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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is the main basic course of mechanical specialty.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teaching with high quality and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cline in 
teaching time and increase in curriculum content, this case and classroom assignment driven on-
line course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foundation” is proposed. An internet+ method is 
adopted to conduct the online teach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 online test by using the plat-
form of superstar. The cours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one is learning basic knowledge 
at any time freely. The second one is case studying and doing classroom assignment which have to 
be finished at fixed time assigned by the school. SPOC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more than 90% 
students can finish learning basic knowledge before schedule. More than 98% students can take 
part in the school signed fixed time course on time. More than 96% student can finish studying the 
case and classroom work on time. Therefore, this online course can drive students to study with 
high quality through cases and classroom assignments. Besides, it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
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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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械制造基础》是机械类专业的主要专业基础课。为了高质量地实施教学并解决学时锐减、课程内容

剧增带来的矛盾，提出案例与课堂作业驱动的《机械制造基础》线上课程，采取基于互联网+的方法使

用超星“一平三端”进行在线授课、学习和考核。课程分成分散时间、分散地点学习和集中时间、分散

地点学习两个环节。SPOC教学实践表明，分散时间、分散地点学习环节按进度完成率超过90%，集中

时间、分散地点学习环节签到率超过98%，课堂作业按时完成率超过96%。本在线课程通过案例和课堂

作业能驱动学生高质量完成线上教学，并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关键词 

机械制造基础，线上教学，教学改革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农业机械化与自动化等机械类专业

本科生专业能力基础课[1] [2]。由于实践教学环节大幅增加，华南农业大学的机械制造基础课程已经由

64 学时缩减到了 40 学时。但随着近年国内外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教学内容不减反增，如增加了激光

加工、爆炸成形、扩散焊等新内容。这使得学生对概念多、内容广且比较分散的机械制造基础课程学习

起来更加困难，也增加了教师的授课难度。如何使用新技术提高教学质量是当下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改革

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解决机械制造基础课程学时锐减与内容剧增之间矛盾的关键是彻底改变“教”与“学”的传统教学

理念。本文提出案例与课堂作业驱动的《机械制造基础》线上课程，采取基于互联网+的方法使用超星“一

平三端”进行在线授课、学习和考核。所形成的知识获取方法和过程可以改变学生被动地听、被动地接

受知识的传统“填鸭式”学习习惯，发展成学生“主动”地追寻和探求相关的知识。学习方式也不仅仅

局限于网络课堂教学，还可以利用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授课平台和手机终端 APP 形成新的学习方式、形

式，做到可以随时随地学，想学就学，便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学习内容也打破了传统的学校

设置课程学时数和教学大纲框架进行教学的限制，系统中的大量资源拓展了学习内容和范围。师生关系

也不再仅仅是教与学的关系，而是工艺与设计问题的共同探讨者和引导者。 
另外，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根据《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广东省教

育厅关于全力防控疫情确保开学安全的通知》和华南农业大学《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 2020 年春季学

期本科教学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我校的《机械制造基础》已全面推行了线上教学模式，实现了“停课

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教学要求。 

2. 机械制造基础线上教学要求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的教学要求是使学生初步掌握各种成形方法、零件加工工艺和结构工艺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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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艺知识，具有选择毛坯、零件加工方法及进行工艺分析的初步能力；了解现代机械制造有关的新

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及其发展趋势；为学习其他相关课程和从事机械设计和制造工作奠定必要基础。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涵盖的内容较多，包括金属学、热处理、金属材料、铸造、锻造、焊接及机械加

工等多门学科的知识[3] [4]。该课程的最终目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的同时又能将

掌握的基本理论用于生产实践中。 

3. 教学方案 

提出的案例与课堂作业驱动的《机械制造基础》线上课程教学方案分成开课前准备、线上教学和线

下教学三大块。其中开课前准备环节完成组班、组群等开课的各项准备工作，线上教学环节学生完成教

学视频学习、小节测验、案例分析和课堂作业等任务，线下教学主要依赖微信、QQ 等社交工具组建课程

群进行答疑和讨论。其实施过程的步骤和内容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eaching plan of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course 
图 1. 《机械制造基础》教学方案 

4. 开课前的准备 

本课程已经建成大量网上基本教学资源，录制了超过 1800 分钟教学视频，准备了大纲、教案、PPT
课件、练习题等合计 600 个以上资源，还收集了超过 1000 分钟国内外的相关高清视频、虚拟现实动图资

料。该课程与国内其他同类课程相比较具有明显的创新，目前该门课程导入了 Northern Iron and Ma-
chine-Iron Castings、Aluminum Casting、Hypnotic Video Inside Extreme Forging Factory-Largest Gear Man-
ufacturing、Drop forging-What does it mean、Forged Crankshaft Process、Mechanical Forging Press、Fab Supply 
Rolla-V Press Brake Die、Sheet Metal Stamping Dies & Processes、Radial Forging at Supreme Special Steels
等国外先进企业录制的高清生产过程视频，以及各种砂型铸造方法、精密锻造、摩擦压力机生产的虚拟

