教学资料，增开《轨道车辆多体动力学建模与仿真》，

开始引入西南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华东交通大学等网络公开课及 VR 虚拟实验等线上资源，探索开展

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内容，解决现有实验设备的不足与企业对学生实践能力日益提升之间的矛盾(如图

1 所示)。综合采用课堂考勤、课堂提问、课外作业、课堂练习、期末考试等多种考核形式，综合评定学

生学习成绩。 
 

 

 
Figure 1.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of combining virtual and real 
图 1. 虚实结合理论与实践教学 

 
(3) 创新阶段(2020 年至今)：实践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探索课程思政元素融入 
2020 年至今，为了响应降低本科学分的要求，《轨道车辆多体动力学建模与仿真》与《机车动力学

基础》两门课程合并，改为《机车车辆系统动力学与仿真》，理论教学 32 学分，课内实验 16 学时。同

时，2020 年春节爆发的新冠疫情导致学生无法正常返校，为了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课程

团队通过超星学习通平台建立线上课程授课包，内容包括课内实验指导书、实验操作视频、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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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音频等，初步建成线上教学的所需资源，熟悉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方式和方法。 
 

 
Figure 2.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eaching daily 
图 2. 探索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 

 
根据国家“立德树人”的要求(如图 2 所示)，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日常教学，让学生深刻认识我国积

极机车车辆行业的非凡成就、领先的地位及光明的前景，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投身本行业的积极性。 

3. 混合式课程建设措施 

(1) 设计多形式教学，实现过程化考核。将多媒体理论教学，现场实践操作教学，虚实结合的实验

教学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将传感器、信号分析、车辆动力学、走行部结构等专业课程内容融会贯通，

增加课堂信息量和教学直观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学生参加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交通/机械类的学科竞赛奠定基础。改革课程考核方法，通过建立全过程化考核方

案，注重平时教学效果的评价，实时考察学情，并加大平时成绩的比重，平时成绩占 50%，以提高学生

的课程参与度和教学质量。 
(2) 重构理论 + 实践的教学模式，积极引入企业资源。课程原为 32 学时纯理论教学，内容相对枯

燥且与企业现场需求有些脱节。教学团队经研讨后，重构本课程教学内容，采用理论讲授 + 现场实践的

新方式。积极引入上海铁路局的技术专家、现场案例、测试设备等资源，补充大量铁路工程案例，以现

场工程问题为切入点，开展案例教学、资料调研与交流。以企业现场机车车辆运行安全及性能评价为导

向，拓宽和综合应用机车车辆系统动力学基础知识，以提高学生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充分利用信息化授课平台。通过超星学习通平台，将课件教学大纲、作业、参考资料、关键内

容教学录像等内容全部上网。2022 年获校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项目支持，逐步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更加

丰富的扩展资源，包括引入传统铁路强校的慕课、大师专家讲座、VR 虚拟实验等，学生通过学习通平台，

利用课外时间进行自主学习、预习、测试，了解车辆动力学发展趋势，掌握前沿技术。 
(4) 课程思政常态化。教学过程中，基于应用型人才思想政治核心素养“四梁八柱”和教育部《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结合车辆工程专业课程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借鉴 4S 课程思政实施

方案，从“师、时、史、势”四字诀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巧妙、润物无声的融入课程的大部分章节，以

培养具有人文情怀、国际视野、工匠精神和职业认同的铁路人才。 

4. 课程建设初步成效 

通过课程建设，使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初步达到如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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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中通过企业现场需求案例，主动联系书本的理论知识点，采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内容设计时，采用典型机车车辆动力学在企业实际现场的需求，引导学生基于学习

的理论知识，建立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同时，依托于设计的实验项目，强化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及工程

思维的培养，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并激发其专业积极性及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做到学以致用。 
(2) 学习成绩的多维度综合评价 
依托学习通网络平台，综合采用网络课堂考勤、课堂提问、线上单元测验、课后作业等多种考核形

式，并结合线下期末考试，综合评定学生学习成果，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多维度考察学生学习成绩，

探索实践了工程思维、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职业认同等思政方面的量化考评，如表 1。 
 

Table 1. Designed multi-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able 
表 1. 设计的多维度综合评价表 

序号 评分项 教师 
(70%) 

学生代表
(30%) 

单项 
分值 

1 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机械、力学、测试、

计算机等   20 

2 正确认知国情，关注行业前沿新技术动态：技术新颖性，创新

性   10 

3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设计方案不断优化   10 

4 抽丝剥茧，工程思维抽象能力：现场工程问题现象抽象总结出

工程解决方案   10 

5 面对困难，主动学习，积极查找资料   20 

6 团队分工合作，组织协调（组长分数高于组员）   10 

7 专业表达，沟通交流能力：小组汇报   20 

 
(3) 课程思政获得同行及学生好评 
授课过程中，从历史现状、学科前沿、国情大势、师长楷模等方面融入授课内容，开展课程思政融

入教学环节[5]。 
 

 
Figure 3.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effectiveness 
图 3. 课程思政成效 

 
本课程作为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在校内展示时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并在 2021 年院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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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赛中获二等奖；依托本课程撰写的教学设计案例入选《厚德精技：应用型本科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50 例》并于 2022 年出版；学生对本课程的教学质量评价分数超过 98 分，显示学生对案例教学、兴趣培

养、独立思考、价值塑造和情感教育方面对本课程具有良好的认可度，如图 3。 

5. 结语 

《机车车辆系统动力学与仿真》线上线下混合教改建设过程中，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逐步完善线上

资料包，利用平台的网上任务发布、作业布置、资料共享等功能，将部分教学内容线上实施及考察，与

线下的面对面教学、讨论及课内实验相结合，同时注重课程思政的融入及团队合作能力的多维度考查，

为专业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改提供了参考样例。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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