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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工科背景下，对力学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目前人才培养方案的需求。

因此，文中针对短学时理论力学课程提出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改革，探索建立适合力学课程的教学体系，从课程面

临的问题出发，对教学体系设计、教学流程实施等方面对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阐述。通过教学实践应用，新的教学模式取得

良好的效果，为理论力学课程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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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disciplines, 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mechanics basic courses,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are no longer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current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Therefore,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adopt a blended learning model for teaching reform in the short term theoretical 
mechanics course,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aching system suitable for mechanics courses. Starting from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urse,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design of the teaching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l. Through teaching practice application, the new teaching mode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theoretical mechanics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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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网络信息技术在各行业快速应用及发展，与教

育行业也进行深度融合，信息化在教学领域中大规模应用

和智能终端的普及，高等教育信息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加

快了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的改革
[1]
。目前有大量的学习平

台应运而生，平台上有大量的教学名师、高校教授等高质

量大学课程的教学视频和教学课件
[2]
。而大学课堂教学如

何利用这些优质的资源，以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提

高教学质量是高校教师关注的问题。其次，在《关于加快

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

见》文件中指出新工科教育改革的方向是运用先进的教育

理念，创新的教学组织模式、教学内容和方法，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3]
。在新工科教育教学改革

中，如何结合高校自身的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

体系也是当前各高校关注的重点。本文结合沈阳建筑大学

理论力学课程，开展了短学时理论力学研究式教学实践。

针对短学时理论力学目前面临的课时紧、任务重的问题进

行了教学改革探索，笔者提出构建理论力学混合式的教学

体系，其中包括教学体系设计、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流程

及考核方式等方面。 

1 短学时理论力学课程面临的问题 

理论力学是现代工程技术的坚实基础，它是土木、交

通、机械制造、材料科学等相关工科的基础，几乎与所有

的新工科专业相互交叉，直接解决新工科专业中的力学难

题
[4]
。理论力学课程目标是通过学习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力

学逻辑思维，培养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组织

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根据力学基本原理建立相应数学模

型的建模能力、具有对实际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和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力学素质奠定基础并加

强学生的工程概念。理论力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承担推

进专业新工科改革的重要任务。新时期下，学生培养方案

中提出了各方面能力的更高要求，理论力学的教学中贯穿

对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及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在大学课程总学时日益缩减的背景下，根据最新版的

《高等学校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规定，目前我

校交通专业的理论力学教学要求在 40 学时内完成所有基

础教学内容，并设置适当学时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学生首

次接触力学课程时，需要建立自己的力学思维，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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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对新的知识点进行理解和消化，而后才能对实际问

题进行分析应用。而力学基础理论比较复杂抽象，内容跨

度较大具有一定难度，需要占用大量的学习时间才能掌握

课程内容，而目前高校对学生的培养增加了选修科目及课

内外活动，学生的碎片化时间增加，长时间专心学习的时

间减少，因此理论力学传统教学模式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普遍不高，难以理解的课程内容更是让学生增加

抵触的心理，产生还没开始课程学习就已经认为该门课程

难学、挂科率高等负面情绪。综上所述现阶段理论力学课

程面临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课程内容多但课程学时紧

缩，直接减少课程内容会破坏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

影响后续课程的知识点衔接；其次，教师降低知识点讲解

频率和深度，会使学生知识点掌握片面化理解不透，不利

于学生长远发展；最后，传统灌输式讲授方式进行教学，

会降低课堂上师生互动及生生互动，教师难以把控学生进

度，不利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教学改

革，长此以往学生会失去学习兴趣，产生应付的情绪，客

观上造成了理论力学课程不及格率偏高，无法满足工科教

育培养目标的要求和现代工业对本科生的需求。必须有针

对性地进行课程的教学改革和调整，解决课时大幅缩减下

如何保证教学质量这个难题。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引入

混合式教学模式，为理论力学课程教学提供新思路，尝试

改变理论力学课程现状。 

2 短学时理论力学混合式教学特点及优势 

混合式教学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将面授教学与在线学

习相融合，通过融合课堂资源、网络平台资源或其他资源

等，将传统封闭式课堂教学与线上开放式教学各自的优势相

结合起来，以达到更适应当前教育环境的一种教学模式
[5-6]

。

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要根据课程目标、专业培

养方案以及课程资源条件等进行系统性和融合性的课程

建设，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将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深化改

革，同时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混合式教学模式

针对传统课堂进行改革，汲取在线学习与课堂面授学习两

种教学模式的优势，重构教学方案设计、教学组织活动、

教学资源建设及课程考核体系等，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

标，解决目前短学时理论力学存在的弊端。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将传授式教学转变

成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针对短学

时理论力学课程性质，基于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混合式

教学模式体现出以下几方面优势：首先，在线学习方面可

以代替传统课堂知识点讲授，将课堂填鸭式教学转化为学

生的自主学习任务。教师应用线上平台合理安排学习内容、

发布学习大纲、课后习题以及接收学生的学习反馈，使学

生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知识点学习，教师担任对学生的引

导和监督的角色，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自我学

习和思考能力，能够有效地延伸课堂的教学空间以及节约

课堂时间成本；其次，课堂面授方面主要是针对知识点的

巩固、串联及实践应用能力等方面进行提升，根据学生线

上学习结果的反馈，再结合不同章节的知识单元难易程度，

教师可以灵活地进行课堂活动内容的调整，保持了混合式

课堂教学流程和教学方法的弹性；最后，培养了学生的综

合能力，学生通过自学、师生互动以及生生互动的形式来

获取更多元化的学习成果，从而达到对新知识的理解、自

身知识体系构建及知识创新应用的效果，培养学生的学习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新工科背景下对人才培养

