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4), 1743-1747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4278  

文章引用: 肖艺. 《园林植物保护》课程混合式教学教法实践[J]. 教育进展, 2023, 13(4): 1743-1747.  
DOI: 10.12677/ae.2023.134278 

 
 

《园林植物保护》课程混合式教学教法实践 

肖  艺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风景园林技术系，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3月11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7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17日 

 
 

 
摘  要 

混合式教学模式破除了传统教学中的时空限制，随着信息化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职业教育“三

教”改革中的教法改革也进入了结构性的变革中。为加强信息化教学中的自学成效，研究基于“超星学

习通”平台，在园林类专业核心课程《园林植物保护》中将设计的“自学任务卡”贯穿课前、课中、课

后的教学活动中，实现线上线下融通，并对学习成效进行评价，探讨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教法实践。

研究结果表明，以“自学任务卡”为主线的教学方法能促进学生自学能力的养成，并增强了学生学习其

他知识的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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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breaks the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compar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the teaching method reform in the “three education”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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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entered a structural reform.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self-study in informa-
tion-based teaching, based on the “superstar learning” platform, the “self-study task card” in the 
core course of “landscape plant protection” is designed throughout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to achieve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learning ef-
fect is evaluated, and the teaching practice based on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is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lf-study task card” can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elf-study abili-
ty and enhance students’ self-study ability in other knowled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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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虚拟仿真等新一代科技技术

的出现，人类社会正处于一场伟大的技术变革中[1]。职业教育是这场变革洪流中重要的一环，为促进职

业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的高阶演进，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 20 条)
提出做好职业教育的教师、教材、教法三要素改革(“三教”改革) [2]，以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在“三教”改革中，核心的要素是教法的改革，是基本方法，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的手段，其关键问题是

解决职业教育“怎么教”的问题[3]，教法改革要求教学模式的不断创新。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是由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构成的统一体”[4]，中国社会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先生也曾说“一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自我教育，一切学习本质上都是自

学”[5]。一直以来，单一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显露出越来越大的问题，尤其是信息化教

学改革的洪流促使教师思考什么才是真正成功的教育。这就要求以教师为主体向学生为主体进行转变，

教会学生如何自学，为学生将来的终身学习打下基础。然而，在这场信息化教育变革中，很多线上教学

如课前预习、课中课后讨论等需要学生自学的环节往往流于形式，如何让学生真正自学是急需解决的问

题。本研究以职业教育五年一贯制班级三年级学生为调查研究对象，以专业课《园林植物保护》为载体

进行自主学习为主的教法实践，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自主学习的重要性，为学生如何终身学

习提供依据。 

2.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现在很多高校都在探索和推进信息化教学，在线教育改变了教育者和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教

师与学生学习内容的互动，以及学习者自己之间的互动，并有助于减轻时间和空间障碍。这种情况使学

生能够控制他们的学习方式、学习速度以及如何平衡他们的日常任务和参加课程的需要[6]。但是，有研

究表明在线学习并不适合所有学生，在在线学习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学生必须既有高度的动机，又能够规

范自己的学习[7]。这就需要构建适合所有学生的在线教学模式，使所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任务

中去。 
本研究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教师在学习通平台上上传课程学习资源，发放“自学任务卡”。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427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肖艺 
 

 

DOI: 10.12677/ae.2023.134278 1745 教育进展 
 

在学习通的“班级管理”中，学生分成两个班级分别加入。学生可以利用平台上的学习资源进行预习，

教师在线上进行学习资源管理及教学活动管理等。基于学习通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将原来以老师讲授为主

的传统教学模式转变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很好的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在老师的引导和

督促下完成学习任务，进而影响其对其他课程的自主学习。最后通过教学效果的评价探讨自主学习的可

行性。 

3.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 

专业课《园林植物保护》是园林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参与学习的班级学生对专业课的学习

有两年的时间，对专业有了一定的了解，都已经掌握了植物的基础知识及植物的生长发育与环境的关系，

能准确识别常见的园林植物。本门课程主要学习园林植物病虫害的识别与防治，为后续顶岗实习做准备。

通过对本课程教学目标及教学环境如学生是否具有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等的分析，提出以“自学任务卡”

的形式，采用以自主学习为主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3.1. 教学设计 

在这场信息化教学的变革中，很多课前线上预习流于形式，或者只有少部分学生进行了预习，如何

让学生真正进行线上预习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通过设计“自学任务卡”的形式来达到预期目标，

让教师做到心中有数，并能及时督促学生预习，并将预习成果计入课程考核总评分，提高学生的学习主

观能动性。 

“自学任务卡”包含的内容有知识回顾、新知识点、总结发现、提问、讨论交流和学习收获等方面。

知识回顾需要学生完成上次课学习的主要知识点，并进行总结概括；新知识点要求学生依托课本及学习

通上的教学资源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完成新知识点的学习；总结发现需要学生对所预习的内容进行思考、

归纳和总结，并联系实际有所发现；提问要求同学们记录自学过程中遇到的疑难点，在线下学习和讨论

交流的时候提出并解答；讨论交流要求学生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形成答案，在线下课堂上进

