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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讨论了高等数学教学的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思路，阐述“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并

提出实施建议。综合考量多种教学模式，笔者认为基于OBE教学理念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无论是在提高教学效率还是激发学习动力方面均具备显著效果。以往的课堂教学中侧重于对

教材内容的讲解和习题巩固，对于学生来说学习过程相对枯燥、学习效率不高。通过混合式教学的实施，

学生通过线上预习和自学，既可对教学知识有大概了解，又能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线下师生交流互动，

解答学生存在的问题，消除知识盲区，对学生学习技能养成，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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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dea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in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
ing, expound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hybrid” teaching mode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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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ts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
vantages of various teaching mod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Online-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which combines online and offline, based on the OBE teaching concept, has significant ef-
fect in improving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stimulating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content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is abstract and the learning difficulty is relatively high. In the past classroom teach-
ing, we focu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extbook content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exercises. For 
students, the learning process is relatively boring and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is not high.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hybrid teaching, students can not only have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eaching knowledge, but also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through online preview 
and self-study; offline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chang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eachers an-
swe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students’ self-study, and help students eliminate the knowledge 
blind area. Whether it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 mathematics teaching or to develop stu-
dents’ learning skills, it is of great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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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迫使包括高等数学在内的很多课程授课无法延续线下教学模式。为应对这一

突发状况，响应国家“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保证大一学生“高等数学线上教学”的顺利进行，全国各

高校高等数学教师都在最短时间内学习研究线上教学的开展，迅速积累了大量的线上教学经验。现代网

络遍布全球，通信设备踏过人类留下的每一个足迹，庞大的数据库可随时随地获取最新资讯，地球王国

的浩瀚无边，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地球村，各国发展依靠网络紧密联系，这便是信息化时代，是一个高速

发展不断变革的时代。 
长期以来，人们总把数学作为工具性学科，在数学教学中只重视数学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数学的

专业支持性价值[1]。2015 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

见》中强调：加强文化基础教育，注重学生文化素质、科学素养、综合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

在相关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比重[2]。这就要求数学教育回归生活，注重学生数学素养的培

育，数学教育需要用数学思想、方法分析解决问题，数学教育在提高高校学生全面素质方面具有重要影

响。2017 年 6 月，教育部通过了《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即“北京指南”)，“新工科”要着眼

于互联网革命、新技术发展、制造业升级等时代特征，培养学生最核心的能力——学习而且是快速学习

新事物的能力。新工科需要在高等工科教育中建立新体系，从而培养新型工科人才[3]。我国各高校相继

涌现一大批如人工智能、智能科学与技术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新工科专业，传统工科专业也要顺

应时代逐步实现向新工科转型。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完善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

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新工科人才的需求。 
高等数学在高校教学中，曾被无数学生称为“魔鬼”学科。作为一门必修的基础学科，其在大学教

育中始终占领着重要地位，学好高数，几乎是每一位大学生共同的学习目标。而高数之所以这么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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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其抽象的概念、严密的思维逻辑、高度的抽象和统一。很多学生在开始接触时都难以适应，但正是

这些原因，才使得高等数学在很多先进的科技和理论中得到广泛应用，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见高等数学

改革势在必行。 

2. 混合式教学的实施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开展不代表全部授课内容均采用学生线下自学，课堂讨论的模式开展，而是对部

分内容如抽象性比较强、理论比较难理解的部分借助智能手机、PAD、手写板等移动终端设备以及 MOOC、
微课等新型教学资源的整合应用，借助雨课堂、钉钉等工具实现“线上 + 线下”混合教学[4]。在高等

数学授课中逐步分块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既可实现网络优质教学资源的整合利用，在减轻教师备课

压力、丰富教学内容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又能营造更加活泼的课堂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

师和学生的双重压力，有助于对高等数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线上 + 线下”混合教学的开展整体理念应当以 OBE 教育理念，以成果为导