的要求。总而言之，本文提出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主要以新

工科教育目标为背景，以培养方案为导向，主以学生为本，

教师灵活运用教学模式，引导和监督学生学习，以达到课

程的教学目标。 

3 短学时理论力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本课程依托辽宁省金课网络学习平台、学习通 APP

及长江雨课堂平台，对理论力学课程进行混合式教学改革

设计及实践。基于混合式教学特点及优势，通过现代教学

手段，本文进行了短学时理论力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并制定教学体系框架，如图 1 所示。 

根据本课程的特点及教学经验积累，将课程教学过程

分为五个阶段，课前教师准备阶段、学生自主学习阶段、

课堂师生合作学习阶段、课后实践探究阶段以及课程考核

阶段。教师课前通过以往的教学经验以及对结课学生的调

研情况，精心制定教学内容的授课计划，选择优质适合的

教学资源，强化学习交流过程，制定完整的课程考核评价

体系。教师作为主导者，提前一周发布课前学习任务，学

生按照要求自行线上知识点学习并阅读相关材料，完成预

习作业并总结学习成果反馈教师。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情

况制定课堂内容，将难点、重点内容进行深入剖析并加以

巩固，选取类型题、工程实际问题让学生进行分析讨论，

一系列课堂活动后进行课堂测试，掌握学生课堂学习效率。

课后进行知识巩固，完成课后练习册以及实践作业，教师

定期进行课后答疑。最后进行课程全面考核，主要引导学

生参与课程教学的全部过程，全面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的

理解以及应用能力。该教学体系的构成主要是基于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理念，以能力提升为目标。探索了理论类课程与

实践有效结合的教学方式，完善和丰富教学体系和形式。 

 
图 1  短学时理论力学混合式教学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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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短学时理论力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 

本文以沈阳建筑大学理论力学课程为例，基于跨校修

读模式的混合式教学进行实践，探索了混合式教学模式下

理论力学课程教学模式，为力学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实践经

验。混合式教学实施环节包括课前教师准备工作、课前线

上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活动、课后实践作业以及课程过程

考核评价。整个教学体系实施步骤如下： 

4.1 课前教师准备工作 

（1）准备线上学习资源。现阶段网上学习资源众多，

需要任课教师根据课程需要选取合适优质的学习资源，而

本课程的线上学习资料选用辽宁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理

论力学》，该课程资源完整、教学内容丰富、理论讲解细

致，课程结构明确。平台资源与学习通 APP 对接，学生可

以选择网页端或手机端进行网络教学资源学习、完成练习

题、查看课外资料以及班级学习讨论等。同时教师可以线

上布置线上练习题、监督学生的学习完成情况以及自学时

的问题和疑问。这为混合式教学提供基础。 

（2）选择教学内容和规划。短学时的理论力学教学

内容一共 12 章，包含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三大篇内

容，授课内容繁重，如果按传统课堂进行授课就得相应减

少教学内容，造成课程知识体系不完整。引入混合式教学

后，学生线上就可以完成一些基础知识点的学习，减少课

堂讲授内容。由于不同学校和专业对内容讲授顺序和侧重

点不同，习题与案例分析也有所不同，因此线上课程内容

管理上，适当删除平台资源中不适合的习题或者案例分析

内容，增加本专业相关的案例与习题，教师再按照规划的

教学日历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发布给学生。 

（3）建立学习交流群。开课前教师创造有利于学生

的学习氛围，建立班级微信群，在群里学生可以实时互动，

同时教师可以在微信群中发布学习内容及课程相关课件

材料，也能随时回复学生的问题。同时方便课下师生交流

学习心得，学生可以在微信群内进行实践案例分析和小组

讨论等课后作业活动安排。 

（4）建设课程资源。教师结合线上学习内容和教学

任务，建设单元练习题库，可以及时督促和考查学生在线

学习情况。学生在线学习后及时完成相对应的单元练习题，

可以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结构。为了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练习题目的难易程度由浅入深，有对基础知识点考察的题

