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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 实验教学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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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　 １． 计算中心； ２．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２）

摘　 要： ＭＯＯＣ 教育和开放实验室的建设为高校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分析了 ＭＯＯＣ 和开放实验室的特点以

及给高校教育带来的变革， 提出一种 “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 的实验教学模式， 从实验课程设计、 实验教学管

理和实验教学评价三个方面做出详细的讨论， 以期通过发挥 ＭＯＯＣ 的开放教育优势和开放实验室提供的自由

探索实践创新环境的结合， 达到更好的实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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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Ｃ 课程建设模式及学习绩效评价研究课题

资助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５ＪＸ２０３）；湖北大学

“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新型高校教学模式研究

课题资助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７３８）。

　 　 实验教学在高校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学生

获取直接经验和检验理论知识的重要手段［ １ ］。 实

验探索也是科学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学生和

科研工作者积极思维，将思维能力向实践能力转化

的重要方法。 相较于高校理论教学的发展和改革，
实验教学的发展和改革相对不足，在信息化的时代

背景下，ＭＯＯＣ（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的兴

起和开放实验室的建设极大地赋予了实验教学的灵

活性，也积极地推动了实验教学新模式的探索和

改革。

１　 ＭＯＯＣ 背景下的教育革命

１．１　 ＭＯＯＣ 对教育形式带来的变革

ＭＯＯＣ 是由很多愿意分享和协作以便增强知识

的学习者所组成的，ＭＯＯＣ 成功实现了一种高端的

知识交换模式，它适用于专家培训，各学科间的交流

学习以及特殊教育的学习模式———任何学习类型的

信息都可以通过网络传播［ ２ ］。 这一新的教育模式

突破了国界，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城墙壁垒，建立了一

种由学习者主动获取知识的途径，真正实现了知识

的自由传递，这一教育形式注定带来教育模式的根

本变革。
１．２　 ＭＯＯＣ 对高校教育带来的变革

由于 ＭＯＯＣ 的兴起和广泛传播，开放教育的理

念已深入人心，这一课程类型得到越来越多科学工

作者和学习者的认同，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对 ＭＯＯＣ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第一梯队的大学［ ３ ］，出现了“网
易公开课”、“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等。 这些在线平台

和在线课程的出现都反映了中国高校教育在积极对

这一新的教育形式做出的探索，也促进了教学结构

的进一步变革，在混合式教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

化变革，向翻转课堂，或者更丰富的方式转变［ ４ ］。
１．３　 ＭＯＯＣ 对高校实验教学带来的变革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对 ＭＯＯＣ 教学形式的推广

和改革主要体现在理论教学方法上，推出了许多在

线精品课程在各个高校的校内平台或者公众平台

上，学生可以注册学习。 但是实验教学方法上却没

有很好的结合方式，而实验教学在学生综合素质的

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品格的塑造，学生创新精神

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转

换［ ５ ］等方面都有着不可缺的地位和积极的作用。
因此，积极思考和探索更加适应 ＭＯＯＣ 课程环境的

开放式实验教学形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　 开放实验室的建设

２．１　 开放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

对实验教学是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教学环

节，开放实验室是深化实验教学改革的重要途

径［ ６ ］。 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科学自身发展规律推

动了传统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形式的进步，ＭＯＯＣ
教育形式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建

设的发展，因此，开放实验室的建设在适应开放式教

育模式和教学改革中十分必要；在创新人才培养和

实践探索基地的开辟上十分必要；在适应科学自身

发展规律上十分必要。
２．２　 “开放”的理念

对开放实验室的建设许多高校和实验室工作者

都做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例如，兰萍等［ ７ ］ 探讨了

基于导师制的实验室开放模式，林建［ ８ ］ 探讨了高校

科研型开放实验室模式，宋大雷等［ ９ ］ 设计了基于视

频和指纹门禁的开放实验室信息系统，元泽怀

等［ １０ ］探索了学生与学校共建开放实验室模式，这
些成果都进一步证明了实验室工作者们的共识：在
信息技术和开放式教学的新形势下，开放实验室的

建设将会积极有效的促进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因此，从观念上我们更要明晰开放实验室的建设不

仅仅是时间、地点、设备的“硬件”开放，更应该是观

念的“开放”，主体的“开放”，思维的“开放”。 由于

开放实验室打破了原有的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

人数，固定内容的局限，“开放”的时长，人数以及内

容都呈现多样化，因此在管理上将带来更大的挑战，

但要保证“开放”是目标明确的、分层的、规范的、有
管理的、可持续发展的“开放”。
２．３　 开放实验室建设对新时代实验教学的作用

实验室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实验室建设的核

心内容，因为实验室开放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

的大问题［１１］。 高等教育的课程特点以及课时限制

直接决定了高校教育形式的更多价值在于促进学生

的独立思考、深入探究、自由讨论和相互促进。 而长

期以来实践环节薄弱是学生缺乏创新创业精神和工

程实践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已经成为影响教育质

量的结症［１２］。 我国许多一流大学已经开始积极建

设开放实验中心，充分发挥实验教学的作用，并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３　 “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的实验教学模式

