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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course of Foundation of Mechanical Control Engineering plays a connecting role in the training program of mechanical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professionals. This paper expounds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 the explo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the Foundation of Mechanical Control Engineering from four aspects of teaching mode design, 
online resource construction, teaching activity implementation and course assessment, and through the research data of the learning 
time,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of the 2019, 2020 and 2021 grades of mechanic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xed teaching model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good study habits, It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good learn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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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课程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论文从教学模式设计、
线上资源建设、教学活动实施、课程考核四个方面阐述了《机械控制工程基础》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中进行的
一系列活动，并通过调研数据对银川能源学院机械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2019级、2020级和2021级三个年级学
生在不同授课模式下的学习时长、学习成绩、学习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混合教学模式能很好地提升学生的学
习体验，促进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有利于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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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

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在本专业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

位。本课程主要学习以闭环控制系统为分析对象的经典控制

理论内容，分别是控制系统的基础知识、控制系统的分析工

具、控制系统的分析角度及方法、知识的综合应用四方面的

知识，课程信息量大、内容抽象且理论性强 [1]，学生会产生

难以理解、学不会学不好的畏难情绪。同时在本课程学习过

程中，还涉及复变函数、大学物理、电子电工等先修课程相

关知识，而部分学生因先修知识掌握不良，导致教师教学费

力、学生学习吃力的现象 [2]。为解决这一问题，教学团队开

展了基于网络学习平台的机械控制工程基础课程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探索。

2 线上线下混合模式教学

2.1 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随着智能设备的普及、信息技术手段的革新，学生获

取知识的手段日渐多样化，获取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也进一步

拓展。学生虽然可以通过网络搜寻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开展

个性化的学习，却仍然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知识的理解不

够透彻，不能开展针对性练习，视频观看当下认为自己已然

学会相关知识，但练习题无从下手；二是遵循自身学习情况

开展的碎片化学习不具有知识的连贯性，很容易遗忘；三是

不能很好地综合应用所学知识，面对综合问题，没有头绪；

四是学习过程没有监控，网络上的海量内容会让学生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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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使用网络学习的过程中容易被网络上纷繁的信息吸

引从而偏离学习的主线，而去观看其他与学习无关的内容。

一方面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对学生开展线上学习的引导和监

控，另一方面要开展面对面的线下教学，帮助学生进行知识

的融会贯通。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很好地将在线

学习与面对面教学这两种教学组织形式有机结合，把当前信

息化教育与传统教学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使学习者

由浅层次向深度学习过渡 [2]，实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

原则的有效融合。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课程借助网络教学平台，构建了“时

空自由、环节互补”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学生通过

手机或 PC 机相对自主选择学习地点和时间开展线上学习，

完成教师下发的学习任务。通过完成学习任务，学生对所

学内容的难易产生初步认识，用来指导线下课堂注意力的分

配，更有针对性地获取知识。教师通过线上数据了解学情，

在面对面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线上学习情况进行细分，

加强共性难点知识的讲解，优化教学内容。若学生的个性问

题通过课堂教学依然无法解决，则可通过课间或者答疑时间

来解决，实现线上线下的互补。

2.2 线上教学资源建设
实现“任务发布—课前学习、测评—课中补充扩展—

课后复习、讨论”四环节有序衔接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多元的教学活动，需要以资源库建设为依托。

为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资源的需求，课程团队在大

量调研的基础上，找到学生在学习本门课中的“痛点”问题

并结合授课经验，制作并上传了类型丰富的既能解决学生

痛点问题又能满足教学的教学资料，包括涵盖课程大纲所有

知识点的详细教案、具有大量图片和例题以及练习题的 PPT

课件、覆盖所有知识点的教学视频、各个章节的思维导图、

不同难度不同类型的练习题和试卷等。资源库内容生活化、

由浅入深、覆盖全面，接受度较高，在有效降低学生学习的

畏难心理同时可以提高学生在学习中的成就感、调动学习积

极性，还能促使学生进行知识的迁移，用理论知识指导生活

实践。作业和试题库难易程度明确，具有测评性和扩充性，

能满足检测学生和扩充知识的需要 [3]。

在多样化的教师和学习伙伴方面，课程团队精益求精，

引用了吉林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的“控制工程基础”课程线

上资源。

在自主学习和灵活性方面，线上学习平台能提供随时

随地的学习服务。学生可以通过资源中指明的教学重点、难

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线上测试，检验自身学习效果。为掌握

集体学习状况，任课团队在学期中对学生进行了线上考试，

平台能够很精确的分析各试点班级的学生各个章节的学习

情况，任课教师可以结合该数据调整辅导答疑的侧重点和测

试，以利更加有效的教学。

2.3 教学活动实施
随着资源库建设日臻完善，课程团队在平台上开展丰

富的教学活动。教与学是一场互动的活动，教学活动能综合

反馈学生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掌握情况。良好的教学设计，

可以提升教学过程的流畅度、增加教学过程的趣味性，激发

学生乐趣和主动性，增进优质课堂互动的次数。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根据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和使用的

