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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导向 三互动 三参与 确保线上教学高质量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自动化分院曹克刚 

一、案例概述 

学校名称：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课程名称：工业机器人离线虚拟仿真技术 

主讲教师：曹克刚 

授课对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18 级 1 个教学班 

基本情况：该课程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主要运用 Robot Studio 离

线虚拟仿真软件对机器人工作站进行仿真设计。课程开设于第四学期，共计 48

学时，线上教学每周 4 学时。运用掌上农工智慧课堂+云课堂智慧职教+钉钉直

播的方式授课，课程应到 37 人，实到 37 人，到课率 100%。 

 

案例特色：教学设计依据了“三导向”，教学实施采用了“三互动”，教

学效果实现了“三参与”，提升了学生特殊时期学习动力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保证了线上教学的高质量。 

 

二、教学设计依据了“三导向” 



3 
 

1．依据“学情导向”，消除疑虑解困惑。 

教师依托智慧职教云课堂平台，提前搜集学生在线学习的困惑和疑虑，

发现学生对所学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对软件学习的应用前景存在疑惑和

焦虑，依据学情，教师联系资深企业工程师和海外工作的校友，以“现身说

法”的形式帮助学生消除疑虑，解决学生困惑。 

2．依据“问题导向”，课前问卷找难点。 

教师运用智慧职教平台，在课前设计了调查问卷，获得了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遇到的学习难点的第一手资料，使得老师的直播课堂更具有针对性，解决问

题更符合学生的实际需要。 

 

3．依据“规律导向”，线上教学全监控。 

线上教学最大的困难就是云端授课，师生不在同一个物理空间，教师监控

难度较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师遵循线上教学规律，设计了课前签到、课

中随机抽查答题，互动面板必答题，课堂奖励性抢答题、上传和点评学生课堂

笔记等教学环节，直播过程每隔 5-8 分钟进行一次有效互动，将全员互动与个

别学生互动相结合，实现了在线学习全员不掉队的监控目标。 

三、教学实施采用了“三互动” 

1.“师生互动”贯穿课堂教学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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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教师布置了本节课所学知识点的教学资源的观看和学习任务，并对学

生学习情况进行督促，展开问卷调查，明确学生学习的难点和疑点，为后续课

堂直播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教师课前下发的调查问卷 

课中教师创建签到活动、出境连麦随机抽查答题活动、全员必答题活动和

抢答加分的奖励活动，实现了较好的教学双向互动，签到率 100%，答题参与率

100%，课后作业上交率 100%，学生学习得以全程全员、全时的参与和监控。 

课后教师通过测验、布置上传学习笔记和课后作业活动，对学生课堂听课

效果进行反馈和评价，对学生学习起到了监督的作用，为后续教学改进和关注

个别重点学生提供依据。 

  

     教师课中的连麦问答                  教师搜集的学习笔记 

2.“生生互动”提升学生认同感 

为了解决学生对学习软件的重要性和实际意义认识不清的困惑，教师找到

了在国外从事相关工作的优秀毕业生，通过校友学长的成长经历和成功经验，

激励学生，努力学习该门课程，掌握一技之长以实现人生价值。学长与学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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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更能撬开学生的内心，引发学生共鸣，提升认同感。 

          
  校友学长讲述学习该门课程的受益经历   企业经理人向学生讲授软件学习的重要性 

3．“企生互动”为学生指明方向 

教师还通过视频录播，将国内在机器人领域极具权威的企业专家引入课堂，

借助线上教学的便利性，采用企业工程师和学生互动的方式，帮助学生从不同

的视角审视学习该门课程的重要性，这种企业人员与学生的互动，以提升专业

情怀为切入点，深化课程思政，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教学效果实现了“三参与” 

教师运用智慧课堂和钉钉直播软件，通过多种课堂活动，实现线上教学“三

参与”的良好局面。 

1．实现了学生“全员参与”。通过设计签到、抢答题和必答题环节，强化

学生对线上教学的课堂归属感和敬畏感，确保了学生全员参与。 

       

2．实现了学生“全程参与”。从课前的调查问卷，到课中的问答抢答，再

到课尾的笔记上交点评，最后到课后作业和测验的上交，整个过程学生全程参

与，线上的课堂学习环节完整，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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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了学生“全时参与”。老师把上述的教学环节按照教学计划整体推

进，学生通过多周的线上学习，慢慢养成了全时学习的良好习惯，实现了由停

课不停教向停课不停学的转化。 

五、在线教学反思与总结 

通过多周的线上教学实践，教师线上教学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 

1．教师得到历练。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渐渐熟悉，从不知所措到得心应

手，教学方法越来越灵活，教学资源越来越丰富，教学互动越来越精彩，教学

成效越来越明显。 

2．学生全面适应。在长期的线上教学实践中，学生找到了适合课程的学习

方法，克服了一开始线上学习的焦躁和不安心理，适应了居家学习的学习方式，

养成了较好的学习习惯，提升了自主学习的内生动力。 

3．利于后续推广。被迫的线上教学变成了老师们积极主动的回应，有了这

次线上教学的经历，老师和学生们对方便、快捷、高效的线上教学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相信在疫情散去之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推广将更加顺利和有

序。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线上教学的经验我们还处在不断探索的阶段，“三导向、

三互动、三参与”的教学案例模型我们还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力争在云端搭

建起符合企业需要的系列课程，培养更多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