仿真视频，使得该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具备了先进性、时代性、数字化等新特征。开课前的组班和准备

环节分成以下步骤： 
第一步：建立班级课程 QQ 群/微信群：通过学院教务员收集各班学委 QQ 号、手机号等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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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老师负责建立班级课程 QQ 群/微信群。由学委负责督促本班同学入群，教师做好人数核对检查。 
第二步：通过 QQ 群/微信群发布超星泛雅平台学生使用指南。组织学生学习操作指南、网上注册或

手机端扫描二维码下载超星学习通 APP 进行注册。 
第三步：任课老师生成班级邀请码，并在课程 QQ 群/微信群中发布邀请码，邀请学生加入课程班级。 
第四步：在课程 QQ 群/微信群发布电子教材、教学大纲、课程考核办法等相关教学资料，并发布教

学进度计划供同学参考。学生下载、查阅相关资料，完成开课准备。 

5. 实施线上教学 

在我校，每年有 300~400 位学生学习《机械制造基础》课程，生源来自全国各地，还有部分外国留

学生。课程分成分散时间、分散地点学习和集中时间、分散地点学习先后两个环节。在分散时间、分散

地点学习环节，学生需完成教学视频学习、PPT 学习和小节测验。在该环节虽然系统能记录教学视频和

PPT 的学习痕迹、小节测验成绩，但老师并不能准确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

题：1) 学生虽然播放了教学视频，但不一定全程、认真地观看了它；2) 学生可能没有认真翻页学习 PPT；
3) 小节测验结果可能来自搜索引擎或其他学生提供的标准答案。 

为了准确评估、跟进和深化学习效果，本课程在随后的集中时间、分散地点学习环节增加了限时课

堂作业和案例分析模块。其中课堂作业都是主观问答题，需要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总结，案例分析模块

则要求学生应用所学知识于工艺分析与设计。这两个模块任务量比较大，并且都要求手写、拍照、上传

答案，学生平均耗时超过一个小时。如切削加工部分的零件加工的结构工艺性，教学案例为轧钢机齿轮

材料、成形方法和加工顺序设计；传动轴加工线路设计，课堂作业为：1) 零件结构工艺性设计的原则要

求有哪些？2) 轴类零件的一般工艺过程有哪些步骤？3) 预备热处理和最终热处理方法有哪些，这些热处

理方法的作用是什么？ 

6. 课程考核 

评分环节在教学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5]。通常要求教师在开课前清楚告知学生评分标准，并详细解

释每个评分标准。学生将根据评分要求完成各部分任务，教师则必须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分，避免

不公平。本线上课程对各个教学环节分别打分，分值如表 1 所示。总体得分分为五档，包括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及格(60~69 分)和不及格(>60 分)。 
 
Table 1. Standard for course evaluation 
表 1. 评分标准 

序号 环节 次数 分值(满分 100 分计) 

1 章节测验 20 10 

2 签到 16 10 

3 讲课视频 32 30 

4 课堂作业与案例分析 32 20 

5 拓展视频 50 10 

6 考试 1 20 

7. 教学效果 

本学期共有 96 名学生学习了这门在线课，目前已经按照教学计划完成了 5 次课的教学任务，初步

SPOC 教学实践表明，分散时间、分散地点学习环节按进度完成率超过 92%；集中时间、分散地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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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签到率超过 98%，课堂作业按时完成率超过 96%、平均分 94，如图 2(a)所示；课程单日最高访问量

超过 1500 次，如图 2(b)所示。另外，在集中时间学习期间学生能踊跃发言参与专题讨论和答疑，每次在

大约一个半小时内的留言量均超过 200 条。学情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线上课程能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

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Figure 2. Academic report: (a) Assignment completion rate and average score; (b) Course page visiting number 
图 2. 学情报告：(a) 作业完成率和平均分；(b) 访问量 

8. 总结 

本文提出的《机械制造基础》线上课程采取互联网+的方法使用超星“一平三端”进行在线授课、学

习和考核。课程录制了超过 1800 分钟教学视频、准备了 600 个以上资源、收集了超过 1000 分钟国内外

的相关高清视频、虚拟现实动图资料，通过案例和课堂作业驱动学生完成线上教学。 
SPOC 教学实践表明，分散时间、分散地点学习环节按进度完成率超过 90%，集中时间、分散地点

学习环节签到率超过 98%，课堂作业按时完成率超过 96%。学情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线上课程能保证

较高的教学质量。该线上教学方案解决了课程学时锐减与内容剧增之间的矛盾，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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