向，且在教学过程中持续改进。OBE 教育理念构建了 PDCA 教学闭环，即 Plan (确立学生达到毕业要求

的能力指标)、Do (实现学生的能力和素质要求)、Check (评估检验预期成果)、Act (持续反思改进教学) [5]。
与传统教育相比较，传统教育以教师、教材为中心，以教师的个性为驱动，关注学生所学内容的多少，

而不是学生毕业最终能掌握的技能的多少。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数学理论基础知识较薄弱，接受知

识能力相对较弱，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待加强，因此，要想将 OBE 教育理念融合高等数学课程

教学中，就要打破传统“填鸭式”教学的壁垒，聚焦学生预期学习成果，将现行的知识导向逐步转变为

成果导向，因此，在实施高等数学学科讲授过程中，以我校为例针对 OBE 的五大核心问题给出参考和建

议： 
(一) 学生学什么，掌握什么？ 
这个问题既是 OBE 的起点，也是 OBE 的终极目标，主要体现在针对教学目标而提出的问题。OBE 教

育理念在教学目标上，更加注重 Out-put，即教学的产出，因此要跳出数学基础理论知识的框架，逐渐淡

化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旨在将学生的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达成一致。我校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学

生高等数学的学习在知识技能目标设定上，强调“理论够用、实践结合、服务专业”。目前我校总体分

为理工类和经管类两类课程模式开展高等数学教育，在后续过程将在理工类高等数学授课中对专业课需

求进行细化，真正实现学以致用，深入专业，帮助学生学有所成学有所得；教学方法上面主要运用现代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法、翻转课堂等突出学生课堂主体地位，并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如雨课堂、

问卷星、钉钉直播等学习平台等激发学生学习动机遵循“以学定教”的原则实施教学[6] [7]；培养学生情

感态度方面，要在课堂种融入课程思政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以及探索新知的科学态度；实践教学

环节训练方面，我校开展了数学建模与数学试验，目的在于训练学生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培养实践能力

和数学应用能力，并通过各类数学知识竞赛和数学建模竞赛拉动学风、督促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加

强知识不断内化，帮助学生在数学思维上、实践能力上、应用意识上不断提升；教学内容分为基础模块、

提升模块以及实践应用模块。基础模块主要包括高等数学课程中最基本的教学内容，通过本模块的学习

和训练使学生能掌握最基本的数学知识、计算技能和数学思维方法，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必需的

数学储备；提升模块主要包括该课程在基础学习模块中没有讲的但考研或数学竞赛有要求的内容，通过

本模块的学习可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进一步理解，同时帮助有进一步升学需求的学生提升综合运用数

学的能力；实践应用模块主要包括如何将数学知识和实际问题结合，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引入数学

建模和数学实验，选择与教学内容相对应的又与专业知识有关的数学建模问题，让学生自己动手解决实

际问题．这样学生在学会利用数学软件(Matlab, Spss, Lingo 等)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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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学的乐趣[8] [9] [10]。 
(二) 为什么需要学生学这些内容？ 
根据反向设计原则，任课教师通过对专业的服务领域、职业能力、毕业条件等的调研分析，根据行

业、职场、市场需求、教育教学规律、学生成长愿景等多方面需求而决定的。以防灾科技学院为例，学

校主要以防震减灾为主要特色专业领域，专业性很强，对数学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高等数学作为公共基

础课程需要根据不同专业的需求开设。针对不同的专业需求，对教学内容整合梳理，加强或减弱部分内

容的讲解，让高等数学的学习与学生学习基础相匹配，又能保证今后在从事相关专业相关工作或研究时

能应对自如，所谓学得恰到好处。 
(三) 如何帮助学生取得这些学习结果？ 
根据“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开展，教师要辅助引导，确立不同阶段的能力目标，将教学任务模

块化，由简到难，逐层递进，适时反思改进，进而形成动态化的教学–评价–优化体系，最终提升学生

自主学习、自我管理能力，课堂效能最大化，学生掌握职业技能适应度最优化，达到人才培养预期成果。

根据高等数学的显著特征： 
课程特点——难度大、逻辑性强、内容多、班容量大、学时长； 
学生特点——硬件条件多样化、基础不同、00 后占比高、课程多； 
线上 + 线下混合教学——网络和设备依赖性大、互动、教学管理难度增加； 
教学团队——线上教学与协作经验仍需积累改进，教师工作量明显提升，工作面临新问题。 
高等数学教学团队制定了从教学内容、授课方式、课堂组织、微课录制、题库建设、辅学方案、专

