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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高校内研究生课程教学手段较为单一的不足，结合混合式教学的课程设计、教学优势、教学效

果保障等基础理论，从灾害地理学课程特色出发，提出了基于教学案例库一体化设计的灾害地理研究生

课程混合式教学创新模式，研发基于研究生自主学习的混合式教学实践方法，并总结教学改革效果和经

验。基于教学案例库一体化设计的灾害地理学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提高解决问题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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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limited teaching methods in postgraduate cours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blended learning course design, teaching advantages, 
and guarantees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proposes an innovative blended learning 
model for postgraduate courses in disaster geography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ase 
libraries. The proposed model provides a rich collection of real-world scenarios and examples for 
student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blended learning approach that emphasizes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blended learning model in postgraduate courses in disaster geography has been evaluat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ase librar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blended learn-
ing approach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as evidenced by their en-
hanced problem-solving skill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and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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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混合式教学经历了技术应用阶段、技术整合阶段以及“互联网+”阶段，其涵

义也逐渐清晰[1]。技术应用阶段是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活动应用中的飞速发展阶段，借助新技术新手段

丰富教育教学活动，其关键在于信息技术在课堂设计中的融入模式问题，是线上教学的初探。技术整合

阶段是从教师视角进行课堂设计的新思路，在此阶段，信息技术不仅是课堂教学的工具，还是课堂教学

的重要沟通介质，从教师设计角度出发，知识传播由单一方向转向了教师、学生与信息技术的交互作用。

“互联网+”阶段的到来得益于移动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生可采用多种移动设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法

开展学习交互，“互联网+”阶段为学生提供了多维度的教学情境，更加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为混合式教学提供了新的教与学体验。 
对混合式教学涵义理解的不同，将直接影响混合式教学侧重点的差异。混合式教学是数字化教育发

展的产物，是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结合。线上教学是一套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方法，通过数字化技术

提高教学过程的质量和内涵；线下教学是面对面教学的传统模式，是实体教学的重要形式。混合式教学

中线上线下的结合方式不是简单的多教学模式的叠加，混合式教学超越了之前任意一种教学模式，它是

不同信息技术的组合，不同教学方法和理论的组合，不同教学设计与任务的组合，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促

进技能和能力提升的目的。混合式教学突出了学生的中心作用，在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的框架

下[2]，形成同步学习、自主学习、协助学习、学习评价与反馈的教学闭环模式。随着在线开放课程的普

及，MOOC、学银在线等平台为混合式教学的实施提供了平台保障，是翻转课堂的重要营地。然而，混

合式教学的实现并不容易，既需要教师改变教学方法，投入更多精力在课前准备和课后跟踪，也需要学

生改变思维方式，通过互助小组和独立思辨的方式，从解决问题中获得知识积累和技能提升，这种方法

给学生提供了极大自由度的学习情境。根据混合式教学的涵义，可将混合式教学的实施分为四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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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教师在线模块、教师课堂模块、学生在线模块、学生课堂模块[3]，不同模块间层层递进、相互交互。

各模块的教学侧重点和目的不同，在线模块的设计以基本教学资源为主，学生通过在信息技术平台自主

学习和交流进行知识吸收；课堂模块的设计以重难点知识强化为主，学生通过讨论、实践、展示的方式

获得能力提升。 
混合式教学的目的存在两种观点，分别为“替代论/辅助论”和“强化论/改进论”。前者注重便利性、

经济性，但其教学效果的质保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后者注重促进、提升、改善课堂教学效果，因此

需建立纯线下教学、纯线上教学、混合式教学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总结最优的教学新模式。在数字化

的背景下，混合式教学以移动通信设备和网络学习环境为教学情境、以学生体验为中心，强调线下与线

上的教学方式混合，为学生创造参与度高且个性化的教学辅导情境，并已成为一种主流的教学改革延续

性创新途径。 

2. 理论分析 

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可分为分析、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价五个关键步骤[4]。混合式教学是一种以学

生成长为中心的新型教学理论，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鼓励组织多样化的学习活动，由教师引导为

