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手段 让课堂不止一位教师

“感觉这是我目前学习效果

最好的一门课程了。”毛鹏恺是

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茅

以升班大一学生，他学习《工程

力学》课程已有 7 周。作为基础

必修课，《工程力学》包含经典力

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知

识。不同于传统学习模式，该课

程充分利用学校慕课平台，通过

线上线下多面结合的形式，让学

生将学习前置，通过课程小视频

等线上资源，预习理论知识，在

了解一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带

着问题去听课。这为线下课堂

留出更多时间。老师可以结合

案例进行更深入讲解和剖析。

而课后，学生要利用平台完成习

题及阶段性考核等复习任务。

“线上作业‘deadline’的设置，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的学习自

主性。”毛鹏恺表示，“这个平台

就像一个强劲的外援。不受限

于课堂本身，我们可以随时回顾

课程内容，对于课上没听懂或遗

漏的知识点进行及时弥补。老

师会根据课程进度不断调整慕

课资源。大家还可以在线上与

不 同 课 程 老 师 进 行 一 对 一 咨

询。这不仅利于专业课程的学

习，对于开拓眼界、拓宽兴趣都

有很大帮助。”

据悉，北京工业大学《工程

力学》课程基于慕课平台建立跨

时空育人团队，联合企业工程

师、先修课程教师、后续课程教

师、兄弟院校教师、研究生助教

等师资，助力校内师生、校外师

生、企业工程师等不同地区的老

师和学生在线互动。慕课平台

将不同空间的参与者联系起来，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特点，人人

可以提出问题、人人可以回答问

题，让学生了解工程应用，激发

学习兴趣；让老师了解企业需

求，调整教学重心；让企业了解

教学过程，培养和挖掘潜在人

才。主讲教师杜家政说：“组建

多元化教学团队的目的是建立

企业和学校、企业和老师、企业

和学生的有效沟通，从时间和空

间维度对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

进行扩展。

同样与企业保持密切联系

的课程，还有华北电力大学的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团

队教师王素琴、周长玉和彭文利

用“双师课堂”的模式，现场连线

企业一线技术人员，邀请具有丰

富经验的技术人员讲解课程相

关技术的常见应用场景，同时介

绍企业及行业人才需求等。她

介绍：“新工科背景下的人才培

养模式，需要企业深度参与培养

过程，了解企业所需的复合型人

才知识构成。然而，企业导师进

课堂往往受到时间、场地等限

制。在实体课堂环境的授课过

程中，利用智慧教学平台构建在

线虚拟教室，实现线上线下教学

模式融合，请企业导师‘进课堂’

