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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自我简介 
 

 陆国栋，1963年出生，1979年考入浙江大学，1983年留校

任教，1999年晋升教授，200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
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2001、2005、2009年分获国家教学成果二、一、二等奖。 
  2003年获评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6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2007年获评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 
  2007年承担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 
  2011年获评国家级精品教材 
  2012年获评国家级十二五规划教材 
  2013年获评国家级资源共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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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自我简介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高技术计划 、博士点基金等项目 
 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多项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现任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竺可桢学院副院长 
 机械系工程及计算机图学研究所副所长。 
 2013-2017教育部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1983年获得化工机械专业学士学位 
 1990年获得机械学CAD方向工学硕士学位 
 2000年获得应用数学CG方向理学博士学位 4 



 问题引出 

依靠文件？ 

 2002年4号文件，多年来中央1号文件 

依靠信息化？ 
 只是手段，MOOC不是灵丹妙药，SPOC 

依靠政策、制度、机制、体制、文化 
 薪酬-----来源于教学 
 晋升-----比拼学术 
 其他收入难以转化 

 



1.  一个理念 

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路径 

 不能照抄照搬：学生不适应、老师不习惯、资源也不够 

构建中国特色教学文化 
 倡导教学自觉、积淀教学文化、营造重教氛围 

所有学生都是好学生 
 不应该成为口号（C:，GDP，723） 

 



2.  中国大学教育三个基本问题 

中国的大学教学与中学区别不大 

 纵向维度 

中国的大学间教学模式区别太小 
 自我维度 

中国的大学教学与国外差别太大 
 横向维度 

 



“考生”与“学生”的区别 

 中国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吗？ 
 
 

 
 

“常态结构问题”——顾名思义，问题的构成是有规可循的，
可以找到答案的，答案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有对错之分的。 

“非常态结构问题”——问题的构成是无规可循的，有无答
案是不确定的，即使有答案也不一定是唯一的。答案可能有
多种，也可能没有对错之分。 



“考生”与“学生”的区别 

 中国的教育强调“传道、授业、解惑”，够了吗？ 
 
 

 
 

老师为学生“发现问题”，然后交给学生去解决。 

所谓的“问题”都是已知世界的问题，所以通过这种教育
方式培养的只是学生解答已知世界问题的能力。 

老师给的“问题”再高深，再玄妙，都比不上学生自由地
“启疑”。 



“考生”与“学生”的区别 

 “考生”与“学生”有什么区别？ 
 
 
 

 

应试教育培养的是“考生”，是把有问题的“考生”教得没有
问题了； 

素质教育培养的是“学生”，是把没有问题的“学生”教
得有问题——以产生新的问题为“会学”的开始。 

个人认为：这一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一封信、一张表、一句话 
 “请家长放手，让我们护航” 

教育部网站—高教司—教指委 
 《让学生鲜活起来》，2013，No2 

 7月8日中国教育报 
 《让我们的学生鲜活起来》 
 浙江教育报：如何打造鲜活的学生，让我们鲜活起来 

 9月9日中国教育报 
 《成长是最大的成功》 

 9月16日中国教育报 
 《教学科研，孰重孰轻？》 

 



 
 《中国高等教育》2013，N23，P42-44 

 我国大学教育现状与教学方法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2014，N6， 
 教师教学发展融合理念与现实的探索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N1 
 高校最基本的教师教学共同体：基层教学组织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N2 
 长时间实习----多方合作、深度互动的育人模式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N3 
 从“制器”到“成人”的系列核心课程建设探索实践 

 

 
 

 

 

 

 
 

 
 

 



3. 三个转变 
 

目标：实现3个转变 
 

 以教为主（老师满堂灌）向以学为主转变 
 以课堂为主（过分重课堂）向课内外结合转变 
 以结果评价为主（过分重分数）向结果过程结合转变 

 
 从“教”课到“学”课 
 从“听”课到“问”课 
 从“水”课到“金”课 
 （冰课、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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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研讨课 

浙江大学2005年开始开设 
一个学分，6次课程，每次3课时 
小班开课 
考试模式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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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形媒介的学习互动 

 （1）关于学习角色与方法的转变  
 （2）计算机图形学之裁剪算法（各1/4学生交流） 
 （3）CAD&CG技术及其发展 （各1/4学生交流） 
 （4）尺寸标注技术研究 （各1/4学生交流） 
 （5）工程图样分析与论文写作 （各1/4学生交流） 
 （6）学生体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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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通识核心课程 

转变模式： 
  大班上课，小班研讨，课外跟进 

  表达能力（每人15分钟以上/20人，100％），思考模式 

改变评价：                       
教师：不参加传统学评教 

改变评分： 
  正态分布，期末不超一半 

培养目标： 
  单设模块，引导成人，培养人格，激发思维，提升素质 



－－强化通识核心课程 

不许弃考？改变计点？ 
  利用资源                       

降低功利 

师生互动、课内外互通、过程结果互融 
  打破系统，讨论为中心，教学相长，师生受益 

激励机制 
  条件提供，博士生，津贴 

配备设备 
  手段倒逼 



－－强化通识核心课程 

浙大特色，中国情结 

国际视野，历史眼光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敬畏之心，批判精神 

 
从“水”课到“金”课 
从“死”课到“活”课 
从“木”人到“思”人 
   



教学改革基本路径 

 