辅的教学方式。混合式教学以面向全体学生、以问题为中心、关注高阶思维养成、促进记忆保留为基础

理论[5]，从而达到“化难为易促理解、化教为导促思考、化虚为实促创新、化良为优促拔尖、化单为多

促动力”的教学创新举措。具体如下： 
(1) 教学的对象是学生，以面向全体学生掌握教学知识点为核心进行课程涉及，当遇到知识点抽象难

懂、学生掌握进度不一等问题，因此采用混合式教学，通过教学设计和学习成效的多次反馈循环，助力

全体学生掌握学习理论。 
(2) 有效的教学是融合理论、运用、实践的设计，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将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目

标性，将教学理论与实践应用结合，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 
(3) 高阶思维不同于对知识的记忆或复述等浅层学习活动，高阶思维的养成更注重综合知识的应用和

创造性成果的形成，结合思政背景培养专业学习视角，这是在课程教学中始终需遵循的一条暗线。 
(4) 主动学习是将知识从浅层向深层、从抽象到具体、从短期记忆向长期内化的一种教学方式，以促

进记忆保留为目标，教学设计中应重视多元过程考核，不断丰富和完善教学方式和设计环节。 
混合式教学涉及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因此可将混合式课堂的教学设计分为三步走，包括课前、课中、

课后。具体如下： 
(1) 课前自主学习 
充分利用线上 MOOC 资源、前沿科技论文等专题配套资源，围绕专题问题开展自主探究学习，并形

成课前自主学习反馈。 
(2) 课中集思广益 
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给定主题下的课堂讨论和指导，教师对每一位学生的自主学习成果给予点评和

总结，厘清知识点、强化学习效果、提升学生的综合表达与技能应用能力。 
(3) 课后凝练提升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应更注重创新思维与前沿视角的培养，因此课后的整理提升更显重要，通过课堂

讨论和学习凝练创新点，以科研海报的形式再次呈现，建立学习效果再反馈机制。 
混合式教学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多源教学资料，利用教学信息平台使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获得更强的感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更强的参与感，这有助于保持对学习主题的兴趣，因

此也更受学生欢迎。混合式教学使教师更好地跟踪每位学生的参与和学习进度，通过点击频次记录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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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了解学生学习习惯，并于平时学习成绩建立关联。然而，混合式教学仍然面临许多挑战。混合式课程

设计比单一模式的课程需要更多的准备，例如设置教学环境、开发虚拟课程、规划学生之间的互动协作

方式等。混合式教学可以显著降低教学成本，研发多途径的教学过程，但混合式教学的建设需要精心计

划和开发投资，以使教师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并有利于教学质量。 
为了确保在混合式教学获得预期效果，应针对教学环境、具体课程设计等开展剖析。在面对面教学

占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混合式教学的推进应注重探索性和渐进性，成功的混合式教学离不开教师、学

生和学校的目标一致性。当混合式教学发展到“互联网+”阶段，选择混合式教学的方式，应充分开展前

期调研，对学生的特征，即年龄、成熟度、学习风格和偏好进行摸查，优化学生在课程在线部分的学习

体验，并确保学生随时随地访问学习活动和课程材料。同时，对于教师来说，课前准备不仅在于课件的

设计，更重要的是进行相关技术教学知识水平培训，测试通信系统的功能、网络连接质量、以及混合式

教学平台的可靠性。此外，混合式学习并不是在面对面教学的基础上增加在线教学方法，而是需要新的

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和课程内容开发方法，并依靠不同形式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重

新定位教师和学生角色，将一个班级视为一个研讨“社区”或若干研讨小组，通过混合式教学创造利于

互动参与的条件，并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线下教学环境。 

3. 灾害地理学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灾害地理学研究生课程注重对灾害地理学的基础知识以及灾害预测预报和防灾减灾理念的阐述和讲

授，突出自然地理过程与自然灾害之相互关系以及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启发和培养学生防灾

