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在线教学优秀案例

案例名称： 四杆机构线上教学与 PBL 小组任务

案例类别：教学改革

案例负责人： 曹阳 职称： 助教

所 在 系： 化学化工系

一、案例简介

（一）线上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本学期由于疫情的影响，我校被迫转为线上教学，而且

由于疫情的突发性，使得开学时候并未做好充足的准备进行

线上教学。另外对于部分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单纯的线上讲

课很难满足学生正常的学习要求。本案例涉及的课程《机械

设计基础》就是一门理论与实践联系较强的课程。经过与学

生和同行教师的沟通，总结了本课程在线上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1）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足；（2）无法很好的评价学

生的学习状态；（3）实践类课程没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不足；（4）课程思政流于表面。

（二）教学改革

针对以上线上教学的痛点，本门课程在授课的过程中充

分结合了上学期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经验，针对具体问题

做了如下改进。



1.2.1 针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足做的改进

线上教学学生面对的是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容易被这

些电子设备上的其他内容吸引，从而无法投入到学习中。针

对此问题我在线上教学的过程中做了如下改进。第一，将直

播课程改为线上微课，一堂课程只保留 20 分钟左右的讲课

时间，授课内容抓大放小，只讲重点内容，次要内容和知识

点留给学生自主学习。第二，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课堂活动，

小组沟通交流可以有效的提高课堂的活跃度。第三，以思维

导图的形式，让学生自己总结课本知识点，从而主动的探索

学习。

1.2.2 针对无法很好的评价学生的学习状态的改进

线上教学由于物理上的隔离，使得老师和学生沟通受

限，教师无法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针对此问题，结合前文

中提到的改进措施，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通过观察学生的

思维导图，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小组活动中让学生通过视

频反馈进行总结，可以使其自主的翻找课本，总结话术，学

生表述过程中专业术语使用以及流场程度能反映其学习状

态。

1.2.3 做好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本门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本课程的教学中要起

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作用。关于此点问题，主要是通过 PBL

小组任务来解决，通过小组任务，让学生可以学会利用课本

知识，并且去创造性的完成任务，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2.4 课程思政教学的探索



在与课程组的其他教师商量后，提议将机械与我国的制

造业加工业相结合来开展思政教育，这种结合不仅与授课专

业“对口”，又提高了学生的兴趣，使得课程思政可以充分

融入《机械设计基础》这门课程中。如将机械与中国制造相

结合，机械与工匠精神相结合等。这种融合提高了课程思政

与本课程的关联度，并且在讨论等环节加入课程思政教育，

让学生可以主动接受思政教育，避免课程思政流于表面。

（三）本案例教学过程

（1）课程开始，学习通通知大家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图 1 学习内容通知

（2）完成本节课线上学习内容。

本节课线上学习的内容是平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及

应用，微课视频共 26min，适当的给学生放宽学习时间，本

节课线上学习设置 30min。

图 2 本案例线上教学视频



（3）开始本节课小组任务

线上学习完成以后，开始小组任务，时间安排是 55min，

教师会和小组组长联系，参加到小组会议中。本案例小组任

务是制作四杆机构并标注相关运行参数。此任务学生需要自

行设置四杆的长度，判定四杆机构的类型，绘制极限位置，

标出极位夹角，小组任务最终成果如下图所示。大部分小组

可以完全在课堂时间内完成此任务。

图 3 本案例小组任务两例

（4）开始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在学习完线上课程以后，与小组任务同时开

始，可以利用之前的小组任务分组，使组内的学生充分交流

沟通，完成课堂讨论任务。本节课的课程思政教育内容设置

在讨论的环节中，详情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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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本案例课堂讨论截图

（5）小组任务作品展示与答疑

本节课的最后 15min，采用腾讯会议的形式，对小组任

务进行展示。由已完成任务的小组，进行作品展示与说明，

其他小组可以提问，交流各自作品的特点。在此教学过程中，

教师尽量旁观，要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展示他们已完成的

小组任务。鼓励小组之间提问与答疑，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教师再选择介入。采取这样的方式，学生可以对所学内容进