３．１　 “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实验课程设计

目前，关于 ＭＯＯＣ 的教学全国各大高校都有了

积极的支持和应用，而开放实验室也在逐步的建立

和完善，结合这两者提出一种规范的、切实可行的、
兼具教师引导与学生自由创新的实验课程设计，以
期这种新的实验教学模式能实现更好的实验教学效

果，“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实验课程的过程如图 １。

图 １　 “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实验教学课程设计图

实验课程以三个基础开始：课堂教学、ＭＯＯＣ 精

品课程平台和实验课程 ＭＯＯＣ。 首先仍然沿用传统

实验教学的知识点验证实验，因为这类实验是促进

课堂知识点理解的必要且有效的手段，也是实践能

力的基础；然后通过课程的持续和深入学习，学生根

据自己的能力和创新思想提交自主实验的需求书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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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自主实验的设想、目的、团队成员组成、分工等）
并登录开放实验平台进行预约，预约通过后必须参

加一项在线开放实验室守则考试，这一行为将有效

保证开放实验室的规范管理和持续发展；考试通过

以后进入开放实验室进行自主实验，实验完成后在

开放实验室平台提交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报告将

会得到专业教师的批阅和记录，但是，如果在自主实

验过程中出现 ３ 次违规，将会被实验室教师取消此

次开放实验室的使用资格。
通过专业教师和实验室教师的共同指导和配

合，既能有效促进学生自主创新实验的积极性，也能

有效保证开放实验室的规范和可持续化的管理，最
大化的保证有限的实验室资源能得到有效且规范的

使用。
３．２　 “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实验教学管理

在“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的实验教学过程中，教
师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转换，从最初的指导者、
评价者的主导地位逐渐向支持者、欣赏者的配合地

位转换，这也是最符合教育规律的身份转换。 任何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受教育者的独立，因此

“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的实验教学过程分为两步：第
一步是传统课堂理论的验证实验，这个过程在过去

几十年的实践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理论知

识的巩固和理解有着重要作用；第二步是新的信息

化和开放技术条件下的“自主实验”、“创新实验”，
这也是教育规律的必然发展，当硬件条件满足后这

种实验过程就成为人才创新培养模式和创新人才竞

争力的关键。 在这种实验教学模式中，专业教师和

实验教师的密切协作和共同管理不仅能有效促进实

验教学的实践效果，更能有效的实现“理论促实践，
实践促教学”的创新能力的发展，有效改进了我国

高校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结合不足的弊端。
３．３　 “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实验教学评价

在“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实验教学模式中实验

教学评价应包含三个部分：
（１）验证性实验考核

这一部分延续了传统实验教学的考核，也是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总评价中占比 ３０％。
（２）开放实验室使用考核

这一部分的考核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从学生的

自我管理能力、公共文明规范意识等素质上做了考

核，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保证了开放实验室的规范可

持续发展，在总评价中占比 １０％。
（３）自主实验 ／创新实验

这一部分又可分为独立实验和团队实验，都必

须上交实验设计书，团队的每一个人的任务承担和

角色承担以及想法都将成为最后个人评价分的考核

依据，在总评价中占比 ６０％，这一做法将极大地鼓

励学生的积极自主思考和大胆设想，也将有利于锻

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其中优秀的自主实验 ／创新

实验个人或者团队又将为科研教师的团队做坚实的

后备力量，整体上将有效地促进和提高高校的科研

力量。 在每年的自主实验 ／创新实验中，实验室将组

织教学和科研教师评选优秀的实验作品制作成实验

ＭＯＯＣ 案例，在实验 ＭＯＯＣ 平台上进行分享和教学

示范，这样能最大化的将实验学习和实验过程形成

规范的课件和数据保留和分享。

４　 结语

ＭＯＯＣ 教育的广泛认可和开放实验室建设的发

展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新的实验教学

模式已成为教育自身发展规律推进的必然产物，提
出“ＭＯＯＣ＋开放实验室”的实验教学模式是期望能

积极探索一种更符合教育规律，更有利于创新人才

培养的实验教学模式，我校已经建设有 ＭＯＯＣ 精品

在线课程平台，并建立了实验实训中心，后期将利用

校企联合建设的方式建设教育大数据服务器和开放

实验室平台，逐步完成实验 ＭＯＯＣ 课程的建设和共

享以及开放实验室的规范管理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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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会使结构恢复到适航状态；
（２）须明确规定和用文件发布描述基于现有数

