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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鉴于传统《工程制图》课堂和现有翻转课堂存在的不足，本文基于合作学习理论，探索一种适用于《工

程制图》教学的新型翻转课堂。通过对教学资料设计、课堂教学组织、课程教学效果分析等多个环节的

实践，验证了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工程制图翻转课堂的适用性，有效解决了授课时间不足、学生监管缺

乏、学生适应性差、教师精力有限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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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Drawing classroom and the existing 
flipped classroom of Engineering Drawing, this paper explores a new type of flipped classroom suit-
able for the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Draw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material design, classroom teaching organization, course teaching effect 
analysis and other links, the applicability of engineering drawing flipping classroom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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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is verified, and many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aching time, lack 
of student supervision, poor adaptability of students, and limited energy of teachers are effective-
ly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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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制图》是一门研究工程图绘制和阅读的基础课程，其培养目标包含了知识、能力、素质三个

方面的要求。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但需要掌握投影基础、制图标准等知识内容；还应该具备一

定的绘图能力与图形表达能力，更应该初步养成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但是随着高校专业培养模式的改

变，《工程制图》这类传统课程的课时呈现大幅度减少的趋势[1]，按照原有的授课模式，很难实现预定

的培养目标。因此，充分利用翻转课堂的优点，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课程教学，成为《工程制图》教学

改革的重点问题。 

2. 翻转课堂的现状 

首先，翻转课堂实现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的翻转，改变了传统课堂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学生的束缚

[2]，课前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安排知识部分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次数，自主调节个人的学习节奏；课中

教师和学生共同讨论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解决学生在学习中的个性问题，有利于改变以往“只管

教，不管学”的教学弊端。其次，翻转课堂强化了学生的能力与素质培养，导学阶段学生需完成教师提

供的视频、文档、随堂练习，有利于逐步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3]；授课阶段学生则始终处于思考问题、

分析问题、探索问题、思想升华的状态中，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总结、归纳知识，并应用知识解决具

体的问题。再次，翻转课堂初步实现了分层教学，有利于任课教师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因材施教，有效

开展后进生的帮扶活动。但是翻转课堂也存在一些不足，翻转课堂的有效实施的前提是学生课前能自觉

主动完成导学任务，在缺少教师管控的状态下，可能存在部分学生未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进而影响翻

转课堂的教学效果[4]；翻转课堂相比传统课堂占用教师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相同教师的同等付出前提

下，培养的学生数量比传统课程更少，因此很难开展大课堂的翻转教学；翻转课堂对学生的适应能力要

求高，多数学生难以转变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从而导致课堂上的学习效率低下。尽管如此，自 2014 年以

来，国内有关翻转课堂的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充分展现了翻转课堂的应用前景，因此探索一种符

合工程制图实情的翻转课堂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3. 小组合作学习在翻转课堂中的应用优势 

小组合作学习是以课堂教学为基本教学组织形式，以学习小组为推动力，通过指导小组各成员展

开合作，形成“组内成员相互合作，组间成员相互竞争”的一种学习模式[5]。该模式具有发挥集体的

积极功能，提高个体的学习动力与能力，进而达到特定教学任务的目的。因此，为解决翻转课堂中存

在学生自觉性差、适应能力不强、教师精力有限的问题，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的翻转课堂研究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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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意义。通过在翻转课堂中引入小组合作学习，旨在教学班级里构建多个“教师–组长–组员”

的小组学习框架，教师通过设计教学内容、指导学生学习、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等环节完成对学生

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组长通过组织组内学习活动、监督组员学习状态、激励组员学习兴趣等环

节保障学生知识面、能力、素养的提高，组员通过学习课前知识、参与课堂互动、及时完成预定的学

习目标。 

4. 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工程制图》翻转课堂的实践 

传统的《工程制图》授课模式很难在少学时的前提下，完成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目标的培养。

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工程制图》翻转课堂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学生借助信息技术，在课前学习课

程知识，通过教师的引导，在课堂上提高相关的能力和素质，进而减少了课时对教学效果的负面影响。

同时，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工程制图》翻转课堂也提升了翻转课堂的教学质量，课前学习自学阶段，