方便程度，在不同环节中使用了不同的教学平台。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使用雨课堂平台中签到、弹幕、随机提问、对话

等小功能，方便教师进行课堂管理的同时提升了课堂的趣味

性，也解决了一些有问题又羞于启齿的学生不好意思提问题

的尴尬难题。学生自主线下学习时则更倾向于使用学习通。

学习通平台的讨论区话题板块是一个互动模块，加强教师与

学生互动。教师可以结合班级情况，有针对性的讨论更有利

于指定班级课程学习的论题，在了解学生学习困惑的同时探

索更加适合不同班级的教学活动。

2.4 课程考核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课程考核采用“N+1+1”的考核方式，

分解和比例如表 1 所示。这种考核方式虽然把教师对学生的

评价从作业和期末考试分数的终结性评价调整为对学习全

过程的过程性评价，但依然不够及时和细致。存在耗费人工、

教学反馈粗放滞后的问题，不能精准反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个性和共性问题，教师无法及时动态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

内容，不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调整后 N 的分解方式如表 2

所示。

表 1 调整前的课程考核方式

符号 1 1 N

项目 课堂笔记 期末考试 作业 上机 测验

占比 10% 50% 15% 15% 10%

表 2 调整前的课程考核方式

符号 1 1 N

项目 课堂笔记 期末考试 作业 上机 测验
线上学习、课

堂表现等

占比 10% 50% 10% 10% 10% 10%

在混合模式授课方式下的考核指标更加细致全面，可

以实现全过程的评价。

利用平台高效便捷的统计功能，及时通过线上学习平

台精确记录的学生出勤、资料学习情况、测试成绩、课堂活

动参与度、讨论区话题讨论、弹幕区提问等数据发掘学生学

习过程中的问题，教师则可以更细致全面地了解学习过程，

将教学过程中的形成性评价和课程结束时的终结性评价结

合起来，让教学评价贯穿教学全过程。学生可以依据平台数

据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对提高学生“外在目标导向”和

“学习信念控制”能够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4]。调整后的考

核方式如表 2 所示，使得教与学都更具有针对性，教学过程

的每个环节都能得到及时的监控，有效地保障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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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合模式教学与线下教学模式对比评价

从学习时长（统计数据）、学习成绩、学习体验三个方面，

对本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9 级、2020 级和 2021

级学生在机械控制工程基础课程的学习进行了量化对比。

学习时长以章节计划学时与学生自主学习时长总和计，

其中 2019 级学生自主学习时长为学生自报时长，2020 级与

2021 级自主学习时长为线上学习时长和课下其他时间的学

习时长和。从图 1 可以看出，2020 级和 2021 级的学习时长

高于 2019 级。主要是因为混合教学模式中学生课下需要进

行线上学习和自主作业，单纯线下教学模式中经调研学生的

课下学习主要就是自主作业。从自主作业时长分析，2020

级和 2021 级学生平均作业时常短于 2019 级，学生自述因为

线上预习和课堂学习两次涉及知识点学习，内容理解程度和

熟练度均有所提升，作业时间显著缩短。

图 1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课程的学习量化对比

学习成绩 2019 级采用如表 1 所示考核方式，2020 级和

2021级采用如上文表2所示考核方式 ,对相关成绩进行分析，

2020 级成绩显著高于 2019 级，2021 级成绩高于 2020 级，

究其原因是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过程监控促使学生逐渐养

成了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良好的学习氛围，加强了学生对知识

点的记忆和练习。

学习体验则是通过线下调查问卷的方式在教学资源库

内容丰富程度、学习精力兴趣投入程度、学习动机提升程度、

课程喜爱程度、课堂趣味度五个方面进行的调研统计。图 2

展示了不同年级学生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 2020 级和 2021

级在五个方面的表现较之于 2019 级有所提升。因为扩展内

容的学习丰富了课程内容，学生获取的信息量增加，深化了

理论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从而使得学生的学习体验趋于

良好。

图 2 不同年级学生的调研数据

4 结语

通过对单纯线下教学模式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的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混合式教学模式既能够充分发挥

线下课堂面对面教学展示的优势，又能够有效发挥线上网络

化教学的资源优势以及跨时空、碎片化的特点 [5]，能够有效

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提升学习体验，达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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