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队聚力，在线混合式教学精彩纷呈 

土木工程学院《工程地质》课程组 

 

《工程地质》是我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基础课，有着良好的课程建设基础。

2010年作为校级精品课程上线校级课程平台， 2019年入选第一批山东省在线开

放课程；2020 年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发布的第

一批土木工程专业在线开放课程。至今已为山东建筑大学等省内外 10 所高等院

校、近 3千人次提供线上课程学习平台，教学效果反馈良好。 

本学期面对新冠疫情，课程组积极应对新的挑战，继续发扬团队合作精神，

老中青教师紧密配合，各尽其责，各显其能，群策群力，保障《工程地质》课程

的教学工作高质量稳步推进。 

 

凝聚团队，精选方案，有序开展各项教学准备  

本学期共有七位老师承担《工程地质》教学任务，其中既有教龄二十多年的

院士、省级教学名师，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是标准的“老、中、青”组合。

这一次，大家都成了“新手”，都是第一次面对这种上课形式，没有固定教室，

没有黑板，看不到学生的面孔，甚至学生连教材都没有，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

验？摆在大家的是一连串的未知。然而团队的力量是巨大的，面对这些难题，课

程组老教师们利用他们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对课程知识框架、学科拓展等方面

的精准把握，带领中、青年教师们着手有序的开展各项准备工作，课程组负责人

章伟老师牵头组建了 qq 群，团队成员们将课程内容、授课形式、授课教材、授

课工具等亟待解决的各个难题逐一讨论，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教师积极参与，他

们有前沿的科研背景、活跃的科学思维以及勇于创新的干劲，对新鲜事物的领悟

和接受能力快，在讨论中经常能迸出火花，为团队带来更多活力。 

开学前期，课程团队配合学校及学院的安排，按选课班级建立 qq 学习群，

作为教师与学生交流学习的平台。开学初期主要利用 qq 群进行辅导，教学互动

只能靠打字，群投票也可辅助，总体来说辅导效率相对不高。随疫情的发展，各

种在线教学平台也相继推出，但问题也随之产生。如之前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常用



的雨课堂、智慧树见面课等形式，由于前期没有开发语音授课功能而无法使用，

后期可以直播了又因为网络拥挤无法保障教学畅通，qq 群课堂功能上线后也一

度因使用人数太多导致网络不稳定，为了能找到满意的授课平台，课程团队的老

师们互通有无，结伴测试，互换角色，参与平台授课的测试（一人当教师，其他

人充当学生角色）。这样既可以了解各平台的特点，又可以快速掌握平台工具，

提高了效率，也进一步增强了合作意识。随着各授课平台功能的不断升级完善，

最终，长江雨课堂、智慧树见面课堂、腾讯课堂都作为备选平台，任课教师可以

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适合的平台进行授课。有的平台不能显示鼠标，无法在线对

PPT 进行圈画，老师还自费购臵了电子数位板，只为能更好的呈现上课效果。

这些测试准备工作费时、费事，但老师们没有怨言，一遍一遍认真地进行对比，

熟悉使用方法，及时群内交流，互通有无，敬业精神可见一斑。 

 

在线学习，教材仍然是学生学习最重要的资料。面临新的困境，课题组时伟

老师积极联系出版社，从最先推送样章，到催促出版社及时完成电子版教材制作，

第一时间推送给学生。 

 
 

 



 统一部署，广泛调研，建立协调统一的教学方案 

疫情初期面对学生无法返校的现状，课程团队当务之急需要解决“学什么”、

“怎样学”。根据实际情况及学校教务建议，讨论决定从二月底开学第一周即进

入上课模式，因已有自建的成熟的智慧树线上课程，因此采用线上课程+qq 群辅

导的形式先开展工作。为保障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课程组达成“三个统一”的

共识，即“教学进度统一”、“教学内容统一”、“教学要求统一”。课题组由课程

负责人章伟老师每周提前下发学习任务单，将每次课的内容进行统一安排，并给

出每次课的知识点框架图以及思考题等供大家参考。 

 

  