研讨引入模式 
考试切入模式 
硬件介入模式－－教室、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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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基本路径 

引入信息工具改造课程 
 

组合式 
整合式 
融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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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种境界 
 

读课----照本宣科、照屏宣课，PPT 
 

讲课－－面向学生的一般形式 
       低层次低水平----讲不清楚 
       低层次高水平----讲太清楚 
       高层次低水平----引入互动 
       高层次高水平----激发思维 

 
说课－－面向教师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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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种境界 

教材非常重要，不可或缺。 
 

用●好教材 
 基本共识 

用好●教材 
 问题关键，课程体系，教学内容 

用活教材● 
 更高境界----至少有一类没有教材的课程？ 

 知识点、背后、发现过程、应用 
22 



教学方法改革与作业 

  # 如何调动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 教学必须关注过程，设计作业  

 

 新三自：“自主设计、自我命题，自我测试” 
 

 # 三个转变  
 



5.  四轮驱动 
 

课程互动----不同类别课程之间，核心非核心之间 

专业联动----不同专业之间，专业学科之间 

实践带动----实习、实验、第二课堂 

架构推动----基层组织 

 
 源于“五个二工程” 

 
 
 



经费保障 
            本科教学“5个2工程” 

 2000万，实习经费 

 2000万，实验经费 

 2000万，课程建设+专业建设 

 2000万，课堂拓展 

 2000万，教材建设+日常运行 
 

 2000万，E津贴激励（通识+大类、系列核心课、基层教学组织） 

         

 



在线教育视野下的课程改革 

同时同地----面授（传统模式） 
同时异地----远程（同一时间之特征） 

异时异地----视频（如何引起学生兴趣？） 

 
异时异地+随时随地=MOOCs？ 
同时异地+随时随地+异时异地=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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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课堂 

同时同地 

面授（传统模式） 

1.中学之大学先修课程 
2.大学间课程互认共享 
3.跨校区同时异地开课 
4.跨国界同时异地 
5.实验课程远程真实 

视频（如何引起
学生兴趣？） 

异时异地+随时随地
=MOOCs？ 

同时异地 

异时异地 

MOOCs 

教与学的时间地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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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课堂 

中国模式： 
 
异时异地+随时随地+同时异地+线上线下？ 
                               
                                   浙大+上海交大+西北工大+华南理工+浙江工大 
                                                               2013.11.16尝试 
                                                     2013.11.30 



在线教育视野下的课程改革 
推进同时异地课程实施 

 
 大学先修课程—湖州中学（本学期和下学期） 
 校区之间开课—已经开始，不断扩展 
 大学之间互通—五校互通（浙大、上海交大、西北工大、

华南理工、浙工大，2013年11.16，11.30两次课程） 

 国内国外互通—浙大西澳，已经开展 
 远程真实控制实验 

过程工程原理实验：玉泉校区—紫金港校区 

电工电子实验：浙江大学--西藏大学 

 
 
 

 



 大学先修课 

 课程名称：《物理与人类文明》 

 学    分： 2 学分 

 选课人群：浙大一年级本科生（80名）、 

           湖州各高中二年级优秀学生（47名） 

 主讲教师：叶高翔教授（省级教学名师）、 

           盛正卯教授（通识核心骨干教师） 

 授课地点：浙大东7-101，湖州中学微格教室 

 开课时间：2013年9月 

 
    为了保证高中的教学质量，同时结合现场
授课方式，叶高翔教授、盛正卯教授还到湖州
中学现场授课3次 



 跨校区课程 

课程名称 《宪法与民主》 《公共经济学》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公共经济学概论》 

学分 3.0 2.0 1.5 2.0 

选课人群 浙大本科生105人 

浙大本科生 

紫金港校区85人 

玉泉校区56人 

浙大本科生 

紫金港校区98人 

玉泉校区27人 

浙大本科生 

紫金港校区101人 

玉泉校区36人 

主讲教师 郑磊 朱柏铭 吕有志 朱柏铭 

授课地点 紫金港东1A-205 
紫金港校区西2-216 

玉泉校区教7-304 

紫金港校区西2-215 

玉泉校区教7-304 

紫金港校区西2-215 

玉泉校区教7-304 

开课时间 2013年秋学期 2013年冬学期 2014年春学期 2014年春学期 



 高校联合课 

 课程名称：《工程图学》 

 学    分： 2 学分 

 选课人群：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主讲教师：陆国栋（浙江大学）、熊巍（华南理工大学） 

 开课时间：2014年11月 



五校协同授课——浙江大学教室 

五校协同授课——上海交通大学教室 五校协同授课——华南理工大学教室 



 跨国界课程 

 课程名称：《动力，振动和声》 

 学       分： 2 学分 

 选课人群：浙江大学工科类三年级本科生（67名)、 

                      西澳大学科学工程三年级本科生(180名） 

 主讲教师：浙江大学：潘杰教授（千人计划），西澳大学：Brian Stone 教授 

 开课时间：2014年春学期 

 



