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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线下”教学模式在桥梁工程课程中的
探索与实践

———以沈阳建筑大学为例

张可心ꎬ王占飞ꎬ沈欣元ꎬ于　 玲

(沈阳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大范围传播情况下ꎬ各大高校开始实行教学体系的变革ꎬ在
疫情持续阶段高等教育面临的不仅是难题ꎬ也是机缘ꎮ 高校复课后ꎬ全面实行在校

线下授课ꎮ 从传统线下教学背景下开展“互联网 ＋ ”双线教学的必要性出发ꎬ提出

了“互联网 ＋ 线下”融合教学模式的构建思路ꎬ在此基础上ꎬ以留学生班和普通班的

桥梁工程课程为例开展了“互联网 ＋ 线下”双线融合教学实践ꎬ结果表明ꎬ该模式能

够扬长避短ꎬ是传统教学和线上教学各自优点的良好结合ꎮ

关键词:互联网 ＋ ꎻ互联网 ＋ 线下ꎻ融合ꎻ双线教学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４　 　 　 文献标志码:Ａ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 日ꎬ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ＷＨＯ)于瑞士日内瓦宣布ꎬ将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１]ꎮ 截

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全球累计病例超过

２. ３２４亿人ꎬ我国现有累计确诊及疑似病例仅

为 ９６ ０８１ 例ꎬ现有确诊病例 ２ ６８９ 例ꎬ降低病

毒感染与传播的效果十分明显ꎬ疫情得到了

全面控制ꎬ但境外输入的风险仍不可小觑ꎬ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ꎬ疫情防控将成为常态化ꎬ
常态化疫情防控ꎬ意味着进入了“后疫情时

期” [２]ꎮ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ꎬ各省份、区域逐渐开

工复学ꎮ 受常态化疫情防控影响ꎬ复学后高

校的教学模式安排也成为了学生、家长和社

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３]ꎮ
新型冠状病毒威胁下ꎬ中国乃至世界的

教学领域都身兼重任ꎬ开始施行全覆盖的大

范围“互联网 ＋ ”教学模式ꎬ替代线下面对面

的传统教学模式ꎬ使得学校教育发生了新的

变革[４]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教育部新闻发布

会上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发表了讲

话ꎬ他指出融合了“互联网 ＋ ”技术的在线教

学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世界高等教育的

重要发展方向ꎬ“我们再也不可能、也不应该

退回到疫情发生之前的教与学状态” [５]ꎮ 而

传统的线下教学方式的优势主要在于ꎬ它便

于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课堂互动和感情交流ꎬ
便于教师根据学生掌握、吸收的程度及时对

授课内容、方式作出相应的调整[６]ꎮ 高校复

课后ꎬ全面实行在校授课ꎮ 笔者将 “互联

网 ＋线下” 的教学模式应用于桥梁工程课

程ꎬ开展了“互联网 ＋ 线下”双线融合教学

实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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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互联网 ＋线下”教学模式的

应用现状

　 　 近期ꎬ我国大部分一流高校开始更多地

利用“互联网 ＋ ”的慕课资源ꎬ尝试线上线下

互补的混合课程体系ꎬ并对于其他平台反馈

的学习数据进行及时分析ꎬ不断改进课程的

教学设计ꎮ 面对文化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

展ꎬ教师要结合新形势、适应新环境ꎬ以积极

主动的态度采取对策ꎬ与时俱进ꎬ主动创新ꎮ
笔者通过对沈阳建筑大学及邻近高校的

１０１ 名教师进行内部调查和访谈ꎬ发现不同

教师会根据所教授课程的特点和各自的教学

习惯而选择不同的教学平台ꎬ主要采用的

“互联网 ＋ ”授课模式有 ３ 种ꎬ分别是直播日

常教学、录播教学、学习平台协助教学ꎮ
１.运用互联网学习平台协同教学

教师利用各大知名高校网络在线学习平

台(智慧树、超星尔雅等)发布的上线课程ꎬ
与线下教学相结合开展教学实践ꎮ 各大学习

平台为教师提供了优秀教学案例和课堂教学

形式指导ꎬ能帮助教师尽快熟悉新的平台产

品ꎬ完善自己的授课模式ꎮ 网络在线学习平

台的优势在于其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ꎬ学
生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和复习课程ꎬ但其确实