行深度的探究，更有利于学生巩固所学内容和探索新知识。

（6）课后作业

本案例的课后作业有两部分：一、以小组为单位，上传

小组任务的视频总结；二、完成本节课知识点的梳理，以小

组为单位完成思维导图。

视频反馈和思维导图的完成情况，可以反映出学生对知

识点掌握程度。视频总结需当天完成，思维导图本章结束后

合并提交。思维导图和视频反馈如下图。以小组形式完成作

业，可以加强同学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也可以降低单个学生



在课后的学习负担。

图 5 小组任务自述总结两例 图 6 本案例思维导图

（6）本案例教学环节与时间点梳理

表 1 本案例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开展方式 评价方式 起止时间

布置本节课学习任务 学习通通知 10：10 开始

线上微课学习 学习通章节内容
学习通后台学习时长与

重复观看次数
10：10-10：40

四杆机构小组任务 小组任务，组内讨论 学习通提交小组作业 10：40-11：45

小组任务答疑与总结
教师主导，腾讯会议

开展

提前完成，且质量较高的

小组额外加分
11：45-12：00

四杆机构的认识课堂

讨论（课程思政）

小组讨论，学习通公

屏发言（文字）

学习通后台参加讨论统

计，优秀回答额外加分
10：40-12：00

四杆机构小组任务视

频反馈
小组任务，组内讨论 根据视频自述总结打分 24 小时之内提交

本节内容思维导图 小组任务，组内讨论
根据思维导图完成情况

打分

本章内容完成后

合并提交



二、案例效果

（一）案例开展的意义与价值

单纯的线上教学学生主动性差，课堂教学形式单一，教

学效率较低，知识点枯燥，针对这些问题在本学期的《机械

设计基础》教学中做了以学生和课堂为主体，进行教学理念

的创新改革。通过教学改革，很好的解决了单纯线上教学存

在的痛点，对于完善线上线下教学体系有重要的意义。

以本案例为代表的《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一系列课堂

活动，在教学过程中从以下 4 点提高了教学效果。①采用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线下采用翻转课堂，结合有趣的课堂活

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课堂的吸引力；②教学过

程中突出学生为主体，通过综合性的小组任务和视频自述总

结，并结合章节结束以后的随堂测验可以较客观的反映出学

生的学习状态。学习通平台的学习数据也可以客观的反应出

学生学习情况；③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 PBL 小组

任务来解决。通过小组任务，让学生可以学会利用课本知识，

并且去创造性的完成任务，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④“机

械+中国制造”“机械+工匠精神”等相结合的课程思政探索，

在课程知识中提炼思政元素，将思政内容融入课堂讨论，让

学生可以在自己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接受思政教

育。

本教学团队目前已建立了《机械设计基础》、《机械设

计基础课程设计》等课程的在线学习平台，目前学习通在线

平台已经投入运行了 3 学期，使用本课程的学生主要来自材



料化学，冶金工程与化学工程与工艺。对于线上的学习通课

程还在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中，下一步的建设重点在完善思

政案例，优化教学活动中。最终实现以课程建设凸显专业特

色、凝聚教学团队、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教育创新等以一带

多的全面建设效果，全面提高我校本科教学质量。

（二）主要特色和成效

2.2.1 本案例教学特色与成效

本课程经过几个学期的运行，线上资源和教学活动越来

越丰富，每节课都尽量向本案例展示的效果靠拢，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明显。结合上学期学生的学习情况，在《机

械设计基础》开课的 10 月与 11 月线上学习的次数与频率并

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在期末结课时上学期 5 个班的总

学习次数达到了 20000 次以上。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对

本课程线上内容的学习从始至终都保持着极高的热情。

图 7 上学期《机械设计基础》线上学习数据



本案例充分利用 PBL 教学法设计教学活动，除了本案例

外，在《机械设计基础》上个学期的教学中也多次使用 PBL

教学法，如轮系，凸轮等部分的内容。利用 PBL 教学法极大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完成了以学生和课堂为主体的教

