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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普通化学》课程为例探讨了依托修习优秀院校的跨校修读课程开展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该教学模式采用了“五位一体”的教学设计，形成了“线上自学–课堂教学–课后复习–能力拓展”的

四站式教学环节，采用了更为科学的多元评价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用课方还可在研究和实践

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线上资源和第二课堂。此教学模式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学习效率和效果，同时促进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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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ying on cross-school courses offered by excellent institutions, we explored and implemented a 
blended teaching approach that combines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ethods in “General Chemi-
stry”. Based on the “Five-in-One” teaching design, we developed a four-stage teaching process con-
sisting of self-study online, classroom teaching, after-class review, and ability expansion. A more 
scientific and diverse evaluation model was also implemented and positive results were achieved 
i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continuous research and practice, w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and developed online resources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at were unique to our school. This 
teaching model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but also 
promotes optim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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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跨校修读学分是“互联网 + 教育”的一种新的模式探索，它可以借助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和平台优势，

充分利用省内高校建设完成的精品开放课程资源，实施远程教学。学生可以跨越学校和区域的限制，选

择其他高校的课程进行学习并修得学分。由于其能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新型教学模式近年来

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和支持[1] [2] [3] [4]。 
近年来，移动互联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网络教学平台(如超星泛雅、雨课堂等)的建设提供了便利条件。

通过网络教学平台的搭建，能够将普通化学课程的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线

下 + 线上”混合教学模式，有助于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在有限教学时间里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效率

[5] [6] [7] [8]。 
我们将以上两种教学方式相融合，以用课方的身份，修习省内名校的跨校修读课程，借助省内优秀

教学团队的教学资源，就《普通化学》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模式教学，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校的教学

质量和水平，又可在授课过程中保留自我的特色，摸索适合本校学生的课程体系，同时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模式还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同时针对跨校修读课程普遍存在的线上课程资源难以

满足使用需求、学生线上学习的主动性有待提升、课程考核方式的灵活性有待加强、缺乏实践拓展等问

题[9] [10]进行思考，并提出了解决性办法，形成了较为合理完善的教学模式。 

2. 教学设计及实施 

2.1. “五位一体”的教学设计 

以学生为中心，以思政教育为引领，以提升学生的化学基本素养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的，以充分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感为导向，在传统的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利用跨校修读大连理工大学

国家级精品课及自建超星泛雅学习资源辅助学生自学知识点，引入雨课堂、学习通等智慧互动工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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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拓展竞赛实践等第二课堂，构建“五位一体”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设计，教学设计示意图如

图 1。 
 

 
Figure 1. Scheme of general chemistry course teaching design 
图 1. 普通化学课程教学设计示意图 

2.2. “四站式”教学实施 

在以上教学设计的指引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形成“线上自学–课堂教学–课后复习–能

力拓展”的四站式完整教学环节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cheme of a four-stage teaching process 
图 2. “四站式”教学实施环节示意图 

2.2.1. 课前线上自学 
每次课前通过微信群发布学习的目标及启发学生思考的问题，学生带着问题，有目的性地在酷学辽

宁上观看跨校修读课程的相关视频，进行线上自学。线上教学资源具有暂停、回放等功能，方便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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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制，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可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吸收相关知识，照顾到不同层次的

学生，实现了“因材施教”，让每个学生带着基础走进教室，从而保障教学质量。线上自主学习之后学

生带着自主学习时遇到的疑问，进入课堂学习。以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68 人)各个章节课前预习

视频观看完成率均在 90%以上。 

2.2.2. 启发互动式课堂教学 
课堂学习阶段，老师通过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将基础知识进行巩固与灵

活应用，实现应用、分析、创造和应用等更高层次的教学目标，加深认知层面的学习。授课过程中，融

入思政内容，通过雨课堂、学习通等 APP 进行课堂互动，启发式、探究式、案例式多种教学方法灵活运

用。同时，穿插“翻转课堂”教学，在课堂上针对学生课外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而不是传统的

满堂灌，从而利用课堂有限时间对课程内容加以延伸和扩展。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68 名同学到课率均为 100%，课上学生能紧跟老师思路，部分同学网络延迟，

大部分同学积极参加课堂小测(图 3)，每单元参与单元测试自我评测。同学们对课堂讨论更感兴趣，热烈

参与课上的讨论，最高一次课堂有 20 名同学发言(图 4)。 

2.2.3. 课后复习及反馈 
课后通过雨课堂布置作业，及时批改，通过微信一对一个性化答疑。同时，学生也可回到线上，通

过自建的线上自测题目进行学习效果考评，查缺补漏，有针对性的参照视频复习。此外，也可观看自建

的思政资源，进一步深化对德育的理解，提升自我思想认识。课后教师端还以群问卷的方式调研，找出

存在的问题，调整教学方案。 

2.2.4. 能力拓展 
在基础知识掌握牢固的前提下，参与到拓展讨论环节中来，问题的设置具有综合性和拓展性，需要

学生在课堂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课下查找资料，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老师在平台

