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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JQ�DQ���SSOLFDWLRQ�RI��URM�FW�EDV�����OLSS����ODVVURRP�

3LQ�1LH

�EVWUDFW��The�project-based�“�ipped�classroom”�integrates�curriculum�theoretical�knowledge�into�real-life�scenarios.�By�

completing�the�speci�c�project� tasks,�students�can�make�learning�more�targeted�and�practical,�and�train�their�own�mechanical�

DQDO��L��DQG�FDOFXODWLRQ�DELOLW��R���LPSOH�EXLOGLQJ� �WUXFWXUH�ZKLFK�L��QHFH��DU�� �RU� FRQ�WUXFWLRQ�ZRUNHU����W�WKH��DPH�WLPH��

the�teaching�process�adopts�the�“�ipped�classroom”�mode,�which�re�ects�the�student’s�subject�status�and�cultivates�students’�

LQGHSHQGHQW�OHDUQLQJ�DELOLW����ROLGDULW��DQG�FRRSHUDWLRQ�DELOLW��

.���RU�V��Architectural�mechanics;�project-based�teaching;��ipped�classroom;�process�assessment;�vocational�education

《建筑力学》课程具备内容多、杂、抽象不易理解、课时量少（��课时）的特点，课程整体难度较大，理论性

强，表观上看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而高职阶段的学生构成比较复杂，学习以实际主动性略差，储备知识掌握情况

一般，学习能力不足，加上对课程的认识及重视程度不够，容易丧失学习兴趣，导致学习成效低下���。项目化的“翻

转课堂”将课程理论知识融入真实化情景的项目中，学生通过完成具体的项目任务，使学习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

性，同时教学过程采用“翻转课堂”的模式，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团结合作的能力�����。

项目化“翻转课堂”设计步骤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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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情分析

通过网络问卷在授课班级开展情况调查，通过对学生基本情况调查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能力、学习意

识、专业认知等，为项目化的“翻转课堂”设计提供依据���。问卷主要内容如表�所示。

序号 调查项目 调查内容 调查意图

� 基本情况
姓名、学号、宿舍、年龄、生源地、民族、升学

方式、高中阶段学科类别等

掌握班级基本构成情况，为学习小组划分

提供依据，也为分析学生学习习惯与学习

特点提供依据。

� 预备知识掌握情况
高考成绩（总分、理综成绩）、高中阶段物理、

数学学习情况自评等

分析学生预备知识储备情况是否满足教学

需求，同时分析学生对同类课程的学习理

解能力。

� 未来发展意向
学历提升意向（专升本、自考本、考研）、就业

意向（本专业相关、非本专业相关）等

帮助教师掌握学生实际需求，并按学生实

际需求制定相适应的教学目标。同时使学

生提高自我认知意识，专业意识，制定自

己的学习目标与计划。

（二）教学资源平台建设

���项目化“翻转课堂”课程整体设计与单元设计

针对《建筑力学》课程自身特点与教学实际情况之间的冲突，在项目化课程整体设计时考虑“舍”“变”“翻

转”三个要素。

舍：保留完成项目任务所必备的知识点，其余舍弃。

变：转变教学重点，轻公式推导重公式应用。

“翻转”：充分利用课下时间储备知识，课堂以学生完成并展示项目任务�����。

以此为据，课程围绕两个实际项目（学院建筑实训中心框架结构、屋架系统设计）开展，设置四大任务、又将其

划分为十项子任务，完成任务所需的知识点不能完全覆盖整个课程体系，但却是课程体系中所必备的即基础又重要的

内容。通过完成项目任务，训练学生形成力学分析问题的思维，具备通过自学可以分析其他类别项目的能力。

“翻转课堂”以�课时（���分钟）为一个单元进行设计，每个教学单元包含明确的项目任务及任务目标（知识、

技能、态度）、储备知识、重难点、资源平台、教学活动内容及时间。其中，教学目标和教学活动依据学生自身需求

分层次设定。

���考核标准设计

考核成绩采用百分制，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试。项目化的“翻转课堂”更注重过程，同样

考核评价要增大过程性考核的所占比重。另外，过程性考核评价和课堂实施同步进行，过程性考核评价采用积分制，

并通过云班课�SS进行记录统分，课程结束后，将积分换算成百分制，换算方法采用内插法，积分最高值对应���分，

积分�对应�分，其余采用内插法进行换算。期末考试依旧采用试卷，成绩采用卷面成绩。

���教学资源准备及资源平台建设

将知识点课件、教学视频、分阶段项目任务书上传云班课资源平台，以供学生查阅学习。云班课平台可记录学生

课下自主学习情况、课堂参与情况及课后巩固任务完成情况，并或得相应完成积分作为过程性考核依据。

（一）项目化“翻转课堂”的实施

项目化“翻转课堂”的实施基于云班课教学资源平台，分课前储备知识自主学习、课堂完成并展示项目任务、课

后巩固及拓展任务三个环节。实施过程均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适时启发引导。另外，课堂实施和过程性考核评价同

步进行。

���课前环节

是学生掌握完成项目任务所必备的储备知识的重要阶段，学生通过资源平台上的教学视频、教学课件及教材进行

储备知识自学，需要完成任务同时获取相应过程性积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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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环节

如图�所示，项目化“翻转课堂”课堂环节以学生独自或小组合作完成项目任务为主线，但对于难度较大、多数

同学无法自主完成的要点部分，教师可以做启发引导式的讲解。项目任务完成后设置讨论答疑环节，通过同学间相互

帮助及教师辅助讲解答疑解惑，为增加课堂趣味性、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可借助云班课设置抢答、随机选人、举手

环节，参与者均可获得一定的过程性考核积分。

���课后环节

课后任务是巩固课堂知识的重要手段，通过设置同类型的项目任务达到巩固练习的目的，项目任务完成要求依据

学生实际需求分层设置。另外对自我要求高的同学设置额外的能力拓展任务，达到分层培养，因材施教的目标。

（二）教学反思

���成效

难度小、容易理解的基础知识点，放在课前自主学习环节，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索知识的能力，同时解决课程

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对于预习中不会的地方，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寻求同学帮助及听取教师精讲，加深学生对知识

点的理解。通过个人与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项目任务，加深对教学知识点的理解与运用，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

性。同时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整体教学效果较好。

���不足

（�）课前（后）任务环节，存在学生抄袭、不按要求完成任务，学生是否真正学习不易掌控。

（�）学生参与课堂活动不够积极，存在个别同学玩手机、睡觉现象。

（�）课堂教学环节的实际时长与设计时长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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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较多的合堂课，翻转课堂实施难度较大，不易控制。

项目化“翻转课堂”的设计对教师而言，提高了教师的专业理论水平，教学改革及探索研究能力。项目化“翻转

课堂”的实施，对学生而言，不仅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动手动脑习惯与能力，而且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同时在学习小组共同完成任务的模式下，培养了学生的探索精神，团结协作能力，抗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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