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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集在线教学与实体课堂教学为一体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越来越被广大教师所接受。为此，介绍了面向认知规律和自主学习的“工程制图”云
教材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之处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云班课线上资源建设，并利用云平台

开展了课前知识传递、课内精讲重、难点和知识的实际运用、课后知识拓展等丰富的教学活动。

通过对学生学习轨迹的全程记录和跟踪，为过程性多元化评价提供了数据，有效促进了学生自

主学习，使教与学的互动性更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普通高校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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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loud Course Based on  
Cloud Textbook of “Engineering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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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combining onlin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teaching is more and more accepted by teacher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novation of content and expression in the “Engineering Drawing” cloud 
textbook based on cognitive rules and self-lear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loud course online 
resource. A cloud platform is used to carry out various teach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pre-lecture 
knowledge transfer, teaching of difficult points and practical uses in class, and knowledge extension 
after-class. By tracking and recording the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it provides data for 
process-oriented, multiple-dimension evaluation.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s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strengthe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achieves desirable results. 
This new teaching mode serves as reference for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at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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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更好地“落地”了。“以学生为

中心”就是以学生当前状态为基础，以促进其发展

为目的。教育的目的是学而不是教，要以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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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中心[1]。“学没有发生，教就没有发生，只有

当学发生时教才发生”[2]。为了真正建立起以学为

核心、为主线的新的教学模式，很多课程已经开

始尝试整合以互联网+为背景的各种教学资源，为

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平台，让学生对

自己的学习负责，培养其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和

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缓解了高等院校中的工程

制图课程内容多、学时紧的局面。北京石油化工

学院以“蓝墨云”平台为基础，结合“工程制图”课程

特点及普通应用型高校学情分析，在 2018 版培养

方案实施中，基于“工程制图”云教材的应用，开展

了“云班课”建设与实践。 

1  《工程制图》云教材建设 

云教材又称移动交互式数字教材，不同于纸

质教材，也区别与普通电子教材，其集成了富媒

体数字出版、移动学习、云服务和大数据四大领

域的前沿技术，支持动画、视频、语音、图文等

富媒体，依据情景化、动态化、形象化的学习需

求，将传统教学内容进行富媒体编排设计和交互

设计，面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进行全新设计呈

现(兼容 PC)，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可扩展的、

精致化的、社交化的全新学习体验。云教材拥有

强大的人机交互和人人交互功能，提高了师生教

学中的沟通效率，为数字化学习和移动学习打下

了基础。 
1.1  面向认知规律的云教材内容建设 

以“体”为知识链条，轴测图不断线，有效提高

学生认知力和表达力并创设一种开放性的学习环

境。认知力是指主观对非主观事物的反映能力。

认知力越高，反映越接近事物的本质。人的认知

能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注意力。

为强化学生空间概念，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在

教学内容上通过平面立体正六棱柱将各部分知识

关联起来，如图 1~2 所示。平面立体的投影是整

门课的切入点，在棱柱、棱锥三视图画法之后开

始学习轴测图，学会一种基本体就能画出其轴测

图，使得图与形时时转换。在此基础上，时时对

照着平面立体，直观、具体讲解点、线、面及其

相对位置的投影，更有利于学生的理解消化。作

为扩展学生思维、多一种手段解决几何作图问题

的换面法分散到求直线实长、求平面实形及综合

解决度量、定位问题的各章节中(图 1)，如此设

计，学生会在应用中更好地懂得轴测图与换面法

的作用。 
 

 
 

图 1  图示基础部分 
 

 
 

图 2  应用基础部分 
 

图 2 为应用基础部分主要培养学生的表达力

和思维创新能力。其中，正六棱柱和正圆柱叠加

就是组合体，在圆柱体上加工出螺纹就是螺栓，

正六棱柱用圆柱体挖孔，想要表达内部结构就要

学习剖视的国标规定画法。总之，全书大部分知

识点由正六棱柱、正圆柱贯穿起来，犹如一条线

穿起来的珍珠一般，脉络清晰，便于学生梳理知

识点，促进长时记忆。 
1.2  面向自主学习的云教材表现形式创新 

“工程制图”云教材每章开篇配有概念地图

(图 3)和课程矩阵图(图 4)。概念地图能够跳转，实

现“字典式”查询[3]，方便学生查阅某个知识点，想 
 

 
 