部分自制力较差的学生很难完成课前导学任务，通过小组相互监督机制，确保组内学生按时完成自学任

务；课堂教学阶段，部分学生适应性较差的学生可能无法接受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通过小组相互帮助

机制，确保组内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但是与传统的《工程制图》课程相比，这个课程又相对新

颖，为保证课程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需要在课程资料、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环节进行局

部调整。 

4.1. 《工程制图》翻转课堂教学资料的准备 

针对具体的翻转课堂，准备相应的课程资料是实施翻转课堂的基础条件，因此，授课教师在上课以

前需梳理课程大纲、教案、授课 PPT、教学视频、随堂练习、课堂讨论、课后作业等相关资料，并根据

翻转课堂的特点，对相关资料进行调整。 

4.1.1. 课程大纲的调整 
课程大纲是《工程制图》的教学纲要。任课教师需要在分析教学目标、教材、学情的基础上，深刻

理解教学内容的广度、深度和结构，结合翻转课堂的教学需求，相应地调整教学内容、学时分配以及教

学方法等。在翻转课堂里，知识学习的环节由学生在课外自主完成，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就不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知识的讲授环节，教师关注的是学生能力的提高和素质的培养，进而在教学内容、

学时分配、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规划，另外，由于教学内容中引入了能力提升、素质培养等方面的教学

活动，课程大纲中的评分标准也应该进行相应的修改。 

4.1.2. 教案的准备 
教案是教师为开展教学活动，对上课内容、教学步骤和教学方法进行具体安排的实用性教学材料。

教师授课阶段，需要根据具体的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教学内容，选择合适

的教学方法，有序地发展学生的能力与素质。尤其是当前思政教育进课堂的背景下，如何在课堂中有机

地导入思想政治内容，如何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和素养，是制图教师需要充分准备的环节。 

4.1.3. 授课 PPT 的制作 
授课 PPT 是课堂上直接呈现给学生的教学资料，其内容的质量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制作授课

PPT 时应做到主题明确、框架全面、逻辑合理、重难点突出。特别是翻转课堂上的 PPT 应在明确具体的

能力或素质目标的前提下，合理准备课堂导入、授课主题、难点重点知识精讲、课堂能力拓展内容，特

别是支撑课程思政目标的课堂教学，需要考虑将思政内容紧密结合课堂主题，实现能力培养和素质拓展

有机统一，有效完成对学生素质和能力方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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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微课视频的制作 
翻转课堂中，微课视频是传授学生知识的主要途径，录制微课视频前应充分分析学生的学习特点，

由于学生更倾向学习碎片化知识，在录制视频时需控制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又考虑知识学习的整体性要

求，每个短视频应该完成对每个知识小点的全面介绍，同时鉴于知识学习的系统性要求，关联度较高的

微课视频还应做到前后衔接。因此制作的视频不仅需要保证内容精炼，还需保证语言简洁、结构层次清

晰明了。此外，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视频的讲述风格以及内容的展现形式上进行探索，进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4.1.5. 课程考核资料的设计 
课程考核资料是教师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材料。准备课程考核资料时，应根据不同的课程目

标，合理设计考核内容、考核方式、考核标准、各考核项分数分配等问题。由于翻转课堂中知识部分

由学生独立完成，因此学生观看视频阶段可以设置自测环节，自测的题型以客观题为主，便于授课教

师统计学生的学习时间以及学习效果，针对自学效果比较差的内容，可以在课堂上增设讨论环节，强

化难点知识的学习效果，并在期末阶段综合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针对学生能力的检测，可以

通过课堂讨论、大作业和期末考核等环节进行检验，教师需要根据课程教学大纲中的能力培养目标，

设计课堂讨论内容，培养学生的相关能力，实时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完成章节学习后，任课教

师还应当根据课程的核心能力培养目标，布置课程大作业，综合检验学生对课程核心能力的掌握情况，

课程结束后，还应当在期末考核环节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考核。针对课程中无法通过主客观题检测的素

质目标，任课教师通常采用课堂讨论、大作业的形式进行考核，根据学生对思想政治、工程素质等目

标的认识深度和广度进行评分。确定知识、能力、素质目标的考核方式后，还应当结合具体的课程内

容以及考核形式，明确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各等级的评价依据，进而完成对学生多个角

