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传热学》线上教学感受与思考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19/2020学年春季学期的开学延迟，

但是在教育部的“停课不停学”的倡导，学校的统一安排部署以及学

院、系的统筹协调下，课程教学团队结合学科教育基础课程的教学特

点和实际情况，通过假期十几天的准备，《工程传热学》网上教学在

第一周顺利开课，目前线上教学工作正积极稳步推进。 

一、提前备课，充分准备 

《工程传热学》是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三大学科支柱基础课程之

一，研究由温度差异引起的热量传递过程的科学，不仅为能源与动力

工程专业的学生学习相关专业课提供基本的和必备的理论知识，也为

今后从事工程中的热能合理高效利用和热力设备效率的提高等工作

打下必要的基础。在 10 余年的教学探索与经验积累总结中，对课程

体系进行了梳理，并结合以学生为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程

教育认证理念对讲授知识点进行了提炼，不断调整课程教学内容、方

法以适应本科培养要求。但本次网络教学要求从教室走到网上，从传

统的面对面授课转向与学生“云端相会”，不仅意味着教学手段的改

变，更需要在教学思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挑战。 

根据学校“停课不停学”通知精神和要求，课程教师团队通过电

话、QQ、微信等方式多次探讨根据本课程的特点初步制定了适合本门

课程的线上教学方案----以课程主讲刘汉涛老师之前的课堂教学录

制视频为主，利用智慧树网络教学平台，辅以 QQ 在线交流、探讨和



答疑，共同出力，合力建设网上课堂。特别针对师生互动环节进行了

探讨，提出章节重点难点要着重反复强调讲解，在教学过程中要实时

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态，根据课程进行情况进行总结、补充和答疑，真

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同时，为了进一步保障网上教学顺利开展以及应对一些突发情

况，本课程还制定了线上教学计划以及备选方案，对线上教学期间的

教师教学、学生管理、学生考核等工作提出相关要求，对线上教学期

间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制定了应急预案，以保障线上教学工作推进的

制度化和规范化。 



  

另外，为了真正落实“以本为本”，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在课

程进行中还设置了实时反馈环节。开始一周后针对教学情况对学生进

行了一轮问卷调查，主要调查问题为学生的网络情况、对当前教学方

式的满意程度、对课堂各环节（互动、答疑、测试等）时间分配的建

议以及其他建议等，根据调查结果当即对第二周教学作出了相应调

整。例如原本除了关键知识点视频外还给大家提供了完整的录制音频

文件（视频文件过大，45 分钟约 700M），部分同学提到建议用视频

代替音频，在保证教学质量的情况下进一步压缩了 45 分钟视频文件

（每个约 300M），作为扩展学习资料提供给大家，满足了大家学习

要求的同时也尽量照顾到网络不方便的同学，目前学生认可度较高。 

  



  

  

二、精心设计，加强互动 

在授课过程中，充分发挥智慧树、QQ 群等平台的技术优势，利

用视频、音频、群语音、讨论等方式，开放式多渠道地与学生们展开

互动，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了防止网络的不确定性以及网络平台的突发情况，上课时提前

进入网络平台，检查教学资源的完备性以及可学习性，再一次确保当

次网络课程的进行。同时还要检查备用方案的畅通性。在一次授课总

网络平台突然卡顿，学生普遍反映无法进入学习状态，当即通知学生

转入备选 QQ 平台，最终顺利完成了当次教学。真正做到课前提前布

置预习，课后实时总结讨论内容，尽可能让课程圆满实现。 

   

为保障教学质量，强化过程管理，上课时会布置学生签到环节，

但不局限于平台的签到功能。本课程在每次授课结束都设置了相应的

10 分钟随堂测验，这样能督促学生课堂专心学习，还能根据测验结

果掌握大家的学习情况，及时作出反馈，此外还可以起到签到的功能，

一举三得，同学们也反映这样操作可以让自己更好地进入学习状态。

到目前为止，学生每次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随堂测验的比例都在 95%以

上，部分同学由于无法提交等原因或延时或通过其他渠道提交。 



 