减灾科学思维能力和抢险救灾社会服务能力。以混合式教学为理论基础，在混合式课堂的教学课前、课

中、课后三环节设计的框架下，本研究开展了灾害地理学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根据灾害的分类体系，本课程适合采用专题式教学方法，并结合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设计，将教师

的“课堂主角”转变为课堂的“领路人、协助者”。研究生课程面向科技前沿，因此以问题为导向的专

题将离不开前沿科技成果的深入研读和思考。 

3.1. 教学设计基本原则 

灾害地理学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遵从多元性、启发性、新颖性、可持续性四个原则。具体阐

释如下： 
(1) 多元性 
混合式教学的多元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教学素材获取的多元性，包括视频、音频、前沿学术成果

展示等，二是教学情景的多元性，借助信息技术与平台，学生可实现多场景的知识学习与课堂交互。 
(2) 启发性 
混合式教学提供了功能强大的知识模块学习路径，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线下课堂，通过丰富多样的方

式启发学生参与课堂思考，以“任务–交流–合作”的方式建立启发模式，并形成知识吸收的反馈闭环。 
(3) 新颖性 
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实质是学习体验的设计，它融合了面对面教学、远程教学、在线交互、学习信息

技术等一体化教学方法，以在教学环境中实现混合学习成果，并可将此成果进一步完善混合式教学平台，

从而形成课程建设的良性优化循环。 
(4) 可持续性 
混合式教学的设计是可持续发展在教育教学中的内化与延伸，包括可持续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

开发的混合式教学平台可以满足持续不断的学习需求，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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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学专题设计思路 

灾害地理学论述了气象水文灾害、地质地震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等灾害种类，灾害的定义、

分类、成因、特征是课程的基本知识，在本课程中属于总论部分。灾害系统理论和灾害测量、统计、评

估等是探讨人类如何进行灾害风险防范的关键科学问题，也是当前地理学极为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是

课程的技能提升模块，在本课程中属于分论部分。根据 IPCC 第六次报告可知，人类活动影响下全球地

表气温出现显著增加，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灾害地理更应注重未来灾害的应对和响应

研究。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灾害形成与防御范式，在灾害地理学中不仅要讨论孕灾环境、致灾因子、

承灾体的时空分异特征，还应重点讲授灾害风险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灾害风险科学具有系统性、复杂性、

交叉性的特征，针对不同灾种在形成机理和变化过程的差异性，灾害地理学的知识讲授需要从多维度、

多要素、多过程开展教学设计。 
本课程选取了台风灾害、洪水灾害、滑坡灾害、地震灾害、崩岗灾害、粤港澳大湾区复合灾害六种

灾害类型，开展专题研讨学习。针对不同灾害的特征，建立教学案例库平台，进行基于混合式教学方法

的教学方案设计[6]，具体如下： 
(1) 台风灾害 
台风灾害通常形成于热带或副热带的海面上的热带气旋。台风灾害的分布具有非常显著的区域差异，

变化环境下台风的形成条件呈现新规律，与水文气象因素的关联特征分析是当前热点问题。因此，在台

风灾害专题重点讨论降雨、气温、人类活动与台风频次的相关关系，通过教学案例库的讲解，使学生掌

握统计分析方法在灾害地理学中的应用。 
(2) 洪水灾害 
洪水灾害是指因暴雨、冰雪融化、水利工程失事等引起的江河湖海水量或水位迅速上涨的现象。因

受下垫面条件、降雨过程、流域面积等因素影响，洪水过程线形态呈现多样性。因此，在洪水灾害专题

重点讨论洪水模拟模型，利用教学案例库的水文气象及环境因素数据，探讨变化环境下洪水过程响应规

律，从而使学生掌握数值模拟模型在灾害地理学风险分析中的应用，并进行不同原理的数值模拟模型归

纳总结。 
(3) 滑坡灾害 
滑坡灾害是指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沿坡面下滑造成的灾害。滑坡的识别是滑坡灾害的研究难点，滑

坡的位置取决于地形斜坡的角度、土壤或岩石的性质和厚度、植被覆盖等因素，城市化伴随着地貌改变，

从而影响滑坡的易发性。因此，在滑坡灾害专题，重点讲授如何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进行灾害