浙江大学-西澳大学联合授课——浙江大学授课现场 

浙江大学-西澳大学联合授课——西澳大学授课现场 



电工电子及过程工程原理的 

远程真实控制实验   

自主开发的系统通过网络全天候开放，其实验面板和仪器仪表与实验室中真实设备一致， 

在异地通过传感器真实控制实验室中的仪器设备，可供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实验操作。 

化学反应工程专业过程工程原理远程控制学生实验报告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 
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研究及试点 

项目负责人：    陆国栋 
项目责任单位：  浙江大学 
项目合作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藏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项目目标 

当前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 教学手段陈旧 
– 优质资源匮乏 
– 互动交流受限 

 

目标： 

– 信息技术支持高校课堂改革 

– 构建五种创新教学模式 

– 构建协同教学信息化支撑的技术平台 

– 提炼五种教学模式的评价体系与方法 

– 将五种教学新模式在全国高校加以推广应用 



项目技术方案 



课堂的时空模式 



核心任务 

建立教与学评价指标 



混合学习模式 

关键技术 
– 不同学习空间的混合：面授+网络虚拟学习时
空 

– 不同学习资源的混合：课堂资源+OER网络资
源 

– 不同学习方式的混合：传统讲授+翻转课堂 
 创新点： 

颠覆专业课传统的灌输模式，利用ICT技术，借助
互联网自主学习空间，探索我国培养21世纪创新
人才活动。 

 



移动学习模式 

 学习方式层面：实现教学过程与网络技术有机整
合，支持高校间“异时异地-随时随地”的教学方
式 

 学习过程设计层面：探讨以云存储教学资源库支
持课内外相结合的探究式学习 

 教学资源支持层面：利用云计算技术，搭建个性
化学习环境，拓展海量知识资源 
 

创新点：结合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构建移动
学习课堂教学的新模式，并提出长足发展策略 

 



协作学习模式 
大学先修课： 
跨校区课程： 
多校联合授课： 
国际合作课程： 
 
创新点： 

– 建立多方沉浸式网真高清视频交互，教师、
学生可通过网络、手机、移动智能终端
（PAD）参与课程教学活动。 

实现大学与中学的衔接，探索拔尖学生的成长规律 实现优秀教师跨校区同时互动授课， 
摆脱优质课程受到的空间约束 联合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开设《工程图学》 

邀请国际名师与浙江大学优秀教师开设双方学校的课程， 
如与澳大学联合开设的《动力·震动和声》 



沉浸学习模式 

技术支撑 
– 自然环境数据采集与虚拟空间的融合技术 
– 以物联网技术实现真实世界的数据采集和环
境再现技术 

– 基于虚实融合环境的学习活动设计 
创新点： 

– 实现自然真实环境与虚拟空间相融合的教学
及实验环境以支持不同风格的网络教学设计 



案例学习模式 

通过全新设计、系统组织、有效监控、多
层反馈等措施，创建案例式和问题导向学
习模式 

以临床医学为例： 
– 设计以案例为驱动的教学模式 
– 课程模块整合基础、临床、人文伦理等多学科
教学内容 

– 设计行医学纵向课程方案 
– “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培养方式 



教与学评价指标 
开发与构建本项目基于信息化平台的“三维”教学模
式质量评价体系： 

      “教学+学习+技术 ”评价体系 



教与学评价指标 

小组、生-师、师-生、生-生评价，学生自评，中期反馈等评价过程 

 

信息技术下教学评价类型 与传统教学评价的区别 

过程性评价 测量手段、方法与关注点不同 

表现性评价 测量任务的类型不同 

发展性评价 评价标准、方法、因素、多元化，关注对象的侧重点不同 



在线教育视野下的课程改革 
 

将静态资源演变为动态课程（资源变教材） 
将同时同地课堂演变为同时异地课堂 
将个体师生演变为团队师生（师生 生生 师师） 

 
     教材变为参考书 
     教师变为导师 
     “考生”变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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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工程图学课程 

10月-12月，3月-5月，3个完整月份，周六晚 
 
12次课程：同时异地 
另加12次：线下面授 
录像再播：异时异地 
线上互动：随时随地 
                               
                  今年10月开始实施，预计几十所，欢迎参加 
                                                        100万课题经费支持                                                                
                                               教育部集成创新课程？ 
                                               编写课程型教材（立体化教材） 



6.  六个协同 
 

招生培养协同 
教学思政协同 
通识专业协同 
教师学生协同 
教学科研协同 
学校社会协同 

 
 



着重推进几项工作   

重建基层教学组织 

 

长时间实习、深度型实习 

探究型实验、过程型实践 
 

全面推进核心课程建设： 
 通识核心课程、大类核心课程、专业核心课程 

 
协同降低功利 
 适度弱化绩点 

 
 



我们的目标 
 

激励教师 
激发学生 
师生互动 
教师投入 
学生鲜活 

 
 

 
 



我们呼吁 
 

今年比去年多投入一点到教学 
明年比今年再多投入一点！ 

 

 
 
 



 
 

努力探索中国特色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路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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