也存在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少、无法实时记录

和回应学生的问题ꎬ导致实际教学效果一般ꎮ
２.互联网直播教学

根据课程表的时间安排ꎬ教师通过网络

直播平台(腾讯会议、雨课堂等)在网上进行

授课ꎬ学生在家中通过电脑或手机等设备登

录帐号进行在线学习ꎬ尽可能地还原传统线

下课堂面对面的教学环境ꎮ 借助直播平台ꎬ
教师将线下教学过程中的课堂问答、作业检

查、师生互动等都转至线上进行ꎮ 多种渠道

网络直播平台进行的在线教学ꎬ由教师牵头、
学生参与并相互予以配合ꎬ是线下教学环境

的模拟ꎮ 在此过程中ꎬ既帮助学生找回线下

听课的感觉ꎬ也帮助教师找回线上授课的感

觉ꎬ教师能及时发现问题并为学生答疑解惑ꎬ
师生之间能较好地进行交流与互动ꎮ 但直播

教学的环境条件会影响线上课堂的教学质

量ꎬ如教学效果会受到网络稳定性的影响ꎮ
３.互联网录播教学

据调查ꎬ许多教师选择了实况教学法进

行教学ꎬ尽最大努力还原线下教学环境ꎬ并及

时解答学生的疑惑ꎬ师生之间进行良好的交

流与互动ꎮ 有的教师选择通过网络在线学习

平台进行教学ꎬ利用名校在线学习平台的在

线课程结合课堂讲解进行教学ꎬ在引导学生

学习的同时ꎬ教师也可以学习名校优秀教师

的教学方法ꎮ 由于录像对周围环境和时间的

要求很高ꎬ只有少数教师选择自己录像的方

式进行教学ꎮ
教师通过布置具体的任务来引导和启发

学生ꎬ学生利用教师提供的学习资源ꎬ结合自

发收集的信息开展小组讨论ꎮ 通过交流ꎬ学
生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ꎬ提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ꎬ进而通过分享优秀成果ꎬ获
得成就感ꎬ提高学习兴趣ꎮ 在使用这种教学

方法时ꎬ教师应充分考虑任务的全面性ꎬ科学

地设置反馈时间ꎬ为学生提供合适的资源

平台ꎮ

二、桥梁工程课程“互联网 ＋线下”教
学模式的突出亮点

１.打破传统地域限制

桥梁工程课程教学是加强现代化基础设

施建设ꎬ实现交通强国ꎬ培育高质量应用型人

才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传统的桥梁工程课程教

学方式一直受固定地域和固定时间等客观因

素的制约ꎮ 在后疫情时期ꎬ“互联网 ＋ 线下”
教育模式摆脱了这种束缚ꎬ教学方式从固有

形式走向多元化ꎬ使得未返校的留学生ꎬ能够

在任何地点ꎬ与国内学生同步获取课堂教学

内容ꎮ
２.集中教学与自主学习互补

首先ꎬ通过合理的课程安排ꎬ教师可以以

直播的形式给在校生和非在校生进行集中授

课ꎬ学生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学习状况ꎬ通过录

播的形式对理解得不透彻的地方反复进行观

看ꎮ 其次ꎬ非在校生对课程有疑问的地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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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评论栏进行提问ꎬ线下的助教学生把

问题及时转给教师ꎬ教师进行课堂答疑ꎬ充分

发挥了教学的互动性ꎮ 同时ꎬ非在校生也可

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学习方式和

学习状态ꎮ
３.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和生动

“互联网 ＋ 线下”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

教学方式的局限ꎬ以其视野清晰和内容生动

的优势在桥梁工程课程的有限元计算中得到

了较好的应用ꎮ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通过在线

演示有限元软件的使用方法来吸引学员的注

意力ꎬ学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口ꎬ观看到清

晰的软件操作流程ꎬ对不懂的操作进行实时

提问ꎮ 避免了以往多媒体演示操作过程中ꎬ
由于软件界面字号较小ꎬ学生看不清楚ꎬ造成

理解障碍甚至产生厌学情绪的现象ꎮ

三、桥梁工程课程“互联网 ＋线下”教
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互联网 ＋ 线下”教学模式在满足防疫

