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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合式教学是将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优势相结合的一种“线上” + “线下”的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

整合在线教育与面对面教学的优点，越来越多的被推广应用。“水质检测”课程作为供水专业学员必修

课程，存在课时少、学员基础知识参差不齐、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将混合

式教学引入本课程，从在线课程设计、线下教学方法、手段与实施等方面探讨了“水质检测”课程混合

式教学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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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ended teaching is an “online” + “offline” teaching mode that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onlin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teaching. Blended teaching inte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online education 
and face-to-face teaching, and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As a compulsor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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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water supply, the course of “water quality detection”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few class hours, uneven basic knowledge, low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blended teaching was introduced into this course, the blended teach-
ing development of water quality testing course wa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online curricu-
lum design, offline teaching methods, means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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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混合式教学是将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优势相结合的一种“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全过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自主

性，从而获得更佳的教学效果[1]。自 21 世纪初提出混合式教学概念至今，经历近二十年的混合式教学探

索，混合式教学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2017 年，美国教学学家莉兹·阿尼称混合式教学为“一场风靡全

球的教育革命”[2]。2018 年，翻转课堂先驱乔纳森·伯格曼和亚伦·萨姆斯出版《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

学》一书，并称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为互联网 + 时代教育变革的最佳解决方案[3]。《2018 年中国在

线教育行业白皮书》中的数据显示，预计 2020 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2.96 亿，这种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的改革对传统课堂教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也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与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

设计思路和方法[4]。“水质检测”课程是我院供水专业学员必修课程，将“线上” + “线下”混合式

教学引入该课程，目的是解决课时少、学员理论基础参差不齐、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差及学习热情低等问

题。为提升教学效果，本论文重点探讨以学生为中心的“水质检测”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施。 

2. 在线课程的设计 

2.1. 设计思路 

借鉴其他在线课程的建设经验，结合建设目标及规划，本着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果为出

发点，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设。 
1) 分解课程知识点 
内容个性化、时间灵活性是在线课程学习的优势之一，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时间与知识背景进行选择

性学习，因此将课程的知识体系分解成相对独立的知识点。在分解知识点后，每个知识点的学习变得可

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灵活度。同时学员可以重点选择自己薄弱或对自己有帮助的知识点进行学习，针

对性更强。由于知识点分解后学习时间比较短，能够保持学习兴趣，吸收效率会有所提升。 
2) 图文并茂、素材丰富 
兴趣是调动思维、探究求知的内动力。在教学活动中，运用多种教学素材(图片、短视频)，采用流动

的画面、声情并茂的情境来体现教学意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大限度的避免文字过多导致学生注

意力不集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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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互动环节 
长时间的在线学习对学生的耐心是很大的考验。根据课程内容创设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教学情境，是

学生保持兴趣的有效手段。在某个时间段可实时设置互动问题、互动习题，或结合案例和实践让学生对

前面所学知识进行运用，既防止学生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不认真学习，也可以让学生重温前面学习过的

知识。 
4) 注重教学反馈 
教育心理学家指出：学习者对学习效果的及时了解对其学习积极性有很大的强化作用。在课程建设

中，教师能够及时通过问答、练习、课后测等形式对学生的实际学习状态(效果)进行了解，并与预设的教

学目标进行对照比较，进而通过信息反馈调整线下教学计划或进行针对性的线上学习指导。 
5) 注重过程性考核 
学生能够主动去学并非老师所能控制的。因此在课程设计过程中，要体现并驱动学生去主动的学，

如可以在每个知识点学习结束后设置小测，将对每个知识点后的讨论及学习时长纳入考核评估的一部分，

弱化期末成绩比重，强调自主学习的重要性。 
6) 设置微课 
为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点，拓宽思维，修正知识盲区，对某些专题可设置微课。如水中总硬度是

供水保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饮用水和舰艇动力用水在供水前均需进行硬度的测定。总硬度超标不

仅关系到身体健康，对装备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也有着重要影响。为使学员掌握快速、准确地测定水中

总硬度我们制作了微课《水中总硬度的测定与常见问题分析》。 

2.2. 知识点具体设计 

水中总硬度的测定是生活饮用水和动力用水水质评价中的一项重要的水质指标。知识点具体设计以

水中总硬度测定中硬度的测定原理与方法知识点为例，如表 1。 
 
Table 1. Knowledge points design of online course 
表 1. 在线课程知识点设计 

知识点内容 以 EDTA 为络合剂、铬黑 t 为指示剂进行水中硬度测定的原理、硬度测定的条件、实验所

需仪器与试剂、操作过程的注意问题。 

教学设计 

以向某舰艇供给动力用水为例，围绕舰用动力用水所检测的水质指标之一——硬度及其测

定所涉及的实验原理与操作方法知识点进行逐步深入介绍。首先展示舰用纯水码头快速检

测与周期性检测项目与水质标准，指出该项水质指标测定的必要性；由此切入硬度测定的

操作方法，明确测定过程所需的仪器与试剂以及整个操作过程各环节要注意的问题，此过

程采用实际操作和旁白介绍相结合；通过实际操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现象，引发学员对产

