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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在线课程混合式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以液压与气
动技术课程为例

向玉春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中国·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随着职业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大势所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是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的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基于在线课程的“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借助日新月异的网络平台，学生

通过“自我学习”和“互动内化”达到相应的学习目的。本课题基于在线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设计与实践。

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课程教学中结合在线课程与传统教学二者优势，设计与实施混合式教学，重点是混合式教

学实践中的具体路径和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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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Blended Teaching Based on Online Courses — Taking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echnology Course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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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rend of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is a new teaching mode of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online and offline” based on online courses with the help of the ever-changing network 
platform, students achieve the corresponding learning purpose through “self-learning” and “interactive internalization”. This 
topic is designed and practiced based on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of online courses. The core issue of this study is how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blended teaching by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online course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The focus is 
on the concrete path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in blended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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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混合式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为传统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作为一种新型的学习和教

学模式，也得到了众多职业院校的广泛关注。但是这样一种

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目前也存在一些困难，短期内并不能

取代传统职业教育教学。所以，结合传统课堂教学和现代信

息技术的优势，寻找一种更好的教学模式来改进现有职业教

育教学是当下关注的焦点 [1-2]。

关于课程混合式教学的研究与实践颇多，由于受到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混合式教学虽然被普遍应用在各类课程改

革中，但是其使用的深度和广度都存在局限性，混合式教学

模式中实施的主体双方仍然在教与学中存在一些问题。最普

遍的问题是在混合式教学运用在课程中教师的教学活动和

学生的学习状况有脱节。因此，基于教育大数据提出混合式

教学运用在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中的优化，可为《液压与气

动技术》的课程改革和应用创新起到推动作用。论文基于在

线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设计与实践。研究的核心问

题是如何在课程教学中结合在线课程与传统教学二者优势，

设计与实施混合式教学，重点是混合式教学实践中的具体路

径和实施策略 [3]。

2 基于在线课程混合式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
教学模式的设计思路

《液压与气动技术》是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

器人技术等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依托省级高水平专业

群建设，学生在学习《机械制图》等课程基础上，达成液压

与气动元件选用、回路识读、装接和设计等能力，养成严谨

求实，遵守规则的工作习惯，并为学习自动化生产线技术等

课程打基础。

围绕教学目标，基于学情分析，项目引领，任务驱动，

任务由简单到复杂，知识由浅入深，形成“系统→元件→回

路→总体，理论→实践→应用”进阶式课程结构。结合技能

大赛、维修电工考证和机电设备安装、控制、调试和维护岗

位要求，融入课程思政和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规范。构建液

压与气动系统认知→（动力、执行、控制）元件使用→基本

回路分析→基本回路装接→工程实际案例分析等 9 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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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个任务。形成以“家国情怀—工程伦理—工匠精神—团

队协作—使命担当”为主线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对《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整体构

建，重新优化学堂在线《液压与气动技术》线上教学平台；

通过合理分析《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教材以及教学对象，辅以平台功能设计出《液压与气动技 

术》课程线上教学活动；通过学生线上学习的实时反馈，作

为评价参照因素。线下教学的设计基于职业教育中常用的

“六步法”，以塑造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强化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为根本出发点，穿插项目教学任务进行教学策略、教

