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机械制造工程学》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 
 

贾晓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DOI:10.12238/ems.v4i6.5832 

 

[摘  要] 通过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于“机械制造工程学”授课,将雨课堂等数字化教学工具

引入教学,利用线上资源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安排学生全方位学习。采取分组研讨、加强项目实践等线

下教学方式,让学习更具互动性、挑战性。优化课程考核方式,提高学生线上线下参与度和学习成效,提

升其在机械制造方面的创新思维和分析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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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in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teaching, digital teaching tools such as rain classroom are introduced into teaching, and online 

resources are used to arrange students' all-round learning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Off-line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group discussion and strengthening project practice are adopted to make learning more 

interactive and challenging. The course assessment methods are optimized to improve students' online and 

offline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nhance their innovative thinking in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and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which achieves good teach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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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论是“工业4.0”还是“中国制造2025”都凸显了机械制

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十四五纲要指出要推动

制造业优化升级,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任何时候中国都不

能缺少制造业[1]。“机械制造工程学”作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可使学生掌握机械制造的基础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与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机械制造有关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和能力。但是受传统教学

内容、教学方式及课时持续减少的限制,教学效果也在一定程度

上受限,学生创新思维能力、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均有待进一

步提升。 

混合式教学是将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有机融合形成的

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课堂讲授之前通过线上MOOC或微视频的形

式推送给学生,给予充分的学习时间,尽可能让每个学生都带着

较好的知识基础走进教室,充分保障课堂教学的质量。在线下课

堂上,老师查缺补漏之后通过精心设计的课堂教学活动组织学

生把在线所学到的基础知识进行巩固与灵活应用,从而实现一

些更加高级的教学目标[2-5]。 

基于“机械制造工程学”课程的特点,结合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

式模式对机械2020级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希望能为其他高等院

校机械制造类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课程内容设计 

为合理安排线上+线下教学内容,首先对教学内容进行细分

及再设计,根据课程目标及其对12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将教

学内容划分为基础内容、重点内容和拓展内容。对于基础内容,

要求学生线上完成教学视频的学习及相应测试,教师根据测试

结果线下进行总结、归纳和答疑；对于重点内容,要求学生提前

完成线上预习及测试,掌握学生预习效果,线下精讲细讲,以启

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分组讨论等形式完成教学活动；课后

布置相关课外延伸内容,训练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工程

问题的能力。 

2 课程线上教学视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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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混合式教学需求,经过多方面调研与研讨,本课程将

金属切削基础知识、金属切削加工方法、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机械装配基础四大部分共设计了34个教学知识点视频,包括切

削运动与切削要素、刀具材料与刀具结构、刀具角度等,每个知

识点视频长度保持在10-15分钟左右,时长长短适宜,匹配学生

每次学习的关注度。完成了课程视频的录制,见图1。 

  

 

 

图1 线上教学视频 

3 线上学习内容再设计 

为提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教学效果,除录制教学知识点

视频外,进一步升级建设机械制造工程学课程线上资源,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1)试题库建设。为了评价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学习效果,

基于雨课堂平台,按照章节知识点选取一定数量单选、多选和判

断等客观题完成组卷,一方面对学生线上学习进行督促,另一方

面可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以便教师把控线上学习进

度,为后续课堂设计提供参考。 

(2)资源推送。因为近期培养方案修订多次压缩课程学时,

有些知识点不能展开讲解,影响课程体系的建立。选用并提供

优质MOOC资源、自媒体资源作为本课程的补充与拓展,可拓展

学生视野,完善其机械制造知识网络,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与

技能。 

(3)案例探究。选取机械制造相关的工程实际案例,进行探

究式教学。引导学生探索工程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和途径,培养

学生深度分析、大胆质疑、善于创新的素质和能力。 

4 线下授课模式优化 

在课堂线下授课时,教师以总结、归纳、提问等方式完成对

重点、难点知识的讲解,其余时间则以分组讨论、项目式教学的

方式展开。在雨课堂安排学生3-5人进行自由分组,并设置组长

一人总体把握进度,其他组员负责不同部分研讨的组织,确保每

个学生都能深入参与其中。例如,机械加工工艺规程部分设置开

展工艺规程拟定的研讨,借助企业实际工作中使用的零件图,项

目通过小组团队合作制定零件的机械加工工艺规程,并在学期

末以翻转课堂的形式展示其项目成果,最终实现对学生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经过对比发现,工艺规程拟定的研讨能

够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课程内容。 

5 成绩评定方式优化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需要进一步优化课程考核,进一步细

化过程性考核成绩比例构成。通过调研,确定了“机械制造工程

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课程考核方式,形成了三维立体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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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体系(线上学习与测验18%、作业22%、结课考试60%),并于

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实行。各部分试题均针对课程目标

设置,并注重题目的综合应用性和实践性,以提升学生在机械制

造方面的创新能力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无论是线上还是线

下都给予及时的学习反馈,让教学活动更加具有针对性,也让学

生能够及时关注自己的学习效果,还具有一定的学习激励效果。 

  

图2 课程分组 

 

图3 研讨小组分工 

6 结论 

通过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于“机械制造工程学”,

将雨课堂等数字化教学工具引入教学,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线

上资源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全方位学习。线上和线下教学的充

分结合,采取分组研讨、加强项目实践等线下教学方式,让学习

更具互动性、挑战性。优化课程考核方式,提高学生线上线下参

与度和学习成效,提升其在机械制造方面的创新思维和分析与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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