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导报2021 NO.1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rald

创 新 教 育

科技创新导报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rald228 科技创新导报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rald 229

①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一般课题《后疫情时代高职扩招专业“四维一体、五阶段”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以建设工程专业为例》（课题立项号：CS[2020]GBH4860）。

   作者简介：蔡济众（1984—），男，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建筑工程技术。

DOI：10.16660/j.cnki.1674-098X.2101-5640-9606

高职扩招专业“线上+线下”教育教学改革①

 —— 以《建筑工程识图与构造》为例

蔡济众  梁照文

（武威职业学院  甘肃武威  733000）

摘  要：在新型冠状肺炎传染病常态化预防下，高职扩招建设工程管理专业各课程逐步开展“线上+线下”教育教

学改革模式，各校依托超星、腾讯、钉钉等平台，推进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优化和资源共享，本文以《建筑

工程识图与构造》为例试点开展线上线下教育教学改革。通过对《建筑工程识图与构造》教学现状进行分析，确

定了在该课程试点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并探讨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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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 Offlin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Enrollment Expansion Major

——Tak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rawing Recognition and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CAI Jizhong  LIANG Zhaowen
(Wuwei Vocational College, Wuwei, Gansu Province, 733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ormal prevention of COVID-19 pneumonia, the course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gradually carry out "online + off lin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mode. Relying on Superstar, Tencent, Ding Talk and other platforms, this paper take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rawing Recognition and Structure"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online and off lin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rawing Recognition and Structure", this paper determines the "online + off 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in 

the pilot course, and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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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开

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各校依托超星、腾

讯、钉钉等平台，推进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优化

和资源共享；同时高职扩招专业由于生源类型和培养

模式原因，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采用信息技术利用网络

开展教学；再一个社会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技术的逐

步成熟，衍生了“互联网+教育”热潮，在线教学已经成

为职业教育在教与学方面的重要发展方向。在目前的

这种教育大背景大趋势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将成为新的教育范式。

1  建筑工程构造与识图教学模式现状

1.1 内容陈旧，教学单一

传统《建筑工程构造与识图》课程重点围绕建筑

基本构造进行讲解和识读，大部分教材编写和教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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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仅仅重视了建筑的基本构造问题，对于目前出现