生此现象的原因进行思考，从而引入硬度测定的原理知识点，为使抽象问题更易于了解，

此部分通过二维动画展示。 

媒体形式 图片展示(舰艇)、二维动画(铬黑 t 指示剂变色原理)、PPT(其他形式，如视频展示、教具模

型展示、实操展示等) 

教学手段 项目驱动、全程贯穿；设问启发，循序渐进；归纳总结、汲取要点 

测试试题 每个知识点视频结束后有 3~5 道测试题，以客观题为主(判断、选择) 

3. 线下课程的设计 

线上学习有诸多优点，但由于线上学习在知识难度和宽度方面受限，因此线下课程设计主要以分析

解决问题为主。教师需要将教学内容转化为一系列的教学问题，从知识传授者变为问题提出者，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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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学习知识[5]。 
基于《水质检测》课程的特点，采用理论讲授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原则，理论教学上不断改进传统

的教学模式，实际操作以提高学员操作能力为宗旨，突出学员在实验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把学员实际操

作的技能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作为重点。 
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教学方法。1) 案例教学法：

讲授过程穿插讲解水污染事件及水质超标造成的事故，共同分析探讨，增强与学员的互动，锻炼学员独

立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2) 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法：灵活运用时间主动获取相关知识，弥补课堂

教学授课学时的不足，针对线上学习的效果，课堂教学可以针对性的进行查缺补漏、重点突破以及知识

的巩固和延伸。3) 角色互换教学法：鼓励学员走上讲台，不仅可以培养学员学习、思维与表达能力，同

时对岗位任职能力的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通过倾听学员们的讲解也可以了解对知识点的掌握情

况，从而有利于改进教学。4) 学案教学法：学案内容包括课程知识点、知识点相关预习复习内容、前沿

知识拓展及探究性课题设置。授课前将学案发到学员手中，能让学员预先了解教员的授课内容，让学员

有知情权、参与权，突出学员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并加强教学互动性。5) 分组协作教学法：建构主

义理论重视学习者之间的协作和对话。通过实验分组来培养团队协作能力，通过学员互评加深知识的巩

固，提高竞争意识及学习热情。 

4. 混合式教学实施 

“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质是将线上资源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借以翻转课堂教学流程，变更

教学结构，提升教学质量，从而有效的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职业教育平台为线上教学活动提供技术支

持，混合式教学实施分为课前导学、课中研学、课后练学三个部分[6] [7] [8]。课前重在督促线上实施，

课堂授课重在互动及时了解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课后重在反思和总结并酌情通过探究性活动进行知识拓

展。 

4.1. 混合式教学法在课前的组织实施 

深入的课前学习，是课堂内展开面对面的思想碰撞、充分交流的前提。混合式教学强调学习者主动

性的激发，学习过程不是被动接受信息刺激的过程，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获得，而是学习者借助其他

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 
1) 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学员自学能力 
校内教员能教给学生最基本、最基础的知识。大量的新知识还需要学习者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不断

去探索。因此，学员自学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课前安排学员学习在线课程，正是学员自主学习的一个

主要途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一切后教的知识都要根据先教的知识，理解新知识需要旧知识作

根底。通过课前的线上学习，可以使学员发现自己在旧知识构造中的薄弱环节，在课堂教学前或自己主

动解决心中的疑惑，或将薄弱点作为听课重点。长此以往，学员的自学能力就会得到提高。 
2) 有助于提高课堂授课效率 
教员借助在线课程等线上资源安排学员课前自主学习，主要是学习基础知识，这样可以提前弥补学

员知识背景参差不齐，有助于课堂教学的进行。根据学员提出的问题针对性地设置教学重点与难点，弄

懂这些问题恰是学习目的所在。在授课过程中，教员和学员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教员轻松授课，学员

主动求知。这样授课教学内容明确，学员听课目的明确，可有效提高授课效率。 
如在水中总硬度的测定实训项目中会用到铬黑 T 指示剂。该指示剂在硬度测定过程中会发生颜色的

改变。通过学员线上学习(知识点学习、操作视频观看)反馈发现，多数学员对铬黑 T 指示剂变色、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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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变色产生疑问并激发了学员的学习兴趣。这说明此知识点是学员理解的难点，教员将这些问题作为