业案例搜集和线上团队协作模式等全方位立体式的教学运行和质量监督方案。展开集体备课和学习讨论

活动，由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分享教学心得、经验，有力保障课堂有序运转。通过在线平台开展会议，

对如何优化教学内容、改进课堂教学效果等进行讨论与分享；最终制定了以“线下课堂 + 雨课堂 + 钉
钉群”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 

(四) 如何有效地知道学生取得这些学习结果？ 
这属于教学反馈环节，应该是考核学生学习成果的达成度，应该由“知识内容”的考核向“能力素

质”的考核转变。高等数学课程效果的考核应该采用多元化、过程化的评价手段，不能按照以往的期末

考试，一张试卷来反应课程的讲授效果。这门课程的考核可以分：课堂内考核与课堂外考核，且每一种

考核都应该科学合理地制定出明确的量化指标。课堂内考核侧重知识体系的掌握，可以采取过程性考核，

包含出勤、互动、练习、课内学习成果等，再根据教学目标与教学管理的要求对每一项目分配权重。课

堂外考核可通过实践问题、数学实验报告、网络教学平台等完成。课程效果评价，也应采取多角度、多

维度的评价模式。多角度可以通过学生自评、讨论小组组内互评、组间互评、邀请专家指导评价等方式，

任课教师可以从学生以下几个方面：知识掌握程度、分析问题能力、知识运用能力等进行多维度评价，

并将两部分的评价结果综合一起，形成完善的促进学生能力发展、培养学生探索创新为核心的综合考评

体系。以上考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课堂完成或者采用作业提交的方式，在雨课堂平台完成建设。 
(五) 如何保障学生有效地取得这些学习成果？ 
在 OBE 教学理念支撑下，贯穿整个教学持续性改进，教师应通过多种途径，广泛收集学生接受知识

的反馈信息，准确掌握学生学习过程中每阶段的学习成果，对偏离培养目标或未能达到毕业要求的情况

及时调整，如对课程内容、教学策略等的改革。同时，教师也要不断时刻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是否一

直遵循 OBE 的教学理念，所教授的内容是否为学生所需，过程性考核成果是否符合学生的毕业要求，

课程考核评价设定是否科学合理等等。最重要的一点要保障改革成效达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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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给高等数学课程改革带来了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机遇。即使疫情过去之后，也不

可能仍完全依赖课堂授课模式展开教学，它强迫我们思考，迫使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教学模

式来适应当前形式。对于应用性本科院校的高等数学授课尤甚，在学生数学基础不是很扎实的前提下，

我们采用 OBE 教学理念为理论支撑，以“线上 + 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开始教学，能够将整个学习周

期贯穿起来，从课前预习到课堂讲解，再到课后复习，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学习效果得到很好的保障，

整个学习过程变得更加高效。首先通过上网搜集相关资料或观看预习教师提供的课件，可以提前参考这

些教学资料完成“线上”预习。除了对本节课的知识有大体了解外，还可标记出重点、难点。在“线下”

课堂讲解时，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对不懂得问题提问、讨论、加强知识内化，通过教师的重点讲解，消除

知识盲区。线下课堂结束后，学生可利用教师分享的 PPT，进行课后复习巩固，将本节课的所有知识串

联起来，让知识的掌握更加扎实[8]。 
作为人类文明的引领者，大学承载了人类对社会一切挑战的希望。疫情冲击不只对中国，对全球人

类都是一场大的挑战。教育是人类心灵对心灵的唤醒，大学教育式人类文明对挑战的回应，在线教育在

非常时期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一旦产生绝非仅仅是应对疫情的应急之举，它将引领包括高等数学

在内的大学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高等数学作为大学生的第一门数学课在课程改革浪潮中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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