图 3  “字典式”跳转概念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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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课程矩阵图 

查阅本章哪部分内容就能快速进入该部分内容

里。课程矩阵图给出了课程目标、教师教法、学

生学法及本次课程评价、授课学时等建议。“工程

制图”云教材还具有如下特色：①微课视频；②交

互测验题及自助评判；③气泡注解和百度百科扩

展；④图片；⑤动画；⑥高亮、立即笔记和随时

扩展到互联网里学习等 (图 5)。 
云教材不但在内容的表现形式上力求更好地

促进网络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而且在视觉上也给学习者带来一种全新的阅读体

验[4]。其便于学习者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 
 

 
 

(a) 微课视频 (b) 交互测试题及自主评判 
 

 

(c) 气泡注解 (d) 百度百科扩展 (e) 高亮、笔记等 
 

图 5  “工程制图”云教材特色 

 
地进行学习、讨论、分享交流，为自主学习和个

性化学习创设了空间，最大限度地激发学习者的

学习兴趣，有效培养终身学习能力。 

2  云班课建设 

云班课是蓝墨科技推出的一款 APP，在移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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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环境下，利用手机等移动智能设备开展课堂内外

互动教学的云服务平台。能够把教师备课的过程、

课堂内外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对学生的学习答疑和

指导、布置作业、批改作业等几个步骤集中在云服

务平台上。把原来需用纸和笔来做的事情，变成了

用手指点触就可完成的事情，把课堂里的提问、举

手回答变成了师生之间的实时性和非实时性交流。

云班课平台构成如图 6 所示[5]。 
2.1  云班课创建 

教师首先要创建云班课，如图 7 所示。向

平台上传各种课程资源，设置投票问卷、讨论

答疑、头脑风暴、在线测试等活动，还可以对

班课成员进行分组管理、布置作业、签到、互

评等操作。学生的手机安装了云班课 APP、加

入云班课的代码之后，就可以接收到上述信息，

生生之间、师生之间都可以展开互动。自主学习、

自主测试，实时动态了解自己在班级中的学习状

态。学生的手机变成了强有力的学习工具，教师

可以轻松管理班课，随时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与

评价。 
 

 
 

图 6  云班课平台构成 
 

 
 

图 7  云班课的创建 
 

2.2  线上学习资源建设 
本课程的基础性决定了该课程一般在大学一

年级开设，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能力

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需要把输送知识变

成能力的提升及好习惯的养成。教学中实施“兴趣

的激发、知识的累积、能力的培养、素养的提高”
四位一体的培养方针，激发主动探索的欲望，提升

图形思维力和工程表达力，具有熟悉并遵守国标、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审辩式思维能力及终身学

习能力。在该课程目标指导下展开线上学习资源建

设。列出知识点，弄清每个知识点要掌握的深浅程

度和宽窄面域的界定，然后团队协同作战。 
(1) 第一次上课前，教师把课程公告、教学日

历和云教材发布到云班课的“资源板块”，公告里写

出对学生的要求和提醒内容，比如：上课时间、

地点，本课程任务、课堂要求、作业要求，考核

形式及总成绩组成、分值比例，线下答疑时间及

地点等等。教学日历可以使学生了解课程进度及

内容。下载云教材，根据教师要求提前自主学习

云教材相关章节知识(图 8(a))。 
(2) 教学课件可一次全部放上，也可分次放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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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8  线上资源建设 
 

