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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  对我们的影响

MOOC冲击波
教育形式、教学模式、学习方式

空间信息技术、大数据、大地图、大
模型、云计算、物联网、3S技术
水情预报、防洪调度、抗旱管理
新的应用技术与新的管理手段
智慧流域、智慧城市

●.应用技术

●.教育教学

互联网+

MOOC的诞生犹如一场海啸，
给传统高等教育带来巨大震动。

教与学活动都围绕着互联网进行



5
 *

2. 人才培养信息化

教学管理  教材 课程内容 教学模式

课程结构化
素材碎片化

信息化

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

立体化
数字化

信息化
智能化

        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雷朝滋表示，教育信息化带来了教育形式、
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重大变革，是我国顺利实现教育现代化必然
的战略选择。

●教学信息化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

虚拟化
仿真

实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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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应对

C.能力提升

领导者
管理者
教师

B.硬件投入

修路
买车

A.观念更新

决策层
管理层
实施层

D.机制保障

机制创新
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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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念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是教育改革的先导

领导层

实施层

教师是关键
●教学过程观转变
●质量评价观转变
●角色转变
• ●转换角色，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

变为导学者、助学者、促学者、
评学者，要将传统的指令性教学
变成建设性学习服务；

管理层

管理是重点
●学生成才观转变
●绩效评价观念转变
●教育功能观念转变领导是核心

●价值观转变
●经营理念转变
●学校职能观的转变.

教与学的“双重革命”，加快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

为中心转变，从知识传授为主向能力培养为主转变，

从课堂学习为主向多种学习方式转变。

新常态：学校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不
断升级改造，新型移动和智慧型产品
普遍进入课堂，新型技术的广泛应用
成为教与学的新常态

跨界融合 结构重塑  教育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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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件建设

修路与买车

摄录编设备

网络设备与软件



 *

3. 能力提升

信息化教学理念

课堂组织与评估

教学法应用

技术装备应用

课堂教学与管理

学习与专业发展
课堂用
经常用
普遍用

（三个层级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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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制创新

机制创新
新常态必须有
新的机制与此适应

制度保障
新模式必须有
新的制度予以保障

政策激励
新环境必须有
新的政策予以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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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念更新

优质资源

建用结合  重在使用

重点：应用成效

国家专业
教学资源库引领

院内专业教学资
源库建设

教学空间
学习空间

以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推动学校信息化教学改革

实现教与学方
式方法的变革

提高教与学的
效率和效果

根本目的

符合教育规律 体现职教特色 反映教改成果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内涵建设的重
要抓手
（2）示范建设成果
的推广应用
（3）教学改革、管
理改革的迫切需要
（4）校园信息化建
设的重要支撑

师
资
培
训

思想认识统一

建设思路明确

组织“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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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件建设

●近3年投入1100万元用于校园有线、无线网大规模的路网改造和扩容升级，实现

校园无线全覆盖；

●购置网络交换机等一批硬件设备，建设录播教室

●全院16个教学单位配置摄录编设备



 *

3. 机制创新与制度保障

机制创新
新常态必须有新的机制

与此适应

制度保障
新的模式必须有新的制度

予以保障

政策激励
新的环境必须有新的政策

予以激励

硬软件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校园建设与管理办公室--统
筹、协调、管理、服务，逐步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
一把手亲自抓！
教务处职能的转变：资源建设与使用；管理—服务；设
置信息技术推进办公室—职能转变，推进教学信息化

制定《数字化校园建设数据标准规范》、《数字化校园
数据共享机制》、《数据化信息系统建立接口标准》、
《数字化校园系统建设管理办法》、《校园有线、无线
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数字化校园建设
与管理。

《关于启动“网络教学空间”建设工作的通知》、 
《教师教学空间建设评定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
校内专业教学资源库检查工作的通知》、--建设教学
空间与晋升职称挂钩；教学空间建设成效（活跃度）
纳入部门业绩考核指标且与个人业绩挂钩；通过经验
交流会、案例展示会，形成了可供推广应用的典型范
例，加以推广应用并奖励。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将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评聘考核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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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力提升

师
资
培
训

教学观念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装备使用

资源制作

技能训练

      “学校信息化建设与教师

信息化能力”、“微课教学设

计与开发技术”、“职业教育

中的微课与翻转课堂”、“资

源库建设与应用” …….

      全体专任教师，机关各

部门兼任教师等近600人

参加了培训。

软件使用

………..

