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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光电检测技术及应用》课程为例，介绍了课程在混合式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方面所开展的探索

及实践。教学效果评价表明，此次实践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自主性、创新实践能力以及课堂教

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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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Photoelectric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as an example to 
introduce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ourse in blended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me-
thods. Th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shows that this practice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utonomy, in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 and classroom teaching effi-
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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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领域的混合式教学理念与模式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得以产生和推进。随着现代信息网

络技术的发展，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和方法创新成为现代教育改革的新趋势和新潮流[1] [2]。随着以学生

为教学主体和核心地位的转变，课程需要紧紧地围绕学生如何更好地“学”而开展，学生对于课程的参

与度和获得感得到极大地增强，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学生在教师的主导

下开展的研究性学习，更是给传统教学模式创新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实践表明：混合式教学大大提升了

学生的学习动力和课程学习的效果，推进高校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实践对于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推动课程

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3] [4] [5]。 
《光电检测技术及应用》是我校应用物理学专业核心课程。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掌握各种光电器

件的基本原理结构、特性参数、典型应用和光电检测电路的设计，为今后光电检测系统的设计以及专业

实验和实习打下厚实基础。 
《光电检测技术及应用》是一门偏应用的课程，理论性不强。理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反映课程的

知识点较为零散，难以把握课程脉络。那么如何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就是课程与教学改

革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关于课程的成绩评定方式，如果还是仅依靠卷面成绩的话，那仍然无法改

变学生考前突击的备考现状，也无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更加合理的利用平时成绩，优化课程

的成绩评定结构，增强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是课程与教学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校应用物理学专

业是辽宁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以学校“特色立校，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办学思想为指导，以“培

养服务国家航空航天等国防工业和辽宁地方经济建设的理科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那么如何设置

课程的教学内容，采用哪些教学方法就决定了学生学习课程后获得的知识、能力水平和科学素质是否能

够有力地支撑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通过近 9 年对课程的持续建设和改革，教学团队结合课程特点、学情特征，科学策划教学设计，由

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各项学习活动，开展了“课前自主学习，课中精学 + 翻转课堂，课后研学 + 反馈”

的混合式教学。采用雨课堂、超星学习通、中国大学 MOOC 等平台，不断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

融合，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和个性化学习，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借助教学平台，实现更加科学

的形成性、过程性、多元化评价考核方式。2022 年课程被评为辽宁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本

文对课程的混合式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法进行探索实践，以期为同类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2. 混合式教学设计 

基于对学生学情、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环境的分析，团队梳理了课程的教学目标与重难点，对教学策

略、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以及学习评价进行了设计。按照“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开展混

合式教学。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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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lended teaching design 
图 1. 混合式教学设计 

2.1. 课前：自主学习 

教师在超星平台对应章节发布预习视频(或者推荐 MOOC 对应章节)、知识点以及讨论提纲；在雨课

堂发布课程公告、课前需完成的具体任务以及推送检验课前学生准备及获取新知识情况的调查问卷等。 
教师根据学习通以及雨课堂记录的数据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了解学生预习中的难点，做好记录，

有针对性的备课。课上需要针对课前学生问卷反馈出的问题重点讲解，对于难点再设随堂测试题目作为

强化。 

2.2. 课中：精学 + 翻转课堂 

课堂上设计从生活实例科学前沿等引出问题，并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以及航空航天案例，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与热情。如介绍光电倍增管阵列在诺贝尔得奖中的重要作用；热释电摄像管在 2019 年 4 月棋盘

山大火中参与灭火救援等培养学生的爱国报国情怀，使学生深切体会科学知识的实用价值和掌握科学知

识的人生价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 
教师的讲授注重帮助学生构建知识模块间的逻辑关系，针对学生课前学习情况和普遍遇到的困难着

重讲解，使学生形成全面的知识框架和理论系统。通过雨课堂中的投票、随机选人提问、小测验发放、

弹幕等功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并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与积极性。通过小组讨论

