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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地理学课程是地理专业基础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随着“互联网 + 教育”革命的推

进，混合式教学理念得到了推广及应用，也给经济地理学教学改革带来了新思路。将基于雨课堂的案例

教学模式引入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实践中，并根据课程内容和特点对教学进行过程设计和把控；课程结

束后，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其应用效果。实践表明，混合式–案例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

的参与度，增强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团队

协作能力等得到显著提升，有助于培养高校高素质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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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geography is a basic course of geography, which has str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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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rnet + education” revolution, the mixed teaching concept 
has been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and new ideas have been brought 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economic geography. Cas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rain classroom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teach-
ing practice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teaching process was designed and controlled ac-
cording to the cours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 After the cours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was inves-
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mixed case teaching mode improves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Students’ prob-
lem-solving ability,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y,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bility and team cooper-
ation abilit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 help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innovative and ap-
plied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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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异特征、发展过程、作用机理与调控工具的学科。课程是以人

地关系为中心，区位理论为基础理论，涵盖内容多，理论性、综合性和应用性较强[1]。经济地理学课程

是地理科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也是相邻专业的必(选)修课程。多年的教学实践调查表明，大部分学生

认为经济地理学课程理论性较强，概念抽象，内容枯燥难懂；加上高校课堂上学生积极性普遍不高、上课

不认真、甚至是打瞌睡或上课玩手机的现象较为常见。这样一来，学生对经济地理学课程学习效果更是

大打折扣。因此，传统的讲授方法难以胜任课程的教学任务。为了激发学生对经济地理学课程的学习兴

趣，提高教学效果，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摸清学生的基本情况，采用案例教学模式，借助雨课堂平

台，搭建“课前–课中–课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流程，开展经济地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2. 课程学习的现状调查 

本研究以地理科学专业 2019 级学生为调研对象，该年级学生人数是 96 人。《经济地理学》课程采

用的教材为李小建等编，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该教材共有十二章，划分为三大篇章，分别是经济活动

区位、经济活动区域分析和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与新近进展[2]。采用问卷星发放调查问卷 96 份，回收有

效问卷 96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调查结果显示，约 70%的学生认为经济地理学与我们的生活联系非

常密切；29%的学生认为经济地理学与我们的生活联系一般，仅 1%的学生认为经济地理学与我们的生活

没什么联系，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对经济地理学的认知方向是正确的。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偏好调查表明，

其中 52%的学生偏向传统的讲授式教学，39%的学生表示喜欢通过合作交流进行学习，仅 9%的学生表示

喜欢自主学习。调查结果进一步反映了高校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缺乏自主学习的内动力，更

习惯于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模式。 
但从“获得知识易于理解且不易遗忘”的调查结果中发现，有 61%的学生认为，在教师的引导下，

自主探究、与同学合作交流获得的知识容易理解并且不易遗忘；25%的学生认为，通过自己实践探索获

得知识不易遗忘；14%的学生认为通过教师教授或书本学习的知识，易于理解不易遗忘。这表明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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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还是比较认同自主学习在获得知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另外，93%的学生都能接受小组合作的形式

开展学习，其中 72%的学生认为团队合作与自己钻研相结合是解决学习难题最有效的方法；仅 7%的学生

不喜欢小组合作的形式。综上分析，大部分学生认识到经济地理学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基

本能接受并喜欢小组合作交流方式开展学习，这为经济地理学课程开展混合式–案例教学模式提供了良

好的学情基础。 

3. 基于雨课堂的案例教学模式在经济地理学教学实践的构建 

案例教学，起源于 20 世纪哈佛大学的 MBA 教学实践中[3]。与传统教学相比，案例教学中学生从知

识的被动接收者转为主动学习者，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教师主要起引导的作用，引导学生通过

对案例的分析和讨论，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同时也促进师生互动[4]。雨课堂平台是一种智慧

教学软件，将 Power point 教学软件与微信交流软件有效结合，可以有效地实现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

个教学环节的及时沟通与互动[5]。 
在课程教学实践中，利用雨课堂平台对所授课程的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的教学进行过程设计

和把控。1) 课前，通过雨课堂推送课前学习资料，让学生线上阅读案例材料，引导学生学会自己提出问

题或者由教师适当设计提出若干相关问题[6]；根据课前预习反馈，调整教学策略。2) 课中，理论学习后，

结合相关案例分析，引导学生结合理论对案例展开分析和讨论；课堂讨论的开展包括三个环节，分别是

组内讨论、班级集中讨论和教师点评。3) 课后，教师推送巩固测试题，发布拓展案例材料；学生课下独

立分析案例，学以致用，同时也是对理论知识内化吸收。 
经济地理学教材已更新至第三版本，在强调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的传授基础上做了部分调整，如在