据的不需要修理的允许损伤极限（ＡＤＬ）和可修结

构部件损伤详情的可修理损伤极限（ＲＤＬ），二者均

须基于足够的分析和试验数据，来满足结构静强度、
疲劳和损伤容限等验证要求和其他考虑；

（３）对设计研制时没有考虑的损伤类型和尺

寸，通常需要有附加的验证数据；某些损伤类型可能

需要专门的外场修理指令。
针对复合材料修复的有关设计准则、修理方法

和检验标准等方面的要求，结合部队外场维修作业

的现状，提出一种复合材料粘结修理铝合金破孔损

伤的实验方案。 该方案需要在 ２Ａ１２ 铝合金上开

孔，如图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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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铝合金基材

为完成该破损铝合金材料的修复，需要学生自

制复合材料补片。 补片采用玻璃纤维布增强环氧树

脂作为原材料，总层数不超过 ７ 层，单层最大长度小

于 ８０∗５０ｍｍ。 铝合金表面机械打磨后采用溶剂清

洗，并统一放置在 ９５℃烘箱干燥 １５ 分钟，而后采用

紫外灯距离 １１５ｍｍ 辐照 １３ 分钟进行固化。
固化好的试件在某型实验机上进行拉伸实验，

拉伸环境为室温条件，拉伸速率为 ３．５ｍｍ ／ ｍｉｎ，检测

其最大破坏载荷。

３　 结语

“工程力学”是机械工程等专业的基础课程，在
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功能，为机械设计

基础和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做好准备。 工程力学与

武器装备保障实际紧密联系，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

应用性。 实验教学在工科院校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一方面巩固和补充理论教学，另一方面能够

起到拓宽学生知识面作用，同时可以激发学生创新

思维。 经过近几年来的工程力学实验教学改革实

践，我们认识到，搞好实验教学的方方面面，能为人

才培养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能培养出符合岗位任

职需求的复合型装备保障人才。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张应红，孙永厚，景晖，等．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背景下材料力

学实验改革与实践［ Ｊ］ ．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４，３１（５）：２２２－

２２４．
［２］ 　 王涛，罗洪峰，王娟，等．材料力学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Ｊ］ ．

实验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６，１４（３）：１１６－１１８．
［３］ 　 李建华，乔箭，陈亮亮．材料力学实验“互动式”教学模式探索

［Ｊ］ ．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３，３０（１２）：１８１－１８３．
［４］ 　 万鸣，古滨，黄利诚，等．材料力学实验独立设课教学改革实践

［Ｊ］ ．实验科学与技术，２００９，７（２）：９８－９９．
［５］ 　 杨德生，徐文娟，缪正华．材料力学实验分类教学改革研究［ Ｊ］ ．

实验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１，９（３）：９３－９５．
［６］ 　 汤繁华，杨晓华，陈海涛．材料力学实验教学方法的若干改进

［Ｊ］ ．实验室科学，２０１１，１４（２）：３５－３７．
［７］ 　 翟诚，贾艳东，孔祥清，等．材料力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 Ｊ］ ．

实验室科学，２０１５，１８（６）：１５５－１５７．
［８］ 　 欧阳思洁，钱灿荣．材料力学实验教学改革实践与思考［ Ｊ］ ．实

验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２，１０（４）：７９－８１．
［９］ 　 陈红兵，郑应彬，罗书强．材料力学实验教学改革探讨［ Ｊ］ ．实验

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４，１２（６）：７７－８１．
［１０］ 　 蔡瑜玮．材料力学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Ｊ］ ．实验科学与技术，

２０１６，１４（３）：１６２－１６４．
［１１］ 　 刘雯雯，杜云海，王志，等．材料力学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人才

培养［Ｊ］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２０１３，３２（６）：３３２－３３７．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ＴＩ 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 Ｇ 简易电子秤［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ｋｕ．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３０９ｅ７０２ｃａ２２ｄ７３７５ａ４１７８６６ｆｂ８４ａｅ４５ｃ３ｂ３５ｃ２８ｂ．ｈｔｍｌ．

［１３］ 　 杜龙，万建平．复合材料损伤及结构修理技术［ Ｊ］ ．教练机，
２０１２（４）：６０－６８．

［１４］ 　 王哲，栗晓飞，吴建华，等．民用飞机复合材料结构修理要求研

究［Ｊ］ ．航空标准化与质量，２０１６（１）：１６－１９．
［１５］ 　 徐大援．直升机复合材料结构修理方法与验证技术研究［ Ｊ］ ．

直升机技术，２０１６（１）：５８－６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５
修改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４
作者简介：曹彪（１９８３－），男，安徽临泉人，硕士，讲师，主要

研究方向为力学实验。


（上接第 １６９ 页）
［１１］　 徐英．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Ｊ］ ．实验科学与

技术，２０１０，８（５）：７６－７８．
［１２］ 　 陈小桥，隋竹翠，周立青，等．加强开放式实验平台建设 提高

大学生自主创新能力［ Ｊ］ ．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６，３３（７）：１－

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１６
修改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２２
作者简介：姜丽（１９７９－），女，湖北鄂州人，硕士，实验师，研

究方向为软件工程，软件体系架构，实验教学研究

和实验室管理。

３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