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阶四探式”混合教学+“星火计划”云分享： 

创新课程思政元素，实现教学效果的 PDCA 循环提升 

公共管理学院房地产经济与工程管理系的青年教师王歌本学期合作承担《工

程施工》和《房屋建筑学》两门专业核心主干课程。考虑到线上与线下教学的差

异，王歌设计了一套类似 PDCA 循环的“四阶四探式”混合教学体系，精准了

解每位同学的学情状态，通过在线的实时互动和课后动态反馈，不断改进教学策

略、手段和方式，致力于打造顶峰体验课程。同时，王歌参与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高星林教授发起的“星火计划”全球云分享，作为策划团队成员，邀请和组织国

内和国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和学者，通过港珠澳大桥等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工

程案例分享，培养同学们的家国精神和工程社会责任感，创新思政元素的融入方

式，实现课堂内外、线上线下教学要素的全覆盖，打造具有深度、广度、前沿性，

并将书本知识与工程实践多源融合的“金课”。 

 

 
图 1 “四阶四探式”混合教学+“星火计划”云分享多源课程框架 

 

1. “四阶四探式”混合教学 

“四阶四探式”混合教学体系主要包括课前调查策划（低阶初探：Plan）、

课中实施（中阶主探：Do）、课后检查（高阶力探：Check）、循环提升（回阶再

探：Action）四个环节，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四阶四探式”混合教学体系 

 

（1）“低阶初探”：课前策划（Plan） 

结合授课内容的特点，课前通过微信慕课堂智慧教学工具推送线上授课小调

查，详细了解同学们的学情状态，包括：在家可使用的听课设备、是否有充足的

草稿纸和笔进行验算、网络稳定情况、对于线上授课希望老师推送哪些内容、结

合已进行的在线上课体验提出完善建议，得到同学们非常详细的反馈。在此基础

上，王歌老师甄选合适的直播平台，精心设计混合式课程体系，完善教学效果的

测评。 

 

 

 

 

 

 

 

 

 

 

 

 

图 3 课前摸底预习 

 

 



（2）“中阶主探”：课中实施（Do） 

     通过 QQ 群学习打卡发起群签到，提醒同学们不要错过上课时间，QQ 群

公告同步发布每次课的学习要点。利用 QQ 群语音和屏幕分享反馈上次课的作业

情况、串讲本次课的重难点，在线随机提问互动，掌握同学们的实时学习状态，

提升课堂的专注力。讲解结束后，布置课下的自主学习任务和目标。 

 

 

 

 

 

 

 

 

 

 

 

图 4  课中直播学习 

 

（3）“高阶力探”：课后检查（Check） 

    课下同学们登陆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华中农业大学专有 SPOC 课程），

根据老师的重难点串讲，温习相关内容，通过在线小测验和限时提交的作业题及

时巩固知识点，并进行下次课的预习准备工作。 

 

 

 

 

 

 

 

 

 

 

图 5 课后慕课温习 

 

（4）“回阶再探”：循环提升（Action） 

    基于同学们的课下反馈，逐一进行答疑解惑，进一步优化教学策略，并在课

程内容中引入超级大工程——港珠澳大桥和装配式建筑火神山医院。通过贯穿全

课程的完整实践案例，点燃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其作为工程人的时代责任感，



能够将课程知识与工程实践更好地进行结合。同学们认为“课前摸底预习+课中

直播学习+课后慕课温习+平时作业练习”的“四阶”式教学能够全方位地提升

学习兴趣和知识吸收效果。 

 

     

 

 

 

 

 

 

 

 

 

 

图 6 平时作业练习 

2. “星火计划”云分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 

受肺炎疫情影响，各地师生居家在线学习。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助理、交

通运输部公派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访问学者高星林发起“星火计划”云分享倡

议，围绕中国超级工程实践需求，邀请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和专家，分享超

级工程的成功之道，培养同学们的系统管理思维以及具有时代担当的工程社会责

任感，主要分享内容包括：港珠澳大桥的前世今生、港珠澳大桥的项目管理策划、

港珠澳大桥的国际合作、港珠澳大桥的十大不确定性、港珠澳大桥的冲突、港珠

澳大桥文化与港珠澳大桥精神、港珠澳大桥如何成为国家名片、港珠澳大桥与粤

港澳大湾区等。 

 

 

 

 

 

 

 

 

 

图 6 平时作业练习 

图 7“星火计划”云分享系列讲堂 



王歌作为策划团队的成员，将“星火计划”引入到课堂之中，成为同学们扩

展知识面和视野的第二阵地。通过与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的校企联动，使书本的静

态“知识体系”与国家的动态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基于全寿

命周期的视角，展示建筑环境与资源的协调统一过程，进一步强化面向实践的育

人目标，创新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方式。 

 

 

 

 

 

 

 

 

 

 

 

 

      图 8“星火计划”云分享掠影 

 

(供稿人：龚官     审核人：丁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