开学初期，针对以辅导为主的学习形式，为了了解学生通过智慧树在线课程

学了多少、掌握了多少，老师们为了保证高质量的辅导，讨论除了传统的群内文

字讨论、群投票测试等方法以外，还专门针对每节课内容里的主要知识点录制讲

解视频，让学生对重点内容能够有更好的掌握。这些录制工作也都是额外的工作

量，但老师们仍然尽心尽力的去做，也得到了学生们的高度认可。 



  

  
 

随着疫情发展，在线授课逐渐显现出需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进行的趋势，学

校将三月下旬定为正式教学周的开始，意味着上课将不再以辅导形式为主，而是

实打实的进行授课，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知识越来越难，学生对知识的掌握需

要更好的引导及讲解，前期的文字辅导、小视频总结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

欲望，学生也希望能有更快捷的方式掌握更多的知识。这个阶段，课程组老师们

多渠道获取教学方法信息，观看学院推荐的教学培训、在线教学经验分享视频、

其他教研室先进经验等等，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渐形成以 mooc 平台

预习+线上精讲为主要形式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提高学生能

力和素质为目标，建立共性和个性协调统一的教学理念。 



 

 

 各尽其责，各显其能，呈现精彩纷呈的教学环节 

增加习题互动，强化学生的预习效果。  在线教学对每位学生的自律性、自主

学习能力都是一个考验。通过课程平台下达预习任务书、布臵思考讨论题、预习

检测，让学生明确知识框架。 

 



 
 

设计多彩文案，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老师们通过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与

专业相结合，寓教于乐。比如，孙林娜老师针对第二章“矿物岩石”的内容，搜

集精彩标本图片，精心设计成“矿物饕餮大餐”PPT，配臵音乐背景制作视频文

件，课前分享给学生，使学生在欣赏音乐美图的过程中提高专业兴趣。 

 

 
 

引入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科研思维能力。  工程地质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情景案例教学法一直是本门课的传统教学特色。贺可强老师利用自身在工程地质、

尤其是对滑坡预测预报研究方面的超高造诣，将滑坡、岩溶等工程中常见的、危

害巨大的不良地质现象引发的破坏工程案例及学科前沿知识分享给学生，既有高

度又有广度；路世豹老师分享、引入国外优秀教学视频、动画与案例资料，增加

了教与学的趣味性。课程组第一次授课的两位青年教师张瑾、杨忠年老师，发挥

科研优势，在已有的课程素材库基础上，搜集了近几年大量的科研、工程案例，

如上海中心的桩基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案例、上海彩虹湾小区、深圳光明新区

滑坡等。杨忠年老师的“工程地质 19问”，以专题的形式，通过启发式提问、由

浅入深地阐述实际工程中的地质问题，让学生能够将知识点融会贯通，达到提高

其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目的。 



  

   

   

 

线上课堂翻转，增进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  受网络、平台功能的限制，翻转课

堂教学方法的应用一度受到限制。张瑾老师通过反复的对比试验，在课程组分享

了她实现线上课堂翻转的尝试：通过雨课堂对同学随机分组，作为热身，先布臵

小组习题，让同学参与回答；进而布臵案例分析专题，很好地实现了线上的课堂

翻转。疫情期间，学生之间的沟通明显减少，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作业，可以较好

地增进同学之间的沟通交流。 

 



  

   

 

融入思政教育 培养学生爱国情怀。 课程组除了准备日常的教学教案，结合课程

进展，会定期通过课程群、课程网站向同学们推送与地质现象、重大工程等专题

文章，如川藏铁路建设，汶川地震 12 周年的纪念文章等，既加深了同学们对专

业知识的理解，同时也培养了了同学们工程伦理意识和爱国之情。 

    



     

合作研发，虚拟仿真，确保科学有效的教学实验  

工程地质课内包括实验教学环节，在学生返校时间不确定的情况下，为保障

教学计划能圆满完成，课程组在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和青岛勘察测绘院、北

京润尼尔公司合作，疫情期间，开发出“矿物、岩石鉴定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配合已建的“地质构造虚拟仿真”，确保了线上实验环节的实施可能。    

  

   



加缪小说《鼠疫》中主人公里厄医生说“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请况而言，我知道那是做好我的

本职工作”。“做好本职工作”，这应该也是课程组每位教师的座用铭。疫情终会

结束，春天终会到来，课程团队一定会密切合作，齐心聚力，诚实地工作，更好

地完成“教书育人”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