结构安排上，强调探索性教学与学习。这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就是既能让学生掌握经济

地理学理论知识，又能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本文以第一篇经济活动区位为例，开展案例教学模式教学

实践，具体设计表 1 所示。第一篇经济活动区位主要内容包括：1) 经济活动区位及影响因素分析；2) 农
业与工业区位理论；3) 商业和服务业区位理论；4) 多部门企业区位；5) 跨国公司区位。 

 
Table 1. Teaching practice of cas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rain classroom in economic geography 
表 1. 基于雨课堂的案例教学模式在《经济地理学》中的教学实践 

知识单元 课前 课中 课后 

经济活动区

位及影响因

素分析 

线上发布预习任务：针对“经济

发展与区位实践”问题，收集及

整理材料；查阅材料：广州大学

城建设用地选址 

精讲区位理论；进行案例分析，

理论提升，引导进行应用思考；

选取案例：福特汽车产业链、印

度硅谷、北京中关村、武汉光谷 

线上发布拓展学习案例：世界纺

织品和服装的主要生产国；让学

生针对经济区位现实问题进行

探讨 

农业与工业

区位理论(1) 
线上发布预习清单，复习高中地

理中有关农业区位论的知识点 

通过运用启发式教授与案例分

析法，对美国东北部农业区位条

件、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牧场

牧牛业、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等进

行探究，掌握杜能农业区位理论

及其在现代农业中的实践应用 

线上发布课后作业：使用思维导

图整理农业区位论相关知识点；

拓展阅读：广东省农业功能区划 

农业与工业

区位理论(2) 

线上发布预习视频素材：带着问

题观看关于深圳华强北故事视

频，思考深圳崛起的原因 

通过运用启发式教授与案例分

析法，结合课前视频资料学习珠

江三角洲产业迁移的时空轨迹、

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的特色——

专业镇 

线上发布课后任务：分析湛江宝

钢选址区位条件；使用思维导图

整理韦伯工业区位论相关知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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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商业和服务

业区位论(1) 

线上发布课前任务：围绕商业和

服务业区位话题，收集提供案

例，课堂师生共同分析 

运用启发式教授和讨论式教学

法，讨论各大城市 CBD 区位特

征；通过对上海陆家嘴 CBD、

广州天河 CBD、纽约曼哈顿

CBD 等商业布局研究掌握中心

地理论 

线上发布课后作业：使用思维导

图整理中心地理论相关知识；以

你熟悉的城市为例，分析其商业

中心区位 

商业和服务

业区位论(2) 

课前预习任务：观看中国大学

MOOC《经济地理学》–理论地

理学之父 

运用启发式讲授法，讲授中心地

理论；通过案例分析与小组讨

论，分析中心地理论在商业选址

研究上的应用、在国土规划与整

治中的实用、在城市体系规划中

的应用 

线上发布课后作业：使用思维导

图整理对比廖什与克里斯泰勒

理论 

多部门企业

区位 
线上发布预习任务：自习“公司

组织结构主要类型”相关内容 

小组讨论：企业增长动因及战略

是什么？选取案例：海尔集团扩

展战略 

线上发布拓展材料：施特罗啤酒

公司、中国吉利集团等公司空间

演变 

跨国公司 
区位 

课前任务：收集身边著名的跨国

公司，了解其发展历程 

跨国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精讲，选

取案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

布，以宝洁公司为例 

线上推送拓展资料：广东著名企

业 FDI 区位分析；外资在中国的

区位变化 

4. 基于雨课堂的案例教学模式在经济地理学课程中的应用效果 

4.1.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经济地理学授课结束后，再次对授课班级进行问卷调查，发放调查问卷 96 份，回收有效问卷 96 份，

有效回收率为 100%。调查结果显示，100%的学生认为经济地理学课程适合采用案例教学，其中 80%的

学生认为经济地理学非常适合采用案例教学，20%的学生认为一般适合。37%的学生表示非常愿意在在小

组讨论和课堂讨论上发表自己的看法，59%的学生表示参与意愿为一般，仅 4%的学生表示不想参与小组

讨论或课堂讨论。这与学生们平时课堂上的表现情况相符合，通常课堂中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表现出积极