学改革。

图 8 凸轮机构小组任务

图 9 轮系小组任务



2.2.2 学生感悟

学习《机械设计基础》有感

材料化学 2002 班 冯焕妍

经过一个学期《机械设计基础》学习，使我获益匪浅。

今天，我很高兴我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个人的学习感悟。

主要是学习方法上让我感到惊喜。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上课。这种方式改

变了一贯线下授课的老套，同时也没有失去线下教学的优

势。线上授课特别节约时间，同时遇到没听明白的地方，还

可以无限回放。在上课的时候，同学们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

随时举手向老师提问，在听线上课的时候，老师不停的在教

室溜达。既避免了我摆烂的现状，与此同时，我在听线上课

的时候可以随时像老师提问。这样就大大调动了同学们积极

性和参与性。听完线上课之后，还会有随堂练习把所学到的

知识加以巩固。

二是我们每个人要自主成立小组，开展小组活动。比如

在四杆机构这一章里，老师组织小组制作了曲柄摇杆机构和

曲柄滑块，使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毫不夸张的说，我已经

把知识牢牢印在脑子里了。之后会进行小组作业拍照上传，

老师会及时批改并指出作业中的问题，并且老师还会不定时

的展示完成度较高的小组，我们可以学习并订正自己的作

业，从而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取长补短。

三是思维导图的完成。此外，我们还会有线下的作业，

除了增强我们的动手能力之外，老师还设置了思维导图的完



成，每一章都会有每一章的思维导图。当然是我们自己制作

哦！完成之后会有很大的满足感，记得在做第一次思维导图

的时候，我不敢相信在这一堂课中，我居然学习到了这么多

知识，我还把这些知识如此美妙的串联了起来。不仅是这样，

仿佛做了思维导图之后，知识便停留在我脑海里了。

在学习过程中，仿佛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学习过后，就

恍然大悟，突然眼前一亮，世界都变得晴朗。在这里简单简

单的展示一下老师分配的任务和我们小组的拙作。



《机械设计基础》学习心得

材料化学 2003 班 杜淑婷

在上学期我接触到了机械设计基础这门课程，起初我觉

得这门课肯定是既难又无趣，但是在曹阳老师的带领下，我

发现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令我映像最深的是学平面连杆机

构这一章节。首先，我们先学习的是平面连杆机构第一节平

面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及其应用。通过 26min 的线上学习我

们掌握了平面连杆机构，铰链四杆机构，机架，连杆，连架

杆，曲柄，摇杆的概念；掌握了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类型及

其变化等，之后老师强调了重难点。掌握了理论知识后，老

师发布了小组任务，通过利用事先准备的瓦楞纸让同学们亲

自动手制作一个铰链四杆机构并将有关信息标明。这一任务

激发起了同学们的兴趣，班级里出现了此起彼伏的讨论声，

力图做到最好。下图为我们小组作品：

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在动手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很多乐

趣，也更加的了解四杆机构。其次我们学习了平面四杆机构

的基本特性和平面四杆机构的设计，对这两节内容的学习依

然是先看视频自主学习，之后老师强调重点和为我们解答疑

惑。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极位，极位夹角，传动角等名词的含

义，掌握了急回特性出现的原因，行程速比系数的含义等，



更学会了如何通过图解法设计平面四杆机构等。学习掌握内

容后，我们做了随堂练习，结果有对有错，错的重新学习加

深了映像。当然，这节课的学习也是有小组任务了，这次的

小组任务不简单，因为是在上一个小组任务的基础上进行计

算，要是轨迹画的不准确很难计算，这就难倒了几个小组。

老师看出了我们的困难，将有问题的图都进行了指导，在老

师的帮助下这些小组重新画图并且完成了计算。

整个章节学习完之后，老师让小组合作完成思维导图。

做思维导图的意义在于将所有的知识点串联在一起，并且在

做的时候可以再学习一次加深记忆。做思维导图很新颖而且

有很大的作用。不仅仅是这一章节每一章节结束，都会做。



2.2.3 同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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