线下课堂教学的重点。 
3) 有助于教师的课堂导入与深入 
安排课前在线学习，教员提问帮助学员回顾旧知识，引发学员对本知识点的深入思考。“学而不思

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复习旧知识可以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思考才会更加深入。在教员的引导下，

学习与思考结合，从而使学员深入思考所学知识，达到学习效率显著提高。 

4.2. 混合式教学法在课堂中的组织实施 

1) 课堂前测 
课堂前测是对学员课前线上学习及知识水平检测的一种有效方式，根据检测结果对知识进行讲解或

延伸。 
2) 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理实一体教学 
《水质检测》课程实践性很强。实践教学活动既是对理论教学内容的巩固，更是对理论教学内容的

升华。结合该课程及授课对象的特点，课堂授课主体思路为：以技能实训项目为主线，由点到面铺开理

论知识的讲解，使学员在实操训练过程中达到知识水平与技能水平共同提高。授课在多功能教室进行，

该教室可以进行理实一体教学同时具备线上教学的功能。以溶液的配制为例，具体实施过程如下：①分

组。混合式教学符合社会性原则。教师将同学们分成几个学习小组，组内特性互相帮助，协作完成任务，

可大大节省学习时间。②在线上学习的基础上，每组学员可选派一名代表进行溶液配制操作。操作过程

可参考线上资料，本组学员可进行讨论，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③就操作过程出现的问题进行自评

与互评，整理问题，教员进行点评并展开知识点的讲解。④设置操作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剖析问题的产

生原因及对结果可靠性的影响。此过程可考查学员对知识的内化程度，并促使学员积极思考，培养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⑤教员对知识点进行总结，发送课后任务。 
3) 课堂翻转实现角色互换 
翻转课堂，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启迪思维，是近年来非常普遍的一种教学方式[9] [10] [11]。采用

自主报名与教员指派的方式，由教员选择知识点，通过学员自主学习制作 PPT 演示稿，由学员在课堂

进行知识点讲解。鼓励学员走上讲台，作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变教为诱导，变学为思的新型

教学模式，极大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做到了学员全员参与。通过学员的讲解，不仅可使学员

理清知识结构，掌握知识内容，还可使教员了解学员对线上学习的掌握程度，为课堂教学提供方向。

此外，对激发学员的学习潜能，培养学员自主学习、思维和语言表达及岗位任职能力均有有良好的促

进作用。 

4.3. 混合式教学法在课后练习中的应用 

课堂学习结束后，课后线上、线下学习既是课堂学习的复习与巩固，也是兴趣与爱好展开的开始。

课后教师根据课堂教学实施情况进行教学反思，及时优化教学设计。发布线上作业，如某个单元或知

识点小测验，可以及时、有效地检测学生对教学重难点知识的掌握情况。经过课堂讨论后，学生对所

学知识有了一定的理解，课后的学习应该是以学以致用，知识面的展开为主。如在水质分析方法授课

结束，布置课后作业(表 2)，题目包括线下学习内容(题目 1)、学员知识面考查(题目 2)及知识的综合运

用(题目 3)。在综合知识运用方面，线上教育又能体现出其灵活方便的优势。教师还可以根据不同层

次学生的自主学习需求，上传学习拓展资料(包括视频、案例、相关文献)，启发学生更深入地思考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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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Homework assignments after class 
表 2. 课后作业 

姓名  班次 2020 级港管(供水) 

授课时间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 2 学时 

授课内容 水质分析方法 

课后作业 

题目 1 实验室查找各等级化学试剂标签的颜色 

题目 2 你所知道的水质指标中哪些指标采用滴定分析法检测？ 

题目 3 查找水污染实例，分析水污染的原因，给出超标水质指标的测定方法。 

5. 结束语 

混合式教学整合在线教育与面对面教学的优点，被公认为是提高教育教学效果的一个机遇。经过 20
年的发展，这种模式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的基本认可。国内相关研究虽起步较晚，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并迅速在各学科领域应用。通过查阅混合式教学研究现有资料发现，研究集中在混合式教学理论、教学

模式、教学实施与混合式教学评价等方面[12] [13] [14] [15] [16]。学者们对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非常的

重视，且具有较高的理论高度，但是对于混合式教学过程、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方面的研究还不深入。

大量的课程使用混合式教学仅仅停留在表面，没有延伸到课程之外。对混合式教学的专项研究中，针对

思政课如何实现混合式教学的研究还比较少。混合式教学探索和实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混合”作为

教与学相关所有要素的有机结合，在交互学习的过程中对方方面面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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