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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教学实践

【摘     要】 结合《化工原理》课程性质与学校实际，在教材建设、教学改革、科教融合等方面开展化工原理的创新改革，将其应用在实践

教学中，以促进《化工原理》课程教学的顺利开展。基于此，文章介绍《化工原理》在线课程的建设、教学实践的应用以及教

学效果的分析。通过分析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式，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提升教学质量，以达到《化工原理》课程在线教学有效地为课程教学提供新型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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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作为化工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桥梁作用。本课程强调工程观点、试验设计与技能培养，在培养学生创新与工程意识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课程自身包含较多枯燥公式与概念，使学生学习化工原理知识的兴趣不高。一直以来，很多院校都加入在线课程教学研究。基于这一背景，授课期间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将教学过程划分为课前、课中与课后三个阶段。
一、化工原理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1.建立课程教学团队化工原理系列课程教学团队是福建农林大学优秀的教学团队。自 2014 年成立校级教学团队以来，经过六年多的建设，团队共有 10 位教师，都具有博士学位，包含 8 位主讲教师和 2 位实验教师。团队教师承担了福建农林大学所有《化工原理》系列课程，包括《化工原理 A》（96 学时）、《化工原理 B》（80学时）、《化工原理 C》（50 学时）、《化工原理实验 A》（48学时）、《化工原理实验 B》（16 学时）、《化工原理课程设计》（3 周），涉及“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轻化工程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制药工程专业”、“应用化学专业”、“生物工程专业”等。教学团队通过教学研讨、传帮带听课制度等方式，培养了较多经验丰富的教师。为了积极开展化工原理在线开放课程教学，教学团队有两位骨干教师管理网上课程测试与考试、答疑及后台运作等工作，确保在线课程合理运行。
2.建立视频库结合在线开放课程教学方面需求，将课程资源系统为主要要求，将资源开放共享当做主要目标，提升课程资源适用性；将化工原理课程章节当做主要教学模块，将知识点内容作为主要单元，合理编排教学模块与课程，同时合理拍摄课堂教学录像，建立课程内容知识点视频库。
3.建立网络资源在中国大学慕课爱课程平台，上传课程教学大纲、课程介绍、教案、作业、讨论题、章节测试题、课程教学视频等必备资源，另外还包含试题库与在线自测等测试资源。

二、《化工原理》在线开放课程教学实践
在《化工原理》在线开放课程短视频制作期间，应以测试习题库、视频习题库、知识点课件等为基础，在线课程教学运行包含 5 个环节：线上自主学习、课前准备、线下授课、线上线下讨论、考核。详细见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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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前准备期间，教师需要线在平台中建立课程资料，具体而言包含教师团队、课程信息、考核指标、教学计划，组建课程体系，课题资料等。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学习期间，学生应先注册账号，待进入到系统后，再次进行深入学习。结合学生反馈意见，课程设置考核标准分为线上操作，视频学习，学习笔记，发帖讨论，知识点测验等方面，将线上学习当做日常学习成绩，占比学期总成绩的 50%。线上自主学习期间，任课教师提前一周发布教学视频和课件。学生借助电脑端和手机，即可进入系统自主学习。为了提升视频学习效率，设立了视频习题打点，便于提升线上学习互动性。学完视频后，学生完成对应习题。线下实体课堂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方式。这一教学模式可以将学生主体作用全面发挥出来，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中来。翻转教学模式分为以下几类。（1）小组讨论并汇报。将预习和讨论结果用 PPT 形式汇报，借助学生讨论与教师点评相结合，分析解决知识点中的难点。视频学习期间，合理延伸课程内容，提升学生对知识内容理解。（2）课堂测验。设定 15 分钟教学知识点测验，学生交叉批改形式对学生预习情况进行检验。结合学生课上表现及测试结果，分析教学效果。教师总结反思，持续改进教学方法方式。（3）加强知识讲解。重点详细讲解教学内容的难点与重点知识。学生自主学习之后，进行充分讨论及完成测试，教师讲解难点知识，然后通过习题讲解方式，提升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4）知识点梳理。各章节内容学习完后，教师应总结各章节内容，梳理各知识间关系，加强各章节联系，帮助学生找到学习重点。（5）点评并总结。课堂授课期间，教师需要提醒学生及时做完线上作业，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总结讲解。
三、《化工原理》在线开放课程教学效果