工作要求的前提下ꎬ有助于完成在校和非在

校学生的教学任务ꎬ使非在校学生能够更好

地感受课堂气氛ꎬ在校学生能够更加清晰直

观地观看演示环节ꎬ但其在运行过程中也出

现了一些问题ꎮ
１.非在校生与教师的互动反馈不畅

对于非在校学生的线上教学ꎬ容易出现

线上答疑秩序混乱的现象ꎬ由于其线下问题

较多ꎬ助课学生难以有效地转述问题ꎬ授课教

师无法实时对所有提问进行答疑ꎬ导致非在

校学生的学习效果不理想ꎮ 由于每个学生的

个体差异较大ꎬ所以每位非在校生的参与度

大不相同ꎬ自主能力强的学生可以与教师实

时互动ꎬ但自主能力弱的学生ꎬ对学习抱有敷

衍的态度ꎬ教师难以实时掌握学生的参与度

和学习的反馈情况ꎮ
２.有效的监督管理匮乏

线上学习对非在校生的自律和自控能力

要求比较高ꎮ 对于自控能力较差的学生ꎬ要
想发挥线上授课的优势ꎬ有效的监督管理必

不可少ꎮ 目前ꎬ授课教师仅能用有限的方式

来保证出勤率ꎬ如以群内回复、指定拍照、随
机点名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注意力ꎮ
３.在校生利用手机端观看课堂演示不流畅

教师在教室授课过程中通过在线演示软

件的使用方法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ꎬ学生可

以通过电脑或手机客户端口ꎬ观看到清晰的

软件操作流程ꎬ对不懂的操作进行实时提问ꎮ
但有的教室移动网络信号弱ꎬ学生观看电脑

或手机端演示画面的卡顿现象时有发生ꎬ观
看效果受到影响ꎮ

四、桥梁工程课程“互联网 ＋线下”教
学模式的改进思路

１.发放讲义ꎬ定期交流

首先ꎬ教师可以以建立微信群、ＱＱ 群的

方式ꎬ把授课时间表、课前讲义与课程 ＰＰＴ
等材料提前发放到学生手中ꎬ让学生提前作

好预习ꎬ课后及时复习ꎬ提高听课效率ꎬ增强

师生间的互动交流ꎮ 其次ꎬ教师要定期组织

学生开班会ꎬ通过学生的反馈ꎬ对教学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加以改进ꎮ
２.培训助课学生ꎬ建立小组管理机制

对于录播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

随地都可以学习ꎬ并可以对重点、难点的教学

内容反复进行观看ꎬ满足学生循环观看的需

求ꎬ便于学生的再学习、再巩固、再记忆ꎮ 建

立学习小组ꎬ每个小组 ４ ~ ７ 名成员ꎬ设组长

１ 名ꎬ且组长为在校学生ꎬ在直播上课时ꎬ由
组长统一收集组员的问题并转述给教室讲台

上的教师ꎬ保证“互联网 ＋ 线下”授课秩序井

然ꎮ
３.完善硬件设施

首先ꎬ作好教师授课前的硬件设施(自
拍杆、充电宝等移动电源)准备ꎬ保证教师在

授课过程中录像角度好、无死角、不间断ꎮ 其

次ꎬ尽快完成学校网络的升级改造ꎬ确保直播

顺畅ꎮ

五、沈阳建筑大学桥梁工程课程教学模

式实践探索

　 　 后疫情阶段ꎬ“互联网 ＋ 线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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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留学生班和普通班桥梁工程授课所依

托的重要手段ꎬ更是传统线下教学的重要

补充ꎮ
１.根据教学环境的变化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

计划

　 　 在全面开展线上教学之前ꎬ要对疫情防

控下教学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作出预判ꎬ基于

这些问题做好核心课程的教学进度安排非常

重要ꎮ 要细致地考虑留学生班和普通班课程

教学实施方案的可行性ꎬ制定合理的课时安

排ꎬ选择合适灵活的在线教学形式ꎬ力争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教的有序高效、学的顺利有效ꎮ
大学生是一个求知欲强烈且敏感的群体ꎬ疫
情持续期间ꎬ网络上充斥着关于疫情的大量

真假信息ꎬ往往容易引发大学生的焦虑心理ꎬ
且学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ꎬ与外界缺少交流ꎬ
很难保持以前的学习状态ꎮ 教师在刚开始讲