活跃的状态，但基本可以活跃整个课堂氛围。对课堂的教学效果调查显示，50%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对

于提高学习质量很有帮助，49%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对提高学习质量有一定的帮助，仅 1 位同学表示没

有感觉。因此，采用混合式-案例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度，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

积极性，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 
同时调查结果显示，学生通过对实际案例分析，掌握经济地理学的相关概念、原理及布局规律等；

通过参与案例的分析和讨论，锻炼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通过小组讨论与课堂讨论中积极发言，

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89%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能帮助提高对抽象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同时在参与小

组讨论和课堂讨论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等得到显著

提升。总的来说，提高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度，增强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有助于培养高校

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最终使得教育回归本位。 

4.2. 应用效果思考 

从基于雨课堂的案例教学模式在经济地理学课程中的应用效果看，学生对该模式的认可度较高，并

且表示愿意参与到其中来。该模式为学生在经济地理学课程学习中，认为经济地理学相关概念抽象、内

容枯燥难懂等难题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可以通过任务驱动的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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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大大减少了学生上课打瞌睡或玩手机等现象。总的来说，在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改

革与实践中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可充分利用多元化教学手段，发挥网络优质教学

资源优势，结合课程特点设计符合本课程的新型教学模式。 
教学实践表明，基于雨课堂的案例教学模式也存在以下问题：1) 雨课堂平台的便捷易用、实时互动、

数据驱动和个性化教学等优点，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传统课堂教学和在线教学的优势互动作用。缺点是需

要先购买服务后才能使用，这样普及性就大大降低了。因此，可以寻找其他免费的平台或其他网络途径

代替雨课堂来构建混合式课程教学。2) 案例教学的开展，对教师的备课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需

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资料素材收集及整合设计，这样对于平时课程任务较重的教师来说，如果

备课时间不够充裕的话，其教学效果是大打折扣的甚至微乎其微。 
因此，在混合式–案例教学模式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 要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学习

的能动性。通过在课上组织开展多样、综合的学习活动，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和课堂讨论取长补短、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5]。根据授课内容选取“案例–理论–案例”或“理论–案例–理论”模式，组织学

生以学习小组形式积极参与，开展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案例分析讨论。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重构

教学过程，让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前、课中及课后学习的每一环节。2) 多种资源整合，提供高质量的案例。

除了通过采用 PPT 针对知识点进行讲解外，还可以给学生提供慕课、精品课程、习题等更系统的更完整

的学习资源，以便学生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2]。在案例选取时，考虑案例是否具有代表性、时效性和启

发性[7]。如在经济地理学的区位论内容中，可增加近年来新的讨论观点，如“互联网+”、高铁和航空

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金融业、创意产业、电子商务等产业的区位选择等。同时，注重案例的真实性和本

土化。真实的案例可读性较强，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伴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地位大幅提高，

应注重加入中国的实例[1]。如在多企业区位和公司区位这些内容中，可用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案例，一

方面既能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能提升民族自豪感，可以作为课程思政的一个亮点。3) 教
师角色准确定位，切实提高专业素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引导者。课前，教师要投入足

够的时间进行认真备课，案例的收集整理、线上预习材料的发布以及教学过程的设计都需要进行精心设

计[7]。课中，教师应创造积极开放自由的讨论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参与案例分析，引导学生思考

和讨论的顺利进行。课后，教师线上发布巩固试题及拓展案例，引导学生针对案例资料查找相关文献资

料，借助各种工具深入理解案例，形成自己的案例分析报告。另外，在实施过程中，教师注意因材施教，

要做到课前、课中和课下每个环节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和难点答疑。 

5. 结束语 

雨课堂是开展混合式教学的信息化手段之一，为实现教师与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的每一个教学

环节的及时沟通与互动提供了良好的渠道。雨课堂平台与案例教学有很好的契合点，强调学生是主体，

教师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中起着引导作用，实现教与学之间的良好互动。基于雨课堂的案例教学模式把抽

象的经济地理理论知识具体化，让学生感受到经济地理学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密切，促进了学习的兴趣和

激发学习的动力；同时，不但解决了学生在课程学习上存在的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等也得到较明显的提升。 

基金项目 

岭南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雨课堂的《经济地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改革实践)；岭

南师范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经济地理学》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土壤地理学》线

下一流课程)；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地理大数据和众包模式的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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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课程的项目式教学模式探索——以广东省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和制图实践为例)；岭南师范学院课程

教研室项目(自然地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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