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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编程与操作》课程线上教学经验分享 

机电系数控技术专业  李家峰 

新冠疫情打断了我们如期开学的脚步，我校积极按照教育部和辽宁省教育厅

的要求，落实“停课不停学”的教学要求，推行了线上教育教学新模式。一时间

老师们化身“网络主播”，钻研线上教学的信息化手段，利用超星网络教学平台+

超星“学习通”APP 等教学平台，建设在线开放课程。从最初的“忐忑+不熟练”

到现在的“熟练+技巧+丰富的教学手段”，线上教学已经进行有月余，课程也已

过三分之一。回顾月余的教学过程，有收获，有不足，有改进。 

一、课前准备 

1、课程基本情况 

《数控编程与操作》课程是数控技术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理论与实践紧密

结合的一门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让学生具备独立进行数控机床加工（手工）

编程及基本操作的能力。它要以机械制图、机械制造基础、金工实训等课程的学

习为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机械零件数控自动编程加工、五轴机床编程与加工等

课程的基础。为数控技术专业学生掌握数控设备操作、数控设备技术管理与维护

等技能提供必备的程序编制知识。 

2、学情分析 

本门课程授课对象是 19级数控 1、2班（统招生），19级数控 3班（三校生）。

学生已经学习过机械制图和机械加工基础等前导课程。3 个班共有 93 名同学，

有电脑的共有 37 名同学，全部有网络能够参加线上学习。 

3、授课平台及方式 

1）学生课前自学——利用超星网络教学平台+超星“学习通”APP 等教学平

台，观看课件和视频讲解(课前教师已经录制完成授课视频)； 

2）教师直播讲授、答疑——利用腾讯会议（利用屏幕共享等功能，讲解重

点难点）； 

3）课后答疑——利用 QQ等工具进行点对点答疑，腾讯会议集中答疑。 

4）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法、项目教学法。 

4、资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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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学习通平台上传课程资料，根据课程特点合理的编排教学内容和学习

顺序，见图 1。 

 

图 1  课程章节节选 

2）本课程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门课程，因此在实践课节中上传了大

量的操作视频和课程讲解视频，便于学生反复观看和学习，见图 2。 

 

图 2  课程讲解视频节选 

3）本课程学习时需要结合数控仿真软件进行练习，疫情期间学生也无法使

用学校购买的正版软件。经过与软件公司多次沟通，最终为全体学生都申请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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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版的免费试用仿真软件的账号和密码。极大的改善了学生的学习硬件需求，提

高了学习质量。 

 

图 3  学生使用软件进行课后练习 

4）收集整理与本门课程相关的课程资源（资料），上传到教学平台资料目录

下，方便学生下载和学习。录入题库试题和章节作业，用于检验学生对知识是否

完全掌握。 

    

图 4  学习通教学平台上传的学生自学的学习资料 

5）在学习通平台上提前一天发布课程安排，便于学生安排时间和切换学习



4 

 

平台。（建议在学习平台上发通知，避免 QQ中信息太多，学生查找不方便）。 

 

图 5  学习通通知第二天的课程安排 

二、课中教学 

1、考勤安排 

考勤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我采用了固定时段考勤和随机抽

查考勤。固定时段考勤是在学习平台上在规定时间（已经提前通知）内完成签到

（见图 6）。随机抽查考勤一般安排在直播过程中，防止学生不在屏幕前（可在

讲课间隙，让学生回答问题，或者不固定点名）。根据直播平台上的上线人数，

查看学生是否都按时参加学习。 

    

图 6  考勤情况节选 

2、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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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根据开放的在线课程任务点，进行自主学习。自主学习包括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和课中专项学习（教师指定具体某节学习内容），教师通过查看学生任

务点完成率，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通过直播教学过程中的答疑情况，了解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图 7 中是第二天要讲授的课程内容，根据进度条可以查看

学生的预习情况）。 

 

图 7  学生预习情况及学习 

3、直播教学 

直播教学主要在重新强调课程的重点难点及学生不易理解或者容易犯错误

的地方（整节课的相关讲授视频已经提前录制好了并已经上传学习平台），同时

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讲解。 

 

图 8  直播情况 

根据 73855 定律（麦拉宾法则）在人们进行语言交流的时候有 55%的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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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视觉传达的，如手势、表情、外表、妆扮、肢体语言、仪态等；38%的信息

是通过听觉传达，如说话的语调、声音的抑扬顿挫等；剩下只有 7%来自纯粹的

语言表达。因此如果条件允许教师在直播过程中要出境，并且每节课安排几个同

学共同出境。这样可以避免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没有学生点头回应、缺乏师生眼神

交流，隔着屏幕对学生全然“无视”、线上直播变成老师的“一言堂”。 

4、课堂互动 

课堂互动可以安排在自学时段和直播后时段，便于掌握学生的在线状态。互

动形式可以根据课程内容灵活选择。课堂互动计入学生的学习总成绩，提高学生

的参与性。自学时段一般以评分和测验的形式进行，直播时段一样以选人形式进

行。 

 

 

图 9  课堂互动情况 

5、作业布置 

建议每节课根据教学内容都布置一些作业，这样可以根据作业的统计数据，

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可以是客观题，平台自动批阅，这个还是很方

便的，就是作业题录入时麻烦些。也可以是主观题，这个教师批阅起来麻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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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作业统计数据 

三、课后促学 

1、学习进度督促 

课后在教学平台上及时查看学生的学习进度，督促学生及时完成相关任务点，

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 

1）作业督促 

 

图 11  作业督促 

2）任务点完成率督促 

 

图 12  任务点完成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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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话题讨论 

根据课程进度和课程知识的，展开话题讨论，侧面了解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

度。同时也能锻炼学生查阅资料的能力。 

 

图 13  话题讨论 

4、学习问卷调查 

阶段性的展开调查问卷，掌握学生对知识掌握的薄弱点。针对性的改进教学

方法和教学重点。与学生常交流、多沟通，不断的提高教学质量，合理安排教学

进度，更好的做好线上教学工作。 

 

图 14  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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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业批改及反馈 

作业作为检验我们线上教学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业批改要及时并要给学

生反馈（客观题可以利用平台进行设定，学生提交后可以查看作业的对错）。 

四、总结 

1、线上教学促进教学改革 

通过本次线上教学的开展为我们今后的教育教学信息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今后教师开发的课程资源，应该是立体化的，不仅包括纸质教材，还要有图片、

视频、音频、动画、微课等多种形式。不同形式的课程资源可以满足学生在移动

终端随时随地观看，满足学生移动学习、自由学习、个性化学习的需要，将成为

未来教学信息化新趋势。同时加强在线教学资源设计与制作，不断改善教学质量，

提高教师适应教育教学信息化的能力。 

2、线上教学思考 

1）个别学生由于缺乏督促和监管，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造成不按时完成

教学任务、不及时提交作业等情况。如何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教育和管理，是

我们今后教学过程值得探索和思考的地方。 

2）充分运用教学平台的各种功能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及时跟踪学生的学习动态。 

3）利用线上教学的优势，做好课堂思政，树立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为实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