上与学生一起展开讨论。此过程中，老师可以因材施教，给予针对性的引导和评价。在整个过程中，学

生的自学能力、文献查阅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都能得到锻炼和提升。 
 

   
Figure 3. Some classroom test questions 
图 3. 部分课堂测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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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creenshots of WeChat group showing who answered questions 
图 4. 课上发言同学微信群接龙截图 

 
此外，以“运化寻真”创新俱乐部为平台，定期开展创新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组

织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化学相关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积极参加学校内外化学类竞赛，因材施教，极

大程度地拓展学生们的创新实践能力。 
从而帮助学生形成“线上自学–翻转课堂–线上自测–课后拓展”的完整学习环节，培养学生内在

学习动力，增强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满足不同程度学生的学习需求。课程力求在价值塑和知识传授的

基础上，提升学生自学、思辨、创新等多方面能力。 

3. 多元教学效果评价 

3.1. 学生成绩评定模式 

在以上教学环节顺利实施的基础上，增大过程性评价的比例，降低终结性评价的比例，将线上学习、

课堂讨论、习题自测、课后拓展讨论等各个环节均纳入到过程性评价中来，同时通过课堂课后案例讨论

分析、“化学的应用”视频制作、实验环节的考评，考查评定学生的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最终形成以学习效果为标准、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包含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总结性评

价在内的线上线下结合的多元科学评价模式，见图 5。 
 

 
Figure 5. Scheme of multivariate evaluation model 
图 5. 多元评价模式示意图 

3.2. 教学效果及反馈 

随着教学模式的逐渐改革和实施，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明显提高。不及格率由 2018 级的 3.53%降低到

2022 级的 0.22%，优良率由 2018 级 53.67%提升至 2022 级的 72.83%。从发放的问卷调查可看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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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程的满意度提高，最新一期的调研结果显示(图 6)，86.9%的同学对课程非常满意，13.1%的同学对课

程比较满意，没有不满意的同学。同时有 83.6%的同学认为该课程对后续的学习很有帮助。 
 

 
Figure 6. Course satisfaction 
图 6. 课程满意度 

4. 用课方收获和提升 

在近几年修习大连理工大学开设的跨校修读课程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优秀院校的经验，提升自身资

源积累和教学水平。同时，针对使用跨校修读资源时普遍存在的线上课程资源难以完全匹配本校学生的

使用需求等问题[9]，进行了线上资源建设，形成了具有本校特色的线上资源体系。针对跨校修读资源仅

仅局限在网上，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不足的问题，我们创办了具有学校特色的俱乐部，形成具有化

学特色的第二课堂。 

4.1. 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线上资源体系 

针对使用跨校修读资源时存在的线上课程资源难以完全匹配本校学生的使用需求的问题，进行研究

分析，在超星泛雅平台自建线上资源，作为跨校修读资源的补充并陆续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已形成 6
个理论模块，1 个实验模块的较完备的线上学习资源体系，见图 7。其中理论模块，除了包括常规的知识

点讲解微课视频 ppt 资源、单元测试、习题讲解视频之外，还针对现行高考政策中部分学生不考化学的

情况设置了高中化学衔接知识点视频、为加强学生德育培养设置了思政小课堂资源、为拓宽学生知识面，

紧跟学科前沿、设置了拓展应用视频，为加强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和交流能力，设置了拓展讨论区。实验

模块不仅包括传统的实验室安全培训和实验原理操作还设置了思政小课堂和拓展试验资源。拓展试验选

自我校开办化学实验竞赛的获奖作品。 
 

 
Figure 7. Scheme of self-built resources of General Chemistry on the Superstar Pan-Ya platform 
图 7. 《普通化学》系列课程超星泛雅平台自建资源结构图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304


夏鸣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11304 8445 教育进展 
 

4.2. 形成具有化学特色的第二课堂 

为提高学生化学方面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2021 年 4 月我们创办“运化寻真创新俱乐部”。以俱

乐部为平台，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2021 年围绕俱乐部开展化学类相关俱乐部活动 14 次，开展的“领

略化学之美之趣之用”系列活动，广受学生欢迎，部分活动照片见图 8。依托俱乐部平台，举办具有学

校特色的化学创新实验竞赛，引导学生们用化学的理论观点、实验的方法去审视环境污染、新兴材料等

科技发展问题和生活生产问题。 
 

 
Figure 8. Pictures of second class activities 
图 8. 第二课堂部分活动现场图 

5. 结语 

我校近年来依托跨校修读大连理工大学《普通化学及实验》线上资源，借助雨课堂、超星泛雅、微

信群等多种线上平台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线上线下混合的四站式教学模式和较为完善的线上线下相混

合的考评机制。实践证明，该教学方式既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学习主动性，又有利于教师

全程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授课进度的调整，同时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此

外，在向优秀院校学习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在超星泛雅平台上自建了《普通化学》课程资源，开

拓了化学相关的第二课堂，也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在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建课和用课

双方的互动交流，如何不断优化完善线上课程资源，如何进一步引导学生提升线上学习的主动性，如何

构建注重学生能力考核的评价机制仍是值得探讨和深入研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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