针对具体重难点、前沿应用等环

节进行授课，并且从技术应用、

选才角度介绍企业需求、进行讨

论交流，不仅能破解时空限制难

题，还可以拓展学生视野。”亲身

参与到“双师课堂”这种上课模

式中，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计

算2002班学生杨皓钧表示，他第

一次真切感受到所学知识的实

际应用价值，了解到实际应用中

一套软件系统是如何开发的。

课程中，校内外老师通过“线上+

线下”“理论+实践”的教学方式，

将许多书本上的知识与现实生

活中的例子相结合进行讲解，清

晰又生动，让他理解得更加透

彻，受益良多。

此外，对于许多理工科课程

而言，实验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例如北工大《工程力学》课程，致

力打造虚拟实验、创新实验等在

内的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北

京石油化工学院《无机与分析化

学》课程，在教学中引入虚拟仿

真小程序、化学三维立体结构小

程序等信息化手段，丰富呈现形

式，增强学生互动体验。

充 分 利 用 现 代 化 信 息 手

段，不仅是课程扩充教学内容、

拓展教学时空的有力帮手，同

时也是教师充分调动学生多种

接受感官，提升其对知识理解

与应用的有效补益。《无机与分

析化学》教案编制负责人谷庆

阳介绍，课前，学生可以利用大

学慕课平台进行线上学习，完

成云班课平台发布的预习任务

及课前测试，同时在虚拟仿真

实验平台进行实验预习，师生、

生生间还可线上交流答疑。课

中，教师和学生可利用化学软

件、在线投屏进行教学演示互

动。例如，学生可通过手机小

程序扫描资料卡片中的分子结

构图，得到三维立体动画，并可

以随意旋转，使结构更直观、教

学更形象，从而帮助其轻松理

解和掌握学习内容中的重点和

难点，同时营造一个生动有趣

的学习环境。课后，学生利用

云班课平台可完成作业、测试、

问卷、答疑，教师通过智能助教

平台可完成线上阅卷，同时进

行细粒度试卷分析以及可持续

改进，实现课程全过程管理。

逐新求创 让课程与科技生活紧密相连

从新冠疫情期间需要进

行体温检测，引出胆甾相液

晶技术可用于制造安全环保

液 晶 温 度 计 的 检 测 显 色 原

理；在讲解“荧光探针及其

核酸检测技术”的课程中，

授课教师引导学生在理解荧

光 探 针 的 结 构 和 原 理 基 础

上，使学生掌握荧光探针在

核酸检测方面的应用以及在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在北京印

刷学院的《功能材料与器件》

课上，老师将备受大众关注

的新冠疫情防治工作与专业

知识进行巧妙融合，通过讲

述科技创新在疫情防控中发

挥的关键作用，鼓励学生努

力学习专业知识，让他们认

识到“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

强则民族强”的道理，培养

其家国情怀和爱国意识。该

课程教案编制负责人陈寅杰

说：“这样的教案构思意在将

课程思政的‘盐’融入专业课

程的‘水’，使之入水有味而

无痕。”

“《审计学》课上，老师们

会为我们介绍信息技术对审

计的影响，大数据、信息化

在审计中的普遍运用为更好

地发现企业舞弊行为提供支

持。例如在獐子岛事件中，

从卫星导航查清獐子岛‘扇

贝之谜’，我们看到遥感卫

星和数据智能融合服务的重

要价值，也充分体会了‘科

教兴国’的重要意义。”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 2019 级会计

学（注 册 会 计 师 专 门 化 方

向）学 生 王 国 花 说 。 学 校

《审计学》课程主讲老师介

绍，在资本市场上，审计失

败屡屡出现，这些事件的发

生给国家、投资人和其他信

息使用者会造成重大损失。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9 月

1 日，2021 年全国已有 11318

名注册会计师被注销注册会

计师执业资格，其中北京被

注 销 资 格 的 就 有 2431 人 。

为避免学生在日后工作中出

现类似问题，首经贸老师在

讲授《审计学》课程中会通

过适时追踪热点案例，例如

对康美药业、獐子岛事件等

热点案例的分享，为学生阐

明“钱”与“责”的权衡问题。

针对新能源发展的重大

需求，如何利用新能源材料

基础知识解决重要工程技术

问题，如何认识新能源材料

与 其 实 际 工 程 应 用 之 间 的

“距离”，成为材料工作者的

重要研究课题、新能源类专

业的重要基础教学内容。华

北电力大学开设的《新能源

材料》课程，相关老师通过课

程知识的讲授，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新能源材料理论知

识与实际工程应用之间的联

系，使新能源材料在提高能

效、降低成本、节约资源、环

境友好的新能源发展永恒主

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北京农学院《作物昆

虫学》的某节课上，教师郭

洪 刚 以 过 往 蝗 灾 事 件 以 及

2020 年非洲蝗灾事件导入，

通过引导学生思考学科内的

热点问题——蝗虫如何聚集

爆发成灾，引入我国著名昆

虫学家康乐院士在国际著名

期刊《自然》发表的研究论

文；而后以此研究论文为基

础，引导学生讨论蝗虫聚集

成灾机制，并思考如何转换

成为蝗虫治理方法应用于蝗

虫的有效治理，减少或降低

蝗灾发生的可能性（蝗虫的

防治方法）；并以中国蝗灾

治理的成功案例具体阐述我

国蝗灾治理的核心理论“改

治并举、根除蝗害”，引导学

生认识解决世界蝗灾难题的

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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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本科教案”让课堂活起来
本报记者 宋 迪 邓 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而一份好的教案，也正是在
不断探索这些问题，从而优化课程教学，提升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北京市教委日前公布北京高校“优质本科教案”评选结果，一批传播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较好利用前沿教学
科技手段、较好结合社会实践项目的课程走入我们视野。它们让高等教育的课堂活起来，也让师生真正动起来。