型，主要让学生学会知识点的应用，考核学生是否真正有

效率地进行线上学习。有综合拔高类的题型，主要是启发

学生进一步深度思考。学生提交答案后教师会公布练习题

答案，对练习题有疑问或者知识难点重点内容不明白的可

以作为面授课堂的授课内容，加入课堂教学课件中与学生

进行课堂交流。 

4.2 课前学生自主学习过程 

学生在线学习是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重要环节，是影响

课程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要想保证学生线上学习质量，

需要教师和学生交互进行完成。 

（1）教师发布在线学习任务单及资料。教师需要提

前 3～4 天通过长江雨课堂或者微信群给学生发布课前学

习任务，其中包含学生线上学习的课程章节、学习目标、

自学要求、重点和难点内容、学前思考题、拟解决工程问

题、学习小结和自学练习题。其中课程章节、学习目标、

自学要求、重点和难点内容是让学生了解所要学习的章节

内容，抓住学习的重点。学前思考题、拟解决工程问题是

建立学生的知识体系，能够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最

后的学习小结和自测则是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促进知识

消化吸收。 

（2）学生在线学习。学生按照教师布置的任务要求，

先仔细了解任务单上的内容，对所学课程有一个初步的学

习框架，完成在线学习内容并独立完成自学练习题。教师

可以在长江雨课堂上查看学生是否接收并查看学习任务

单，发布自学练习题并到时间节点后平台会自动收卷将学

生作答情况反馈给教师。而在学习通 APP 上可以查看学生

是否认真进行线上学习，视频的观看时长不足或者异常播

放平台均不记录其学习过程。 

（3）自学反馈。教师查看学生的成绩分布，详细了

解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失分严重的题型可以在课堂上加

强巩固。学生将自学内容和练习题的疑问、看法反馈给教

师进行汇总，把存在的普遍问题拿到课堂上进行讲解讨论，

个别问题教师在线给学生答疑。 

4.3 课堂教学活动 

（1）重点难点内容回顾，引导内容扩展。课堂上教

师首先引导学生回顾在线学习课程的重点难点内容，解答

学生自学时疑问，对课程的知识结构进行归纳和总结。为

了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定义定理，教师选取生活中常见的力

学模型进行师生互动，在课堂上分析和演示，使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引入相关的工程案例分析或理论推导进行讲解，

将课堂内容自然过渡和扩展。 

（2）类型题讨论与精讲。巩固强化学习内容，选择

拔高或者综合类题型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独立分析，相互

讨论，教师引导学生抓住问题的关键点，运用所学知识思

考解决，教师抛出解题思路，由学生自主完成解题过程。

学生在课堂提出问题，现场讨论解决。 

（3）课程教学总结与测试。每节课结束前进行课程

小结，保证教学内容的结构逻辑性。教师根据情况安排课

堂测试，测试的目的是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发现学

习质量和积极性不高同学，课后教师适当提醒和辅导。 

4.4 课后作业测试 

课后做到温故知新，安排一些课后作业巩固知识点可

以更好地开展后续内容的学习。课后练习册按照课程内容

每章节、每个知识点都有对应的习题供学生复习，实践类

作业让学生加入学习小组，组内进行交流沟通完成作业内

容，教师定期收取查看学生完成情况。定期进行阶段性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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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主要考察学生各章节内容的连贯性和综合能力。最后

教师每周安排一次课后答疑时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

问题教师可以在答疑时间线下解答。 

4.5 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理论力学课程坚持持续发展的理念，目前课程考核评

价由“期末成绩+平时成绩”组成，采用“在线学习及作

业+课堂表现（课堂回答、小组讨论、课堂测试）+雨课堂

阶段测试+实践作业（实践报告、作业册）+期末考试”五

位一体结课考核方式，如图 2 所示。 

 
图 2  课程考核评价组成 

5 短学时理论力学混合式教学效果 

适用于交通专业的短学时理论力学进行混合式教学，

统计了从 2019—2023 年秋季学期短学时理论力学的期末

成绩，其中 2019 年至 2020 年还在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

行授课，自 2021 年开始缩短学时后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

进行授课。分析不同教学模式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和综合

成绩，分别选取卷面平均值以及期末总成绩的及格率和优

秀率三组数据进行对比，两种教学方式的分数统计如表 1

所示。从表中可见，混合式教学的卷面平均成绩、及格率

和优秀率均高于传统教学学年，学生无论是期末笔试成绩

还是综合成绩均有所提升，说明混合式教学方法针对短学

时理论力学授课是有良好效果的。 

表 1  2019～2023 春季学期期末成绩分析 

时间 教学方法 考试人数 卷面平均值 及格率/% 
优秀率/% 

（90 分以上） 

2019 传统教学 29 65.3 75.4 3.4 

2020 传统教学 29 65.1 79.3 4.9 

2021 混合式教学 30 66.4 80.6 6.1 

2022 混合式教学 29 71.3 86.2 8.8 

2023 混合式教学 29 70.7 81.3 6.3 

6 结语 

短学时理论力学教学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引入新的教

学模式，应从课程本身出发，发现课程存在的关键问题而

进行有针对的教学模式的优化。以新工科和培养目标为背

景，将现有高校优质资源整合，明确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

地位的同时，强化教师的主导地位，将教学体系细致划分，

对整个教学流程和框架进行改进，建立适合短学时理论力

学课程的教学模式。教学实践过程中有效地增加了学生的

参与度、积极性和学习成绩，对提升教学质量是有明显促

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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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数 智 融 合 人 才 培 养 探 索 研 究 》（ 项 目 编 号 ：

LNYJG2024177）、2022 年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理论力学 2》

（项目编号：SJYLK202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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