的新型建筑结构却没有进行分析研究或研究不够，同

时，教学内容主要以理论为主，缺少优秀建筑物基于

空间、时间、比例等内在的构造分析，教师在授课过程

中，大都采用以“教材+教案+PPT+黑板”为主的教学，

教学模式单一，课堂采用顺序满堂灌输的原因，学生

被动教授教材知识[1]。以上此种教学模式不能激发学

生学习知识的热情和兴趣，最终将导致教学、学习两

张皮。

1.2 手段落后，缺少活力

《建筑 工程构造与识图》课 程的教学主要采用

PPT、电子教案、语言、黑白板、粉笔等开展，教学手段

相对落后，无法满足目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存

在此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专业教学资源少、教学信

息化技术落后、教师自身观念落后等，同时新型教学手

段更新力度不强[2]；教学手段的变革更新使得师生信

息技术能力缺失。

1.3 实践薄弱，设施不足

相对于理论教学来说，实践教学在《建筑工程识

图与构造》课程教学中比较薄弱。究其主要原因是：一

是观念受限。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大部分教师

对实践教学认识不足，其实用价值得不到体现。二是

建筑工程识图与构造实践教学条件有限，经费不足。

该课程是建筑类专业学生基础课，对于学生认识和掌

握建筑物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讲授建筑工程构造与识

图课程的教师大都具有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等专业教

育背景，但缺乏建筑企业实践锻炼经历，实践能力相

对较低，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和学生学习的需求[3]。

2  建筑工程构造与识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的分析

2.1 机遇：适应社会，满足要求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使得全国各高校

停课，为了保证停课不停学，各高校开展了线上教学，

线上课程教育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

其突破时空限制，可随时随地进行自主学习，一度成为

网上经济发展的一个拐点。疫情有效控制后再进行线

下教学，主要对线上教学知识进行再补充、再沟通、再

交流。

2.2 优势：资源丰富，利用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引用，尤其是“互联网+”教

育的充分融合，课程教学改革进一步推动了线上线下

教学模式，翻转课堂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线

上教学模式的改革促使高校更加重视“互联网+”教育

资源、信息化教学手段与课堂教学的结合和渗透[4]。一

是“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进一步丰富了建筑工程构造

与识图的教学资源，传统课堂教学重点以教材为主，

设计的专业知识内容相对陈旧，同时教材更新发展速

度缓慢，导致教材内容与专业发展现状不一，线上教

学以即时性弥补了这一不足。二是“线上+线下”教学

模式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学习计划自主选择线上知识以补充扩展线

下学习内容。三是“线上+线下”教学模式丰富了师生

间的互动交流。师生可以借助平台，对有疑问的问题和

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互动交流，解决学生学习的困惑，

使教学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操作性。

2.3 问题：线上线下，如何衔接

传统线下教学存在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手段单一

等问题；线上教学中由于专业课教师信息化水平低或

对线上教学认识不足和轻视，使得教学内容设计比较

单一，存在教师简单地将下载视频上传网上，学生自

主观看学习并提交作业就草草了事的现象。这种教学

缺乏情景模式，一方面容易使学生产生学习疲劳注意

力涣散，另一方面容易出现学生为了刷课而学习，学习

的效果差。面对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和“互联网+”教

育的蓬勃发展，如何使线上线下课堂有效衔接，如何

使线上线下教学有效互补、融合，如何开展线下线上

教学考核，使其有效融合，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学生

的学习效果[5]。

3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建筑工程构造与

识图教学实施路径

3.1 扩招专业学生线上学习构建新的学习体系

线上学习阶段主要是学生结合具体创设的教学情

景，通过自学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育实践中从而寻找

学习的兴趣点和知识盲区，成为教学、学习的主体。

这就对课堂创建者的教学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选

择适合高职学生的教学平台，并对相关的教学资源如

PPT、微视频、慕课、文字资料等进行创设、选择，为学

生提供适合个人发展的信息资源，鼓励、刺激学生主

动利用互联网进行课堂学习、探索。一般来讲，建筑物

有主要构成部分和次要构成部分组成，起到承重和围

护作用。具体任务学习过程中，学生由知识的接受者主

动转变为知识的相对构建者，做到提前预习内容，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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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在学习本任务知识的结构图，寻找知识漏洞，激

发学习需求，带着问题、带着目的去学习去探讨。在教

学准备阶段，教师在“互联网+”教育环境下，教师不仅

是教学资料、信息材料的收集者，也是学生学习探究

的促使者。不仅要对线上教育进行学习研究，而且要

及时关注网络、甄别信息，提取有用资料，充分利用平

台组织教学传递知识，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反馈问题[6]。

3.2 线下教学推动课堂有机衔接

线上教学因其 具 有丰富的教学资源、随 意的时

空性、教学的相对便捷受到大部分师生的青睐，但从

“教”的角度上我们可以发现线上教学缺乏师生之间

的情感体验和交流沟通，尤其对于某一专业问题引发

的大思考、大辩论，同时线上教学能起到教书的目的

但不能达到育人的目的，专业课程的育人效果无法达

到[7]。因此在线下课堂教学中，我们要创设特定的情景

或案列，如在疫情中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筑构

造，以及其建设蕴含的思政元素。通过创设情景或案

例，让学生参与到实际情景中，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

难题，通过情景模拟实践激发课堂学习兴趣，进而加

深理论学习的理解，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3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扩招学生综合发展

3.3.1 线上线下教学相互补充

线上学习学生结合网络资源，开展线上自主学习，

构建符合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在互联网上自由探索，提出

问题。线下学习学生带着问题、带着疑问进入课堂，与

教师、同学面对面、点对点直接进行交流研讨辩论[8]。

两种形式的教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循环开

展持续进行，线上到线下再到线上伴随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巩固知识再发现问题；学习效果可通过线上

测试、填写问卷、在线留言、线下作业、线下课堂表现

等及时得到反馈。

3.3.2 优化评价考试方式

由于《建设工程识图与构造》课程开展“线上+线

下”的教学方式，同时考虑授课对象（扩招学生）的特

殊性，其考核评价应采用“线上+线下”的方式。要根

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重点考核学生学习的参与度、任务

点的完成率、各模块的成绩等综合进行分析。同时对

学生参与线上讨论、抢答、提问、交流的情况进行汇

总适当加分，对学生参与线下沟通、线下作业质量、线

下考试等进行考核。线上线下考核分别占比50%，最

终得到课程的最后成绩[9]。

3.3.3 完善评教体系

课程教学改革促进了考核评价方式变革，同时也

促进了教师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线上线下教学模式

对教师教学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地对教师

的评价也越来越细、越来越全面[10]。如线上微课的录

制、慕课的建设、学习资料的发放、讨论答疑的频率、

学生的参与程度、线下课堂教学的设计、教学方法的

选用、教学活动的组织等。在评教过程中产生的主观

意见建议第一时间反馈给教师，教师根据反馈意见实

时进行线上线下教学的调整，最终评教结果以报告的

形式反馈给教师本人。建议采用第三方评教，评教结

果作为职称评聘、评优选先、学生选课的主要依据，形

成课程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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