在东峪村农家院民宿改造设

计、撞道口村繁林生态民宿室内外

环境设计、东樊各庄村的乡村综合

体环境提升等项目中，均有北京农

学院学生深入一线的身影……学校

《室内环境设计Ⅰ》课程将助力乡

村振兴作为课堂实践的重要方式，

让“师生动起来，课堂活起来，知识

用起来，农民笑起来”。目前，该课

程学生已累计服务京郊 6 个村，他

们利用所学知识，构建起“室内环

境+生态文化+健康旅游”模块化

设计服务模式，帮助众多乡亲解决

了实际问题。

教学团队带领学生组建服务

乡村振兴实践团，依托乡村振兴

项目和暑期社会实践，深化“第二

课堂”的育人功能。学生孟子荷

说：“为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设计

方案落地问题，老师给我们提供

了很多社会实践的机会，在服务乡

村振兴行动计划中引入所学，促使

我们最终完成了多学科交叉且富

有挑战的任务。在实践过程中，我

学会了用存在的方法解决民宿室

内环境存在的相关问题，变所学

为所做，还收获了助力乡村振兴

的幸福感。”

依托北京农学院科技小院、教

授工作站等平台优势，课程教师高

成琳还与地方联动搭建乡村振兴

服务合作平台, 践行“设计+”服务

乡村振兴。“学生通过深入乡村一

线，以乡村本土问题为抓手，增强

了文化自信，弥补了理论和实践脱

节的问题。实践服务的经验可以

帮助学生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

养其‘三农’情 怀 和 社 会 服 务 意

识。”高成琳说，她将学科竞赛、实

培计划、乡村振兴项目任务化，将

数字乡村、生态文化、双碳战略纳

入课程教案设计，学生全面提升了

创新思维、高阶能力、综合逻辑和

就业能力。

“审计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

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与技能，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我们在开设《审计学》课堂教学的

基础上，不断拓展校内外实习实践

基地。‘国际四大’以及国内立信等

会计师事务所、用友新道等单位都

是会计学院校外实践基地。”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审计学》课程主讲

教师王茂林说。

依托实践基地，该课程增加学

生实践实训环节，并取得了良好学

习效果。如开展“审计学移动课

堂”，教师带领学生进入实践基

地参观走访、学习，加深学生

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职

业以及“大智移云物”等

信 息 技 术 对 审 计 的

影 响 等 内 容 的

进一步理解，培养和增强学生对审

计职业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在学

习《审计学》课程后，学校还会组织

相关专业学生到德勤、安永、普华

等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完成 3 周至 4

个月不等的审计专业实习。

学生张霖杰表示：“实际问题的

解决让我深深感受到‘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这门课

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专业

知识和职业技能都有了很大提高，

此外还在团队合作、人际沟通等多

方面有了进步。”

在教案设计上，北京印刷学院

《功能材料与器件》课程也十分重

视实践育人。教师陈寅杰、方一带

领学生亲身参与到和中国航空制

造技术研究院、海信和中纸在线等

企业的横向课题研究中，并带着学

生去相关企业如北京智晶时代科

技有限公司和中纸在线邢台新材

料有限公司参观学习，在扩大学生

视野的同时，助力他们从理论知识

到实际技能的转变。

社会实践 把教案写在京华大地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生在《工程力学》课堂

上进行创新试验。

范金红 摄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谷庆阳老师在讲授《无

机与分析化学》课程。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