送出去 请进来 校内练 校外比 人人做 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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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内专业资源库建设和教学空间建设（2013～2014）

为什么要建空间：

       资源库大量 的优质资源必须在共享的环境下，充分有效的使用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和

更大的社会效益，这就必须把资源库的应用植入学校的课程教学和实训教学中，在传统教学

与在线教学融合的情境下来实现。

资源仓库 应用平台 面向用户应用系统
（管理平台、专业
资源、应用工具）+=资源库

      基  础       支撑

教师：在云平台的支撑下，灵活构建个性化专属在线课程，推送特色项目，开展线
上线下混合教学和翻转课堂等教学活动
学生：在云平台的支撑下，在网络的环境中，在众多可利用资源的基础上，利用不
同的终端，开展个性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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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业资源库建设与教学空间建设的成效

核心课程55门

学习项目424个

实训项目375个

知识点2218个

技能点1919个

制作微课程504个

教学动画309个

工程案例264个

试卷236套

……

建设内容

水利工程试验与检测

水文水资源

道路与桥梁工程

地理信息系统

工程造价

电子商务

计算机网络技术

会计电算化

机械设计与制造

………

专业教学资源库

重要的教学研讨及教学互动平台

18117名学生

650位教师

资源总数27890

题库规模24000

新学期（10月9日）：

作业布置3400余次

完成作批改达60000人次以上

教学空间

校内资源库投入

2013年    55万元

2014年    70万元

2015年  100万元

……

……

管理：统计分析工具

教师评价：

    空间资源丰富，极大方便备

课；课程资源建设丰富了课堂教

学的内容与形式；辅学资源内容

多样，便于学生巩固课堂所学；

线上线下交互答疑，及时掌握学

生学习动态；“时时处处”均可

批改作业和互动交流等教学活动，

拉近了师生距离…

学生评价：

       教学空间让学习变得有趣，

我喜欢教学空间！公共资源多，

丰富了课外知识，很给力！我提

的几个问题都给了答复，谢谢老

师！给您点个赞！

管理者评价：

    网上信息多多，可发现许多

管理方面的问题。强大的统计功

能，对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有作

用。对检查部门工作也能起到很

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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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学空间应用情况对比

阶段 教学空间使用前 教学空间使用后

课前
被动学习
很难控制效果

    学习时间自由支配，针对课上所
提问题自主学习，将疑难点列为课上
重点学习内容。

课中
课堂讲授、课堂练习
课后布置作业

    课程主要讲授关键知识点，更多
引导课堂对话和讨论，随时了解学生
学习情况。

课后
做作业、收作业
很难随时了解学生学习状况

    随时交作业、批改作业，及时获
得反馈，提升学习的动力和成就感。

复习
教材
笔记

    教学空间资源丰富，便于学生复
习和巩固。 

考核
考勤、平时作业
期末考试

    学生可随时查看每个任务的考核
情况，对照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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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优质教学资源环境下的“一化二变三融合”的讲练结合式学习方案

• 通过“四先四后，渐进提升”：先读图后绘制，先二维后三维；先分段，后组合；先模型后实
物---从简单到复杂，从部分到整体，从一般到特殊，达到读图、识图到绘图的渐进式提高

 7.1 《水利工程制图》

课程特色

7. 对教学改革的推动

一化

化整为零

二变

变二维为三维

变抽象为具体

三融合

传统教学与数字化技术融合

工程图与仿真模型融合

教学空间与教学资源库的融合

一切皆在信息技术的支持、数字资源的支撑、网络平台的环境实现

《水利工程制图》是一门专业基本技能课程。培养学生识读水利工程
图和计算机绘制工程图的技能。为后续课程提供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信息技术+教学资源库+教学空间+学习空间-----教与学方式方法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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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水利工程制图》

教学过程

上游连接段

• 读图
• 绘图
• 三维建模

闸室段

• 读图
• 绘图
• 三维建模

下游连接段

• 读图
• 绘图
• 三维建模

组合
完成
水闸
项目

 从简单到复杂  从部分到整体  从学习到工作

读图
课件、微课、图片

绘图
图纸、仿真、课件

三维建模
课件、案例、微课

7. 对教学改革的推动

水闸项目的
拆分、组合
与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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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内容 任务要求 知识技能点 学习流程 可用资源

1 上游连
接段 读图

了解组成部分与作用
明白视图投影关系
清楚每部分形状

三视图投影规律
基本体投影特征
平曲相贯线求解
水利工程图表达

下载任务（独立读图）
图物对照（反复读图）
观看视频（解决难题）
课堂讨论（分享经验）
课堂测试（检验读图）

工程图形
读图微课
学习课件

2 上游连
接段

二维
工程
图绘
制

完成该段图形绘制
完成该段尺寸标注
完成该段材料填充
完成该段文字书写

基本绘图命令
常用编辑命令
标注样式设置
文字样式设置
材料填充应用

观看视频（模仿绘制）
在线互动（解决难题）
提交作业（展示成果）
作业反馈（检查提高）

工程图纸
讲课视频
教学课件

3 上游连
接段

三维
模型
创建

完成底板建模
圆弧形翼墙建模
护坡与翼墙剖切
翼墙挡土墙建模

特征面拉伸建模
路径拉伸建模
曲面剖切应用
绘图编辑命令

观看视频（模仿绘制）
在线互动（解决难题）
提交作业（展示成果）
作业反馈（检查提高）

工程图纸
建模视频
教学课件
三维效果图

 7.1 《水利工程制图》

7.对教学改革的推动

项目----内容----要求----知识技能点----学习流程----资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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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虚拟教学仿真系统下的“实景模拟、项目引导、单项观摩、分项集成”的项目化学习方
案。