和翻转课堂的形式，学生拓宽拓深知识并锻炼学生协同合作、公开演讲等能力。 

2.3. 课后：研学 + 反馈 

课后，学生在雨课堂中提交作业，完成章节测试题，也可以在超星平台观看本次课程的视频。如果

学生仍存在问题可随时在课程交流答疑 QQ 群中向老师提问，教师也会就作业、随堂测试中存在的共性

问题在答疑群统一讲解。 
学生除了需完成习题之外，还要开展研究性学习。如教师会根据课堂内容布置翻转课堂题目；安排

线上慕课的拓展学习内容并参与超星平台讨论区相关主题贴的讨论以及拓展内容的分组讨论；从竞赛或

者企业案例中布置调研或小实验任务等等。通过以上方式，不仅巩固了学生所学知识，开拓了视野，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还锻炼了学生应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师在课后统计学生的上课情况、批改作业、参与并总结线上学习及讨论情况，并根据雨课堂提供

的课堂报告以及作业情况进行及时的反馈，进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设计。 
为了激励学生更加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在课程的成绩评定方式中重点加强参与教学过程的考核。

设计为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期末成绩占总成绩的 70%。除了考查作业情况，平时成绩还包含学生

线上学习并参与讨论情况、课堂参与情况(雨课堂)、翻转课堂情况等。具体细节及给分依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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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valuation method of course achievement 
表 1. 课程成绩评价方式 

考核形式 分值 评分依据 

线上学习并参与讨论 4 超星平台统计 

作业 10 雨课堂平台统计 

课前预习 5 雨课堂平台统计 

课堂表现(投票，小组讨论，翻转课堂，回答问题等) 5 参与度，团队合作，研究能力及表达能力 

随堂测试 6 正确率 

期末考试 70 正确率 

3. 教学方法实践 

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让同学们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过

程中来，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十分关键，也关乎混合式教学设计成功与否。一堂课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

教学方法，而是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最适合的一种，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为目标[6]。课程中采取

了问题式、讨论式、案例以及研究型等教学方法。 

3.1. 问题式教学法 

问题教学法是围绕问题展开教学过程，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的欲望。例如学习半导体和

金属材料做光电阴极的适宜性时，教师提出三个问题贯穿此教学内容，“光电发射的三个过程是什么？”

“良好的光电阴极材料应该具备哪些条件？”“金属和半导体材料作为光电阴极适用光谱范围如何？”

三个问题解答完毕，学生对于此知识点就完全掌握了。学生在问题的引导下，主动思考探索，能够深入

理解教学内容并总结和提高。此教学方法的关键点在于问题的设置，难度要适中且循序渐进，通过问题

引导学生主动思维并深入探索。 

3.2. 讨论式教学法 

讨论法是根据问题相互启发、相互学习的一种尤其适合小班教学的方法。有助于增强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向学生抛出一些精心设计的问题，学生先思考，再与几名同学形成小

组一起讨论达成共识，最后由教师组织全班同学讨论，教师点评统一大家的认识，拓宽学生的视野，进

一步补充讲解或拓展。例如在学习雪崩光电二极管使用注意事项，学生就“是否需要考虑温度影响”进

行讨论时，在温度是否影响击穿电压的问题上同学们各抒己见，两种观点激烈交锋，最后取得共识，深

化了学生对击穿电压的认识。相比于问题式教学法，讨论法更能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根据问题相

互启发，相互学习，尤其是对于学习缺乏主动性的学生在讨论小组的带动下，学习的积极性会提高，课

堂收获也会增加。 

3.3.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通过物理规律发现过程的展现，使得物理学规律充满灵性和活力，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在回味过程中启迪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例如在学习完黑体辐射定律时，学生对黑

体辐射问题的解决过程有以下感触，“这些定律构筑各个波长区域内的波长与温度的数学关系，挺神奇，

并且在各方面可以方便的使用，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的看着挺像经验公式有点遗憾。”“能够通过波长