三、课后巩固，查漏补缺 

本门课程为重要的学科基础课，要达到的课程目标为： 

课程目标 1：能够运用前修所学数学、大学物理、工程流体力学

等课程的知识推导：热传导的基本数学模型、控制方程及其定解条件；

对流的基本数学模型以及对流边界层的相关数值分析；热辐射的基本

数学模型；（支撑毕业要求 1-1） 

课程目标 2：能够运用热传导知识分析的肋片热传导、运用对流

换热知识分析沸腾凝结及换热器热对流以及热辐射知识分析再辐射

屏弱化辐射传热等问题（例如建筑传热、换热器热交换）；（支撑毕

业要求 2-1） 

课程目标 3：具备自主学习能力，能够运用本课程所学所有知识，

结合文献调研，针对某一具体复杂工程问题（例如建筑节能、发动机



余热利用）的传热过程进行优化设计分析。（支撑毕业要求 12-2） 

为了实现上述课程目标，本课程制定了一系列过程性考核环节，

占到总成绩的 44%。而在过程性考核环节中，除了上述课中的随堂测

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课后作业。课后作业可以有效地帮

助学生复习巩固所学知识，也有利于教师及时掌握章节学习效果。 

 

此外，本门课程还根据课程目标，并结合课程思政改革要求，设

置了另外一个过程性考核环节—调研报告。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要求

学生根据所学传热学知识，并利用当下疫情影响在家学习的机会，近

距离观察自家房屋的情况，从导热、对流、辐射三个角度分析房屋的

能耗，针对每一部分提出自己的节能建议，并分析节能前后对“减排”

的影响，对经济性和社会性做出评估。 



  

  

 

经过三周的网络授课，针对本次网络授课，对线上授课总结了一

些个人感受，首先是线上模式具备了很多优点，在以后的教学中也可

以和线下教学结合使用。 

1、线上学习模式具有资源整合便捷、课程交流顺畅等特点。老

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充分灵活运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丰富素

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自主学习资源，并有多种网络平台可作为课程

线上教学的辅助工具，构建融合课件、教材、案例、视频、文献和习

题为一体的网络课程体系。对此，同学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留言互动，

这既可以激励老师们主动探索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也可以让学生更

好地掌握所学知识。 

2、线上授课可以更快地掌握学生学习数据，可以更加直观、便

捷地辅助教学。以往课堂教学中，教师也会布置一些课后阅读、课后



继续讨论的问题等，但学生具体进行了没有，教师无法一一了解。线

上授课中，网上教学平台的功能比较多，利用线上平台的数据统计功

能，可以省去教师大量的统计工作，便于统计和掌握学生的学习、讨

论、作业和测验情况，减少了课堂中很多不必要的环节，也更利于“以

成果为导向”的实施。 

但是在教学过程以及和其他课程教师交流过程中也发现，线上课

程也有一些细节值得思考和反思：  

1、因课施教。线上授课有很大一部分学习是学生的自学，教师

并不能完全以线下的雷同方式进行授课，针对不同的课程，课堂时间

的教学安排也应有所不同。 

2、因势施教。老师们在授课前已经将授课安排准备完毕，但是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也要实时调整。以本门课程为例，关于课程思政

环节的体现，原本的考核计划中调研分析的对象是每个同学自身所在

的宿舍，开始授课时正是供暖季，每位同学对此都有切身体会。但是

本次由于疫情的影响，大家都在家学习，那么调研分析的对象就应做

及时调整，调整为自家房屋。 

3、因人施教。线上教学带来了很多便捷，但是也对学生的自律

性要求更高。学生群体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教师应该充分利用线上的

数据反馈，分析每个学生对课程的反馈程度（签到的快慢、随堂测验

和课后作业的参与度和准时性），对反馈较差的学生应当设置相应的

督促教学方式，更好地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