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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优秀案例】 

《现代工程图学》课程 

工程学院  乔春蓉   

一、线上教学背景与课程资源准备 

2022年初的疫情爆发，再一次打乱了我们原来的生活，线下教学的时间

不断延后，虽然很多学生按时回归了校园，但我们只能相聚空中课堂，开展

线上教学。 

《现代工程图学》是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

基础课，主要讲授计算机绘图软件的操作和部分理论内容。依托教学团队编

写的“十三五”规划教材《机械制图》、《机械制图习题集》和《AutoCAD

上机指导与实践》、自建的超星学银在线课程《计算机绘图》，及授课班级

QQ 群，本课程线上教学得以顺利开展。  

 

规划教材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2

2816893 

线上教学平台 
QQ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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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总体思路和策略 

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线上部分借助超星平台发布预习任务，监控学习

进度，通过学习通腾讯会议和投屏的方式实现签到、课堂练习、讨论、提问、

抢答、在线答疑等教学过程的时时互动。线下部分通过作业、主题讨论、分

组合作任务、课后辅导等巩固和提升学习效果。 

    

三、教学过程实施 

课程教学过程的设计以教学目标为线索，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

思想贯穿于课前准备、课上实施和课后提升的每一个环节，力争做到教学过

程组织有序，学生乐学、好学、会学。 

1.课前准备 

课程教学班是上一学期《现代工程图学（上）》课程的延续班，上学期

末就已布置学生要准备电脑并安装相应软件。开学前一周，在平台上创建好

班级，添加进学生，设置好成绩的权重。 

课前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好每节课的教学流程，提前在学习通上发布预

习通知或课前讨论，适时掌握学生的预习效果，并根据反馈数据，及时调整

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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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思维导图 

教学流程                  

课前讨论 

预习反馈 

2.课上实施 

正式上课时，首先在学习通上开启腾讯会议，打开投屏功能，发布签到

任务。 

  

然后讲评作业或讲解有争议的课前讨论，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引

入新的课程内容。课上学习主要是以任务驱动、探究实训为主，学生按要求

对照任务点完成视频学习，并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将跟着视频练习的结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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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应的课堂活动中。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始终监看学习进程，及

时纠正错误，保持在线答疑。 

 

教师还要对线上教学内容进行扩展，并对重点知识深入讲解和强调。同

时，为了检验学生学习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课程充分利用平台优势，

将提问、抢答、问卷、讨论、课堂练习等环节穿插其中，从而实现师生之间

的频繁互动。   



 

 - 5 - 

 

 

3.课后提升 

课程结束后，教师及时发放和批改作业，辅导答疑。学生需在教师的引

导下复习回顾，完成课后任务。同学之间探究合作，分享交流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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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课程的深度和广度，选择了一些中等以上难度又有趣味的题目，

还设置了分组任务（PBL）以锻炼同学之间协同合作，提高挑战度，激励个性

化、竞争性学习。 

  

教学常识引思政、课程案例带思政、课后任务强思政，思政教育细无声

地融入到《现代工程图学》的各个环节，学生在规范化绘图的同时，也能够

自觉培养工匠素养、家国情怀、增强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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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教师还要查看课堂报告和学情统计，掌握每位学生的课堂表现、

学习次数、章节的完成情况、作业完成率、章节测试的成绩，找出共性问题，

及时调整教学策略，进行教学预警。

 

四、教学反思 

通过《现代工程图学》课程的在线教学实践，有几点感触： 

1.现代信息技术服务教学是大势所趋。疫情的不确定性，使得线上教学

越来越常态化。即便是线下课、线上线下混合课程中，教学平台的使用、课

程的录制与剪辑、课程资源的储备、教学管理与互动等都离不开现代信息技

术。智慧教学模式下，迫切需要提高教师的技术素养，一线教师必须成为“多

面手”、“钢铁侠”，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复杂状况下的教学要求。 

2.好的平台和契合度高的课程为在线教学质量保驾护航。中国大学 MOOC、

超星、智慧树等教学平台不仅为在线教学提供了资源保障，而且还提供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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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的互动空间，教师可直接引用优质课程。我们的做法是软件部分依托自己

的《计算机绘图》精品课程，理论部分引用两章青岛科技大学工程图学教学

团队的视频资源，打造自己的课程特色，不断丰富题库、作业库、活动库和

思政元素，课程的契合度比较高，学生学得积极、教师教得轻松。 

3.学生在线学习的效果和教师的教学活动设计相辅相成。《现代工程图

学》在线教学中，学生是自主学习的主体，老师更多地关注于引导、管理、

评价、反馈和答疑。要使学生能够“学得进、喜欢学、学得好”，就得花心

思设计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比如什么时间发放课堂练习，选择哪些学生提

问，什么样的作业和拓展练习才既能驱动个性化的需求、激发学习热情，还

能达到深度广度的要求，什么样的思政内容能够净化学生情感又能培养严谨

治学的态度等等。师生之间在教学活动中相辅相成，才会做到在线学习“内

容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4.在线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急需教学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受教学任务重和

能力所限，虽然《现代工程图学》线上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都进行过

尝试和实践，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线上课程，教学实施后的总结和

深度反思也缺乏理论上的升华。作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认证课程

体系下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现代工程图学》的课程建设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