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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机化学是化学、化工、高分子、生物、医药等理工科的专业必修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

实用性。本文遵循“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对《有机化学》混

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推进有机化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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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ic chemistry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ubjects such as chemistry, 
chemical engineering, high polymer, biology and medicine, which has strong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Following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and 
teachers as the leading”,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of Organic 
Chemistry based on the Chaoxing learning platform, and promotes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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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机化学是地方本科院校化学、化工、高分子、生物、医药等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课程，具有很强

的理论性、实践性和实用性。目前《有机化学》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达到课程全面深入开展的要求。

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网络教学平台具有资源共享性、知识交互性、课程开放性、学生自主性等特征，作

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手段为有机化学教学方式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契机。“超星学习通平台”是由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一款智慧教学工具。该平台集成了教师课程建设、学生

课前预习、师生课堂互动、学生课后复习及知识拓展等功能。该平台不仅能将课程知识可视化、形象化，

还可以通过平台收集的大数据分析管理学生学习过程，了解学生学习效果，活跃课堂气氛，以提高学生

对课程学习的兴趣，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本文结合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有机化学课程的教

学经验，基于超星学习通教学平台，对《有机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和实践。  

2.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内涵及必要性分析 

2.1.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内涵 

李克强总理 201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及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等一系列指导性意见的出

台都促进了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转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线教学受到很多老师和学生的欢迎

[1]，尤其是在疫情突发的阶段，在线教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 [3]。在线教学以培养学生学习能力为主

导，以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开放式的学习资源不仅有利于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自主

选择而且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但是，单纯的网络化在线教学无法实现教师和学生间的有效沟通和

交流，不能完全代替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因此，将传统教学与在线教学的优势进行结合，形成“线上” 
+ “线下”的教学模式，则可极大地提高教学效果。在这种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得到了发展。混合

式教学充分结合了线下和线下的教学优势，既能发挥教师启发、引导及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能

充分调动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注重知识体系学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良好

学习习惯的效果[4]。近年来，混合式教学模式已普遍应用于各类各级教育和培训，实践证明其是非常有

效且实用的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是信息技术和教育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教育理念和教学手段发展的新

阶段，也是教学模式改革的方向。 

2.2.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有机化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目。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在掌握有机化学

的基本理论和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质、制备、应用、反应机理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提升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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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5]。其传统教学以教师课堂授课为主。这种

教师向学生填灌、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传统教学模式严重打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利于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学效果不理想，甚至引起学生对课堂学习的反感。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可以

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时空的局限、缩小地区差异，完善课程教学结构，而且可以转变教师教育教学观念，

改变指导学生的思路和方法，将学生放在学习的主导地位，增加学生学习的自由度、激发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有机化学教学效率，稳步提升《有机化学》教学质量。 

3. 《有机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和实践 

3.1. 教学内容设计 

有机化学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混合式教学的教学内容不是将有机化学传统教学内容进行简单的线

上线下拆分，更不能套用传统教学思路。混合式教学的教学内容的设计既要保证基础理论知识的全面性

和系统性，又要体现“两性一度”[6]，还要和课程思政深度融合[7]。 
首先在混合式教学过程中, 我们根据课程标准将《有机化学》按照章节分成多个知识模块，同时又

将每个知识模块拆分成基础理论知识梳理、重难点知识巩固及学习内容拓展三大知识板块导入超星学习

通教学平台。其中前两个板块侧重于基础知识体系的构建，而学习内容拓展板块则将基础理论知识从内

容深度、知识的覆盖面以及理论的应用等方面进行拓展，既体现知识的“高阶性”和“创新性”，又体

现知识的“挑战度”。如在学习完基本的化学反应和有机合成的设计方法后，引导学生设计一些简单的

药品(如阿司匹林)、食品添加剂(如苯甲酸钠)及化工产品(如肉桂酸)等的合成路线，激发学生的专业自信

心和自豪感。又如将基本有机反应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引入案例分析，如利用硫酸酸化的 CrO3 氧化乙醇，

其颜色会从红色变为蓝绿色这一反应现象可以检测汽车司机是否酒驾等，以理论知识创新性应用来激发

学生兴趣。同时教学内容设计要实现思政元素的深度融入，结合有机化学的特点对学生进行做人做事道

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学科素养的熏陶。比如在《有机化学》绪论部分，介绍黄鸣龙、

徐光宪、屠呦呦等人的贡献，以此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坚定其文化自信，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复

兴责任感。 
其次，根据学生线上的学习效果，合理分配教学内容在线上线下的比重。任课教师在教学内容设计

时首先就要明确课堂教学和平台学习的目标，两者相互融合要达到的教学效果，以此决定线上线下教学

内容的分布比例。然后根据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教师不断完善线上线下课程相关内容设置，完成备课、