• 3D技术为教学营造真实工程环境；展现隐蔽工程、复杂工程细部构造；
• 通过项目引导整个学习过程；
• 通过分项观摩，掌握结构特点，将知识点、技能点融会贯通；
• 通过单个项目的组合，完成一个单体工程设计训练项目各项任务（设计计算，绘图……)等

任务。

课程特色

  7.2 《水工建筑物》

7.对教学改革的推动
水工建筑物专业核心技能课程，培养学生水利工程设计基本技能，为
从事水利工程施工、工程管理岗位工作提供核心专业课程知识和技能

传统：认识实习----课程教学----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教：课堂翻转 –教学—导学    学：资源库中自由翱
翔

资源库建设的不仅仅是数量可观的优质资源----带来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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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上游铺盖 …… 海漫 组合

从单体到整体  从模仿到构想  从构想到实体

认知
教具、动画、图片

尺寸拟定
图纸、规范、案例

构造
软件、图纸、微课

  7.2《水工建筑物》

工程计量
软件、案例、微课

7.对教学改革的推动

设计
过程

• 认知
• 尺寸拟定
• 构造
• 工程计量

• 整体分析

• 工程计量

• 项目评审

• 评价

• 认知
• 尺寸拟定
• 构造
• 工程计量

• 认知
• 尺寸拟定
• 构造
• 工程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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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虚拟教学仿真系统下的“角色扮演，模拟训练，闯关晋级，渐进提升”
式学习方案

• 虚拟（有虚有实、虚实结合）：虚拟的角色、虚拟的环境、真实的案例。除业主方、
监理方等基本涵盖现场工作任务的90%以上。

• 5个虚拟角色 :  施工员、质检员、造价员、安全员、材料员
• 5个虚拟环境：施工准备、施工导流、基坑开挖、主体施工、竣工验收
• 28个工作场景（以真实工程为例）…..2000多个问题…5大员施工现场问题85%
• 训练模式：  可以随意选取不同施工环境、扮演不同角色，进行重复性训练工作
• 晋级模式：  则以游戏的方式开展学习，“逐级闯关，终极为胜；获胜晋级，渐进提

升”，加强学习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课程特色

7.对教学改革的推动

  7.3  虚拟水利工程项目部

在游戏中学习，在学习中游戏，在学习中快乐，在快乐中学习

虚拟水利工程项目部（“虚拟工厂”）就是把水利工程建在了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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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数量 单位
工程案例 10 项

法律法规 70 项

图片 500 幅

视频 230 项

生产表格 70 项

课件 20 个

虚拟实验 40 项

施工阶段 28个工作情景

1施工准备 1-1施工现场布置、1-2临时设施、1-3料场规划、
1-4第一次工地会议

2施工导流 2-1导流隧洞修建、2-2导流明渠开挖、2-3围堰填
筑、2-4导流建筑物封堵、2-5围堰拆除

3基坑施工 3-1基坑初期排水、3-2基坑开挖、3-3基础处理、
3-4经常性排水、3-5基坑支护、3-6基坑坍塌事故

4主体施工
4-1心墙流水作业施工、4-2坝壳流水作业施工、
4-3过渡层施工、4-4坝体质检、4-5坝顶公路及防
浪墙、4-6上下游护坡施工、4-7溢洪道施工、4-8
变更与索赔谈判、4-9安全施工

5完工 5-1文件归档、5-2场地清理、5-3环保措施、5-4
验收会议

网络虚拟  真实情景

7.对教学改革的推动

  7.3  虚拟水利工程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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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源库与数字平台的使用推动了教与学方式方法的改革

• 碎片化学习；移动终端学习
• 自主学习，主动学习
• 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

• 课堂翻转成为可能
• 个性化推送—“为每一位学生

而设计”

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

真正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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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创新虚拟仿真教学模式

• 想看看不到

• 想做做不了

• 做了做不全

• 做全做不精

虚拟项
目部

3D仿
真教学

三维实
体模型

生产实
景录像

类型齐全，全部覆盖

工程完整，没有遗漏

网络支持，虚拟操作

岗位齐全，过程完整

虚拟现实，反复练习

问题 方法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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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想与期盼

1.观念不断更新

3.优质资源的持续更新

2.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4.特色项目的个性化推送

5.平台与资源库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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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http://www.yrcti.edu.cn

敬请指教！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