易发性、脆弱性、易发性的空间风险图绘制，并进行教学案例库设计的一体化教学实现途径。 
(4) 地震灾害 
地震灾害是由地球岩石圈的能量强烈释放、剧烈运动或物质强烈迁移的地质变化。地震灾害具有突

发性和难以预测的特点，其灾害损失大。在国内外的地震灾害案例库中，有较为详细的灾损数据可供教

学使用。因此，在地震灾害专题中，重点讲授灾害测量、统计与评估，从而重点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

是如何进行全覆盖的灾害测量、统计与评估；二是如何提高灾害测量、统计与评估的精确性和时效性，

研究灾情评估与监测的教学实现途径。 
(5) 崩岗灾害 
崩岗灾害是华南花岗岩风化壳深厚地区特有的水土流失形式。形成崩岗的主要机理包括径流冲刷、

水蚀和重力侵蚀的相互效应以及岩石自身的风化膨胀等。野外采样和实验分析是自然灾害形成机理研究

的重要手段，在崩岗灾害专题中，针对崩岗灾害泥砂流的物理性质、运动过程以及输沙情况开展基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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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参数的测定分析，使学生掌握灾害地理学研究中的野外采样和实验分析技能。 
(6) 粤港澳大湾区复合灾害 
复合灾害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致灾因子造成的灾害事件。结合区域特色，粤港澳大湾区自然地理

条件复杂，极易发生复合灾害，例如降雨–滑坡–山洪、台风风暴潮–暴雨–洪水、洪水–咸潮等。在

此专题下，可重点探讨灾害链、灾害遭遇的传递叠加原理，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多致灾因子的风险组合分

析。在相关科研项目成果的支持下，将最新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及时融入课程教学，加强专业实践的第二

课堂建设，促进科研与教学融合、第一与第二课堂融合。 
根据以上教学设计过程，准备 MOOC 资源和科技论文等相应的教学资料，并形成流程化的线上–线

下、自主学习–研讨学习的混合式教学设计。学生自主学习成果和反馈提升成果将进一步完善教学案例

库[7]，从而形成基于教学案例库一体化设计的灾害地理学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途径。 

4. 教学过程与效果评价 

通过基于教学案例库一体化设计的灾害地理学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在学生中进行了访谈调查。

大多数学生对这种新型的课程教学模式是认同的，认为这是一种有趣的教学模式，加强了学生与教师之

间的互动，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相比于传统面授或在线学习，学生更喜欢混合式教学模式，基于教

学案例库一体化设计的灾害地理学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使学习更加真实具体，教学案例库的优化反

馈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动力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通过灾害地理学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例，

学生还完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典型城市灾害风险区划图绘制及复合灾害叠加风险图，提高了学生的研究能

力和实践能力，并充实了一体化设计的教学案例库。 
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将混合式教学、课后实践、教学平台优化融入教学全过程，

对学生、教师、学校都具有极大的优势和价值。随着信息平台技术的发展和对研究生课程实践要求的提

高，基于教学反馈机制的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探索将更具有吸引力[8]。 

5. 结语 

结合灾害地理学课程特色，本论文提出了基于教学案例库一体化设计的灾害地理研究生课程混合式

教学创新模式。在教学案例库和线上教学资源不断完善的条件下，开展“课前自主学习–课中集思广益

–课后凝练提升”的教学设计思路。结合灾害地理学研究生课程的学科特点，选取台风灾害、洪水灾害、

滑坡灾害、地震灾害、崩岗灾害、粤港澳大湾区复合灾害六个专题进行研讨，融入灾害风险分析的理论

和方法讲授，形成流程化的线上–线下、自主学习–研讨学习的混合式教学设计，并不断更新灾害地理

教学案例库。混合式教学是“互联网+”背景下的重要教学改革路径，自主学习是研究生培养的关键培养

目标，探索基于案例教学库的教学新模式，在不断的实践中完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为更多的研

究生课程提供教学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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