度的考核。最后还应根据授课时长、内容的重要程度，合理设置各考核项的权重系数，并计算确定学

生最终的考核成绩。 

4.2. 小组合作学习在《工程制图》翻转课堂中的应用 

在《工程制图》翻转课堂中引入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可以充分利用学生间同辈互助的优点，解决以

往翻转课堂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应准备相应的监督措施、评价方法用以杜绝小

组学习中搞“平均主义”的现象，在翻转课堂中逐渐营造一种“组内合作、组间竞争”的学习氛围。 

4.2.1. 合作型学习小组的构建 
学习小组人员构成大致均衡，即每组优秀、良好、中等、一般的学生应该大致相当[6]；各学习小组

应推荐成绩优秀、责任心强的同学担任学习组长；确立组长在学习小组中监督、帮扶职责；细化相关过

程考核方法和激励措施，针对需要组内合作完成的课堂讨论、大作业等考核环节，教师根据各组提交的

答案给每组一个基础评分，再结合组内学生在相应环节的贡献程度，在基础分上增减一些分数，进而确

定小组各成员的具体分数。 

4.2.2. 加强课前自学环节的监管 
鉴于部分学生存在未能按要求观看习视频的问题，学习小组应该共同督促这些学生按时观看视频，

并安排组内责任心较强的同学监督自制力较差的同学，另为保障学习质量，学习小组应检查组内所有学

生自测题的正确率，督促正确率较低的同学增加视频观看频次，并自觉接受测试直至符合组内要求。 

4.2.3. 激励组内成员参与课堂教学活动 
由于翻转课堂目前多处于小班实验阶段，很多学生并没有足量的《翻转课堂》学习经历，实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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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工程制图》翻转课堂时，很多学生出现不适的现象，进而在课堂讨论环节中要么出现“鸦雀无

声”的情况，要么出现“天马行空”的情况，这两个极端情况都不利于翻转课堂的实施[7]。在翻转课

堂中引入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能够依托适应能力强的学生实现对组内其他同学帮扶，有效提高翻转课

堂的教学效果，保障了性格内向、适应能力较弱学生的学习效果。此外，在课堂讨论环节中，学生为

确保小组在组件竞争中胜出，组内成员间的讨论会更加高效与务实，从而增强了学生与教师在课堂中

的互动。 

4.2.4. 集中归纳组内的学习问题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一些共性和个性问题，仅凭课堂上分配的时间无法完全解决，剩余问题依

靠教师在课后时间解答也存在很大困难，因此在课程结束以后，各学习小组需要总结组内同学的学习

问题，进行分类和归纳，对于一些组内成员能够相互指导的问题，尽量在组内解决，对于解决不了的

问题，应由各小组统一汇总给任课教师，由任课教师在下次课程中安排时间讲解，进而实现知识、能

力、素质的内化。 

4.3. 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工程制图》翻转课堂的育人效果 

为检验课堂的教学效果，任课教师在课程结束后对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组织了

学生满意度调查，最终的数据反映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在《工程制图》翻转课堂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通

过对课程知识、能力、素质目标的达成情况分析，学生各课程目标的平均分均高于课程的及格线；在对

学生的满意度调查环节中，97%以上的学生认为自己各课程目标达到中等及以上等级，且 91%学生对课

堂效果持肯定态度；通过成绩对比，实施翻转课堂的教学班级的成绩要高于没有实施翻转课堂的教学班

级。因此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工程制图》翻转课堂不仅解决了传统课堂中课时不足的问题，还有效解

决了以往翻转课堂中部分常见问题，故而具备较好的育人效果。 

5. 结语 

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工程制图》翻转课堂不但解决了授课时间不足，还有效解决了翻转课堂中存

在的学生监管缺乏、学生适应性差、教师精力有限等问题，符合当前《工程制图》课程的教学要求；通

过实施小组合作学习的《工程制图》翻转课堂，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了长足的提高，学生的成绩也得到有

效的提升，充分说明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翻转课堂具备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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