授时要减少学生自己的预习时间ꎬ随着课程

的逐步推进ꎬ再提出建议ꎬ作出相应的调

整[７]ꎮ
在授课时多采用交流讨论的形式ꎬ避免

教师自己“一言堂”ꎮ 应教育部的建议ꎬ远程

网络教学一节课以 ３０ ｍｉｎ 为宜ꎬ为方便校领

导与教务部门对教师互联网教学的管理与监

督ꎬ课程表将时间安排改为“３０ ＋ １５ ＋ １５ ＋
３０”ꎮ 根据桥梁工程课程的特点ꎬ３０ ｍｉｎ 用

于与学生共同参与讨论一个模块的重点、难
点知识ꎬ使学生能结合工程使用常用公式ꎮ
１５ ｍｉｎ 用于与学生沟通和交流ꎬ答疑解惑ꎬ
提高学生的学习实践感ꎮ

互联网线上教学开学的第一课时公布整

个学期的学习任务与学习计划ꎬ使学生能对

课程有整体、系统的认识ꎮ 并在留学生班和

普通班课程教学实施方案中明确教师和学生

每周要完成的学习任务ꎬ要求学生观看慕课

核心课程ꎬ把部分教学视频设置成学生必须

观看的视频ꎬ并将其纳入课程考核环节ꎬ让学

生既巩固基础ꎬ也渐渐恢复学习状态ꎮ
２.根据线上教学的特点做好留学生班和普通

班的教学评价与考核

　 　 根据课程的特点对重要知识点进行划

分ꎬ对留学生班和普通班课程教学中相关的

内容进行优势整合ꎮ 结合课程教学安排ꎬ制
作知识树思维导图ꎬ利用思维导图工具设计

网上导学内容ꎬ重点突出ꎬ直观明了ꎬ查阅方

便ꎮ 为让更多的留学生班和普通班学生参与

课堂学习ꎬ教师重新设计制作 ＰＰＴꎬ不设过多

的铺垫ꎬ以问题引导为主ꎬ直奔主题ꎬ简洁明

了ꎮ 师生采用多种方式进行交流ꎬ共同解决

课程主要问题ꎬ帮助学生树立信心ꎬ获得学习

的满足感ꎬ找回最佳学习状态ꎮ
在设计直播课的内容和其呈现形式时ꎬ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ꎬ从导学、教学进程、复习

３ 个阶段ꎬ考虑课程预期效果ꎬ结合直播课软

件实际功能ꎬ对直播教学作出新的尝试ꎮ 为

了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ꎬ应更加重视网络直

播平台的使用ꎬ通过弹幕、留言等方式让学生

更多地参与进来ꎮ 课程中的难点和易错点主

要在 ＰＰＴ 或电子白板上进行讲解ꎮ
科学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提供的学生在线

学习数据对网络教学进行评价ꎬ并将结果及

时反馈给师生ꎬ以便于教师调整教学方法ꎬ提
醒和激励学生ꎬ改善学习状况ꎬ使网络教学评

价更有意义ꎮ
在课程考核方面ꎬ留学生班和普通班学

生平时的课堂表现分值占总分的 ３０％ ꎮ 疫

情期间ꎬ桥梁工程课程学生的课堂表现分值

提高到了 ４０％ ꎮ 适当增加课堂学习和课堂

师生互动的分值比例ꎬ大大调动了学生在课

堂上的积极性ꎮ 同时ꎬ结合学习通等软件的

答疑功能ꎬ设置知识点的答疑环节ꎬ对主动答

疑的学生给予加分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ꎬ提
高其课堂的参与度ꎮ 定期公布学生分数ꎬ增
加网络评价的透明度ꎬ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课堂互动ꎮ

六、结　 语

疫情期间ꎬ针对教育部的重要指示ꎬ各高

校开始推行“互联网 ＋ ”教学模式ꎮ 笔者在

桥梁工程课程中采用雨课堂与 ＭＯＯＣ 相结

合的教学方法ꎬ通过该平台学生可以更好地

进行学习、复习和完成作业ꎬ从而达到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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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ꎮ 后疫情时期ꎬ如何发挥网络教育

的价值ꎬ凸显网络教育的实效性ꎬ需要从各个

方面做好网络教育的创新与改革ꎮ 网络教育

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ꎬ这是一个长期的

探索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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