学活动及任务部分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实施，打造出更加高效

率的液压与气动技术教学课堂。

3 混合式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教学模式的实践

3.1 教学组织与安排
基于学情，对标目标，实施“引入、探索、解释、延展、

评价”5E 教学模式，按照创设任务情景→发现情景问题→

引导独立探索→协同合作学习→线上平台测试→迁移应用

技能闭环学习，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结合，“理论→

实践→进阶”螺旋递进式教学新路径（见表 1）。

3.2 教学活动过程

3.2.1 课前探究
教师课前在线布置安排任务（发通知、设讨论），学

生查资料、看视频、做习题等探究新知。通过平台数据统计，

为教学提供数据支撑。

3.2.2 课中解难
教师“教”：难点精讲答疑 + 重点操作示范，融入工

程思维、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学生“学、做、评”，分组

讨论→制定任务计划→实施任务→师生互评，因材施教，师

生深度互动，打造高效课堂。

3.2.3 课后拓展
利用线上平台作业、教材习题、实训作品和在线考试

等考察学习情况，通过班级群聊、企业实习、网络资源等方

式拓展学习空间，及时反馈、诊断和改进（见图 1）。

3.3 学习考核评价
采用过程性和结果性、课内和课外、线上和线下相结

合的评价方式，实时采集线上平台、校内教师与企业导师、

学生等多主体的评价数据，引入增值评价，关注学生成长，

建立多主体、多维度、全过程综合学业评价体系，对学生知

识、技能、素质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见表 2）。

表 1 教学组织与安排

项目 线上学时 线下学时 教学环节 线上教学 线下教学

项目一：液压传动系统认知 4 6

创设任务情景→

发现情景问题→

引导独立探索→

协同合作学习→

线上平台测试→

迁移应用技能

教师：

布置学习任务，设置讨

论题。

学生：

查资料，学习视频和课

件，参与讨论，做习题，

做好上课准备。

教师：

课堂精讲，答疑，重难点操

作示范，“教”会学生，解

决关键问题。

学生：

技能训练，小组协作完成学

习任务。进行知识内化、技

能培养和素养提升。

项目二：液压动力元件使用与维护 2 4

项目三：液压执行元件使用与维护 1 3

项目四：液压控制元件使用 2 4

项目五：液压基本回路应用分析 2 6

项目六：气动系统认知 1 1

项目七：气动基本回路应用与分析 1 3

项目八：液压与气动基本回路装接 1 3

项目九：工程实际案例分析 1 3

合计：48 15 33

图 1 教学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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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效果

4.1 教学效果
①学生培养质量高。课程成绩平均达 85 分，平均成绩

提高 11.90 分，优秀率增加 10.60%。学生专业知识扎实、

实践技能娴熟和综合素养高，受到校内教师、特别是实习和

就业企业好评，多名学生在合作企业从事气动元件生产和维

护岗位工作，晋级二级技术人员。

②学生认可度好。学生评价 96 分，督导评价 95 分，

满意度提高到 96.2%。课程获学生、社会学习者企业和同行

一致好评。

4.2 技术支持服务
①学堂在线平台界面简洁，导航清楚，操作方便。课

程视频配有弹题防止刷课，考试过程全方位监控防止刷考、

替考；后台数据真实记录学习过程，便于教师督促和考核。

②平台配有技术人员持续进行维护和升级。团队按计

划发布学习任务、督促学习，讨论区积极与学生互动答疑，

及时发布液压与气动前沿动态。

4.3 课程示范引领情况
①形成 5E 教学新模式，在全校进行推广，对外参与多

家企业的学徒制培养和技术服务，提升了学校及人才培养的

社会声誉。

②课程在学习平台全球推广，面向社会学习者免费开

放，已开设四学期，累计 5787 人选修课程，课程学习、互

动人数和论坛发帖率均超过 90% 的同平台课程。校外 100

多名教师引用本课程进行在线教学，课程应用效果良好，认

可度高。课程建设理念、经验和模式受到同行好评，被 20

多所兄弟院校借鉴。

论文对基于在线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设计，

并在《液压与气动技术》课程实施中开展了两年多的教学实

践，最终会形成混合式教学模式关键环节的实施策略，对液

压与气动技术的混合式教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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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习考核评价

评价方式 评价要素

期末考试（40%） 理论考试（25%），实操考试（25%）

线上学习（40%） 视频（15%），图文（7.5%），讨论（5%），作业（7.5%），线上考试（15%）

过程考核（20%） 出勤、发言、作品，测试、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