测温测辐射强度研究物质的特性，是很实用的科学。”案例教学法通过再现物理规律发现的曲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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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课程变得亲切有趣，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案例也是很好的思政元素，有助于培养学生辩证唯

物主义世界观和科学思维方法以及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3.4. 研究型教学法 

研究型教学是将科学研究引入到教学过程中来，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就某些专题开展初步的科学研

究，学生的研究意识和创新能力得到锻炼[7]。学生的主要任务不只是学，还需要开展研究，在此过程中，

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得到激发。研究型教学主要以翻转课堂的形式实现，在教学中采用两类题目引导

学生研究性学习。一是由学生主讲教学内容的某节，要求学生在线学习慕课内容，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

形成自己的见解，并可在教材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同学讨论质疑，教师引导点评。例如学生在慕课学习

光电倍增管的应用，又结合天文学的知识，给同学们介绍了光电倍增管探测宇宙射线，包含了许多天文

学的知识。二是由老师抛出题目供学生选择，题目有的来源于竞赛，有的来源于应用设计。同学通过查

阅文献、分析问题、设计实验进而解决问题、学生制作 PPT 在课堂上分享、同学质疑讨论、教师点评。

研究性学习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研究意识和创新能力，指导并帮助学生去尝试初步的科学研究，

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课程还采用雨课堂、超星学习通、中国大学 MOOC 等平台，不断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

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和个性化学习，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课堂上使用雨课堂进行互动，大大提

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更便于教师及时掌握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程度并及时讲解，对于学生平时的学

习活动监管更加合理有效。借助教学平台，实现更加科学的形成性、过程性、多元化评价考核方式。 

4. 教学效果评价 

1) 2020 年全面推行混合式教学以来，学生的成绩不断提升，从课程的平均成绩可看出有了大幅提

升。近两年均方差减小，成绩两极分化情况减弱。优秀率上升，成绩在 80 分以上的同学比例达到 57%。

见表 2。 
 
Table 2. Total score and score distribution statistics in recent three years 
表 2. 近三年的总成绩与成绩分布统计 

学期 考试人数 平均分 及格率% 均方差 0~59 60~69 70~79 80~89 90~100 

2019~2020 (1) 25 67.84 88% 15.42 3 10 8 3 1 

2020~2021 (1) 25 75.32 88% 16.41 3 3 7 9 3 

2021~2022 (1) 28 75.5 86% 13.78 4 5 4 13 3 
 

2) 通过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知识面拓展，学习兴趣提升，注重参加学科

竞赛，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得到了较好的锻炼。近三年，学生在光电设计竞赛、物理学术竞赛等学科竞赛

中 15 人次取得国家级奖项，50 人次取得省级奖项。 
3) 通过调查问卷、面对面谈话等形式得到学生关于课程的反馈如下：2018 级和 2019 级学生对课程

满意度为 100%。90%以上的学生喜欢混合式教学模式，认为对提高学习效率和自学能力有帮助；80%以

上的学生认为通过翻转课堂对提高知识应用能力和加强交流沟通有所帮助；有 10%左右的同学认为混合

式教学模式需要投入更多的学习时间，任务太重。大多数同学认为通过课程学习能够拓宽知识面，加深

了对专业领域的认识，增加了对专业的喜爱度，在选择考研、就业方向具有指导意义。专业学生考研率

每年在 30%以上，2022 年达到 57%。学生就业更倾向于专业领域就业，如创鑫激光，杏林睿光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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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族激光等光电类企业。 

5. 结论 

本文以《光电检测技术及应用》课程为例，探索并设计了“课前自主学习，课中精学 + 翻转课堂，

课后研学 + 反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设计中借助信息化技术平台，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过程

评价以及教学方法的改革。通过这种教学模式的实施，学生在学习兴趣、知识技能、思想品质、自主学

习、创新实践能力等方面获得了显著提升，为培养理科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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