课程资源建设，进行作业布置、签到、随堂测验、在线互动答疑、主题讨论等教学活动。学生合理安排

学习时间，完成线上线下学习任务，达到既定的学习要求和目标。 

3.2. 教学资源设计 

教学资源建设是混合式教学的基础，是保证教学效果、提升学习兴趣的关键。教学资源设计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参与度。我们针对不同学习基础的学生，合理发放不同层次的学习资料，如提供化学

家的科学实验小故事加深学生对人名反应的印象，引入化学化工事故、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等案例分析

促进学生对某些重要有机化合物化学性质的了解等，并可以在此基础上设计不同层次的分阶训练题。另

外，教学资源的制作形式尽量丰富多彩，可以包括如课件、教案、视频、音频、测验、动画等以提升学

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任课教师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教学资源，融入教学过程中，开阔学生眼界，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笔者将其在量子化学计算领域的科研成果用于有机化学经典反应机

理分析，促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反应的过程从而抓住反应的特点和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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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学过程设计  

按照线上预习–课堂教学–线上答疑–教学改进的步骤开展教学工作。以“有机合成”这小节教学

为例：课前，教师汇总所学过的所有基础有机反应、教学目标和相关的学习资料通过超星学习通发布，

学生通过在学习通上自学资料预习课堂内容，并完成相应的章节练习测试预习情况。教师根据超星学习

通记录的数据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了解学生预习中的难点，做好记录，有针对性地备课。课堂教学环

节，抓住本小节的重点和难点(有机合成设计的技巧和有机合成路线的书写)使用案例法详细讲解，同时讲

解过程中融入学生在预习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之后采用练习的方式巩固学习内容，并引导学生将理论知

识运用于实践，如与有机化学实验相联系，利用学习通中抢答、投票和主题讨论等功能引导学生参与设

计甲基橙、安息香和乙酰苯胺等合成路线，并将部分结果以投屏的方式与学生进行分析讨论，让学生加

深对知识重点、难点的理解。这种课堂教学方式既丰富了课堂内容，增强了课堂的生动性，活跃了课堂

气氛，也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后，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线上发放相应练习题和基础知识拓

展，并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以达到课后知识巩固与拓展的目的。同时教师针对学生在留言区

和评论区的学习反馈及时进行教学反思和教学内容调整改进。每一章节结束后，设立章节检测，考察学

生对本章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以及综合应用的能力。合理的教学设计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有机化学混合式教学效果。 

3.4. 评价方式设计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完善过程性评价制度。设置线上线下过程成绩的比例为 1:1，针对上课签

到情况、作业、在线学习情况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其中学生线上观看微课、阶段性测试、上

传作业、发帖讨论等都在线上过程成绩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线下过程成绩的主要构成则为课堂分组讨论、

课堂表现(抢答的参与度与正确率)、随堂练习等。最后期评成绩(终结性评价)由线上线下过程成绩:线下期

末考试成绩为 60%:40%的方式给出。通过形式多样的评价方式逐渐引导学生从原来“突击”应对期末考

试转移至形成良好的“平时”学习的学习习惯。目前学生反馈以及实施效果表明，以过程为主导的评价

方式、线上线下评价结合方式、过程与终结评价结合方式较好地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升了学生

的综合能力，完成了教学目标，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有机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效果 

为对比《有机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表 1 分别给出了 2018 级、2019 级、2020 级化学

专业的四个班有机化学考核成绩，其中 2018 级化学 2 班的有机化学因为受 2020 年疫情影响只能采用线

上教学的方式进行，2019 级化学 2 班侧重于线下教学，而 2020 级两个班则采用混合式教学。各班教材、

相应年级试卷内容与评分标准皆一致。如表 1 所示，2020 级有机化学采用混合式教学后，期评不及格率

平均在 1%以内，优秀率平均达到 10%，教学效果与单一采用线上或线下教学相比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这

说明有机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有效促进了教学效果。 

5. 结语 

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有机化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打破了课堂教学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使传统的课堂教学得到了延伸，有机化学教学内容进一步丰富，并且转变了教师教育教学观念，改变了

教学模式与学习模式，增加了学生学习的自由度，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加强了师生沟通，有效提

高了有机化学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有机化学》教学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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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practical effect (examination result) of organic chemistry mixed teaching mode 
表 1. 有机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效果(考核成绩)对比 

 2018 化学 2 班 
(52 人) 

2019 化学 2 班 
(54 人) 

2020 化学 3 班 
(52 人) 

2020 化学 4 班 
(55 人) 

成绩 < 60 人数比 3.85% 9.26% 0% 1.82% 

成绩(60~70 分)人数比 11.54% 18.52% 28.85% 27.28% 

成绩(70~80 分)人数比 61.54% 42.59% 32.69% 36.36% 

成绩(80~90 分)人数比 19.23% 27.78% 26.92% 25.45% 

成绩(90~100 分)人数比 3.85% 1.85% 11.54% 9.09% 

基金资助 

岭南师范学院校级教改项目([2021] 166)；岭南师范学院 2021 年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21]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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