1.转变学生角色传统教学方式当中，学生多是听众角色，以在线开放课程

图 1 在线开放课程线下线上结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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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开展的混合式教学，学生在其中可以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课前学生需要认真学习课程视频，记入日常平时分。通过网上提交作业，在教师批复完之后，学生立即可以得到答案，便于帮助学生及时纠错。学生可以在线上提出疑问，通过学生间的互助问答，提高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在线教学期间，学生即是学习者，也是问题解答人员。
2.转变教师角色不同于传统教师全程授课模式，课堂教学期间，教师既是知识讲解者，也是课程引导者。实体课堂教学期间，利用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将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划分，让不同学生间组织开展提问和讨论，教师在其中给予相应点评。这一形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还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及时纠正错误。这一过程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课堂组织者，带领学生深入思考问题，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课堂交到学生手里。再者，因大部分学生课前都开展预习，课堂上教师借助测验了解学生知识掌握现状，或者将时间放在讲解重点及难点知识方面，从而系统梳理课程知识脉络，便于总结知识内容。

四、思考《化工原理》在线开放课程
《化工原理》在线开放课程实践教学期间，也有一些问题出现。比如，一些学生经常为了获得视频学习成绩而多刷视频。面对这一问题，可以将视频播放成首次播放不可快进，在视频学习期间还可以设立闯关形式，也就是视频学习到一定阶段，会出现一道试题需要学生作答。这一过程，学生应认真回答问题后，再继续学习视频内容，便于完成有关学习环节。此外，有些学生不及时提交作业的问题，可以利用在线开放课程进行公布，然后在系统当中设立提交作业截止日期，或者创建班级

QQ 群，提醒学生及时提交作业，再安排线下课代表再次提醒学生，借助多环节提醒，让大部分学生能及时提交作业。站在教师视角分析，这一混合教学模式的开展可以转换教师角色。在课前，学生自主在线完成学习课程的理论知识，若教师上课期间以传统教学方法教学，一定会导致学生反感。因此，对于教师而言，有必要改变传统教学方法。教学方法上，教师可以使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法，教师承当知识的传授者、组织者及引领者。教学内容上，教师可以开展与微视频课后练习题

及思考方面的教学汇报与讨论，合理组织开展随堂测验，便于将线下与线上课程有效内结合起来。此外，借助课前预习学生多掌握部分知识内容，线下实体课堂教师可以讲述难点与重点内容的知识，期间可穿插讲解各大名校相关题目，不断提升实际教学效果。最后，在教师总结各大知识点，便于学生将知识体系框架与解决实际问题联系起来。站在实践角度分析，因大部分学生都是借助系统学习，教师浏览笔记，回复线上学生提出的疑问，工作量很大，有时很可能反馈不及时。面对这一现状，教师可以采取轮流值班的形式进行回帖和浏览笔记，可有效满足线上互动交流。因不同院校开学时间不一样，所以实际教学进度也不同。不同院校教材不同，即便教学内容一样，但是变量符号也会存在差异。上述问题都会对初期阶段学生学习带来影响。针对这一问题，可以按照实际进度发布教学视频，对于部分学校进度缓慢的，可以交给实体教师掌握教学进度。此外，针对教材不同引起的变量符号问题的解决方法如下：（1）让教师在课堂内讲解；（2）让学生对比视频及教材符号，便于其快速适应不同符号表示法。
五、结语

为改变传统化工教学模式，促进化工原理教学顺利开展，文章提出《化工原理》在线开放课程教学实践，将碎片化课程视频当做主要载体，以在线开放课程为主要依托，让学生自主进行在线学习，借助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改革。转换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学生是学习主体，教师是课程引导者，该教学模式的教学实践应用，并不断持续改进，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教学质量，实现课程资源共享，促进高等教育进一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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