(3) 根据知识点要求，需要作出大量选择、判

断测试题。将题目及答案、有的做出题目解析，

导入测试系统，每次题目 5~10 道题，测试时间短，

利于学生用碎片化时间自测(图 8(b))。可以课前推

送，用以检测学生自主学习效果，根据测试分析

得分率情况，确定课上讨论、教师重点讲解内容。

也可以随堂测试、阶段测试，鞭策学生认真听讲、

及时复习，增加过程性考核。 
(4) 该项要写清楚项目实践要达到的考察指

标和考察重点、评分标准和分值及学生填写项目

总结，学生会针对要求，对照分析，有的放矢完

成实践项目(图 8(c))。 
以上学习资源内容可定时推送及提醒。 

3  云班课应用 

3.1  课内外教学活动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教学过程的核心。教

师要想方设法推动学生主动获取知识。课前和课

后都可以通过云教材、课件等进行知识的预习、

复习，利用云教材观看视频微课、分享笔记，还可

以通过检测题自动评判学习效果(图 5(b))。根据自

身情况，自动调整学习时间、观看次数。对于未理

解的内容通过云班课的“讨论/答疑”功能与同学和

老师进行交流互动。在完成相应知识的自学后，学

生通过云平台推送的测试题来检验自学效果，答

题结束后可以实时看到自己答题的结果以及对题

目知识点的解析，对于没掌握的知识点可以进一

步自学或为老师课上教学的内容提出建议。教师

可以通过云班课查看学生的学习情况(图 9)。对未

及时完成课前自学的学生推送提醒信息，督促学

生完成。教师根据课前学生自学的学习反馈，调

整教学内容，把课堂的教学内容集中在知识的重

点、难点和实际运用上。在课上教师先对这些问

题采用集中精讲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再

通过云班课的头脑风暴、讨论/答疑等活动加深学

生对重、难点的理解。有时采取摇一摇、抢答、

举手等寓教于乐的方式选择学生汇报讲解某一个

知识点，既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又可以避

免学生课下不认真学习抱有侥幸之心滥竽充数。

也可以课上讲解之后再次测试几分钟，进一步检

查学生学习效果。这种碎片化的随学随考的教学

方式已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教与学方式，不会增加

教师和学生太多负担，又有助于了解每一个知识

点掌握情况，师生均乐于接受[6]。课后利用云班课

“作业/小组任务”功能布置若干小任务，引导学生

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学生以组为单位相互协作

分工来完成。在完成任务后将视频、PPT、图片等

上传到蓝墨云平台进行成果展示。 
3.2  学习过程监控与过程性考核 

云班课中记录了学生的学习动态，提供多种

评价方式和过程性数据跟踪和监控及提醒，实时

高效、公开公平，教师和每一位学生可以共同查

看(图 10)。学生可以从学习结果数据图表中发现自

身对知识技能认识的不足，及时进行弥补。从学

习情况记录数据表中发现自身学习行为的优缺

点，发扬优点，克服不良习惯，调整学习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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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教师及时掌握每一位学生参与每一项活动

具体情况，便于进行学情分析，定制个性化的教

学指导。通过学生间的互评和教师的评价及私聊，

突破彼此间的局限性，提高对事物的辨析能力和

与他人的沟通交流能力。 
在云班课平台上可以导出班课汇总及明细，

其是学生学习轨迹的全程记录和跟踪，为过程性

评价提供了数据。考核评价不仅仅以期末成绩+

大、小作业成绩为依据，而是更加注重过程性学

习效果和能力、素养的提高，进行多元化考核[7]。

新的考核分为 2 大部分，各占分值的 50%，即本

门课期末总成绩=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 50%+云班

课成绩占 50%，其中云班课具体考核项目有线上

资源学习、过程性小测试、头脑风暴、作业/小组

任务、课堂表现、签到、被老师点赞等，分值比

例如图 11 所示。 
 

 
(a) (b) (c) 

 

图 9  线上测试结果分析 
 

 
 

图 10  学生学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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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云班课考核指标及分值 
 

4  教改效果分析 

应用云班课后对同一位教师讲授的同一专业

2 个学年对学生问卷调查和期末总成绩统计分析

(图 12~13)可以看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得以提高，

总评成绩显著提升，尤其是没有不及格的学生了。

表明在教学内容不变学时减少的情况下，采取基

于云教材的云班课教学模式可以较好完成教学任

务并提升教学效果。 
 

 
 

图 12  学生收获 

 
 

图 13  传统模式与云班课模式学生总评成绩对照 

5  结 束 语 

基于“工程制图”云教材的云班课顺应了时代

的发展，有效地使信息化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教学

方法相融合，实现了过程化激励和多元评价，充

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促进了学生知识目

标和能力目标的达成，保证了教学任务较好完成。

但教师在线上资源建设和课程设计上需要花费大

量的精力，对于极个别学生线上学习“作假”情况还

缺乏有效的监督。今后需要根据课程特点及教学

实践反馈情况，进一步研发更加科学、合理的线

上线下软硬件资源，使“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覆盖面更广，学生受益面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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