行讲解；学习收获主要是在这次任务的学习中哪些素质得到了提升，社会主义核心素养是否有意识认同

和实践。 

教师通过线上学习通平台发布“自学任务卡”，并设置完成的时间点，同时，教师通过平台的统计

数据实时查看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加以督促，对学生的“自学任务卡”完成效果计入平时考核成绩。学生

可以自主选择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及学习方式，按时完成“自学任务卡”中各项内容并提交。 

3.2. 教学活动实施 

课程基于学习通平台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活动，教学活动的实施是通过教学方法来实现的，主

要包括三方面：课前自主学习、课中课堂讲授与讨论、课后互动答疑。具体的混合式教学实施过程如图

1 所示。 

3.2.1. 课前自主学习 
课前自主学习要求学生在线自学，通过教师在学习通平台发布的“自学任务卡”，利用课本和平台

教学资源逐项完成各项自学任务，教师利用平台统计数据，在线监督和提醒学生按时完成。学生可以利

用课余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图书馆查阅资料、小组讨论协作或是其它学习形式等高质量完成“自学任务

卡”。教师利用学习通平台的“统计”功能，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学习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确定课堂讲

授及讨论的内容，为开展线下课堂授课提供素材。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4278


肖艺 
 

 

DOI: 10.12677/ae.2023.134278 1746 教育进展 
 

 
Figure 1.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activities 
图 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活动 

3.2.2. 课中课堂讲授与讨论 
课中课堂讲授与讨论要求教师通过学习通平台对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情况进行总结，获得学生自主学

习中可能存在的难点和重点，在课堂上进一步讲授。针对自学任务卡中的“总结发现”进行有针对性评

价与讨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针对自学任务卡中的“提问”进行课堂讨论和解答；针对自学

任务卡中的“讨论交流”进行个人或小组展示。同时，课上进行情景创设，安排相对应的实验实训项目，

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强化学习内容，并完成实验实训任务，每次实训采取单独考核制度，计入期末总评

分。 

3.2.3. 课后互动答疑 
课后互动答疑是教师利用学习通平台上的“活动”功能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及时解答，利用“作

业”功能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评价，利用“讨论”功能对课上课下遇到的问题进行师生交流和生生交流。 

4. 《园林植物保护》学习评价 

在以专业课《园林植物保护》为载体的“自学任务卡”自主学习为主的学习评价中，分两年调查统

计了两届学生的学习情况作对比。其中上届两个平行班级采取的教学模式为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为主，

线上辅助完成章节测验和作业；本届两个平行班级以混合式教学下“自学任务卡”形式自主学习为主。

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教法相比，混合式教学模式下以自学为主的教法实践结果表明，学习通上设置各个任

务的任务点，课程资源总的学习次数提高了一倍以上，章节测验完成数提高了约 40%，作业完成率及自

学任务卡完成率显著提高，分别为 95%和 100%。同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本届两个班进行了学习评

价的调查统计。问卷设置了共 15 个问题，其中教学评价 10 个，学生评价包括课程考核及综合素养评价

5 个问题。57 名学生中有 53 人回复了调查，回复率为 93%。 

4.1. 教学评价 

课程采取的教学方式主要包括教师讲授、现场演示、课堂研讨、案例教学、课外实践、模拟训练和

多媒体教学等。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包括价值引领、知识探索、能力建设和人格养成，在整个教学的

过程中，将各项目标具体到学习的各个环节。该课程改革教学模式，课程围绕“自学任务卡”，将任务

卡中各个项目以不同的形式贯穿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始终，并将教学目标及自学能力的培养融入课堂。

根据调查结果，53 人中有 51 人认为该课程的教学方式与其教学目标相符合，52 人认为该课程的教学方

式对其课程学习帮助很大。有 92%以上的人认同理论知识以完成“自学任务卡”为主的教学形式，同时，

这些同学认为自主学习的形式提升了他们的自学能力，且提升了他们的应试能力，以能更好地通过课程

测试。更重要的是，53 人中有 52 人认为这门课程的学习形式启迪了他们学习其他课程及课外知识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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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4.2. 学生评价 

本课程创建基于学习通平台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考核方式，主要包括过程评估、能力评估和终结评估。

该课程采用的主要考核方式中 95%以上的学生认为在课程一开始就知道了如何进行考核以及考核的具体

内容，53 人中有 52 人觉得该课程的考核方式基本上有效评价了他们的学习表现。在学生的综合素养评

价方面，98%以上的学生认为提高了其自主学习的学习意识及学习其他知识的自学能力，同时加强了他

们的品德修养，培养了奋斗精神。综合来看，学生的核心素养的育人目标基本达成。 

5. 结论 

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将自主学习的核心思想融入教法实践中，

将“思政元素”即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培养融入教学，通过创新“自学任务卡”的形式将所要掌握的知识

目标贯穿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活动中，从而达到预先设定的《园林植物保护》课程教学目标，从根

本上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的形成，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对以自主学习为主的“自学任

务卡”教学形式进行调查评价，结果显示基本上所有学生认同混合式教学模式下以“自学任务卡”为主

线的教学形式，真正实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增强了其学习其他知识的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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