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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课程混合式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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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一、前言
混合式教学是近些年来在多种教育教学模式不

断改革和尝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教学模式。近些
年，由于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教
育、教学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各种新型的教学模
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应运而生，这为培养符合时
代要求的人才提供了良好契机。同时，在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的过程中，传统的“一言堂”“满堂灌”等教学形
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培养具有综合素质人才的需求，教
育教学必须要通过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不断地
改进和发展，以满足培养新时代人才的要求和目标。
所谓混合式教学，就是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在线
学习方式的优势结合起来，使二者优势互补，让学生
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１]。混合式教学既不同于传统的
课堂教学，也不同于完全的在线开放教学，它是经过
多年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尝试所逐渐形成的将两者
优势结合，并且符合当前教育教学形势的一种教学模
式。混合式教学一经提出和实践，就受到了很多教育
教学者的关注和尝试，如何做到围绕实现教学目标而
进行深度地、多方位地混合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以《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课程为例，探讨混合式在教
学改革与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应用，包括教学理念、教
学形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为混合式教学在专业
课程中的推广和实践提供借鉴。

二、混合式教学理念及模式的构建
现代信息技术对大学教育的影响，很大程度在于

它大大促进了原本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向以学
生中心的教学模式的改革[２]。《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
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技术基
础课程，它主要以介绍各类无机非金属材料生产过程
原理、生产原料、工艺、设备及材料性质等为主，知识

体系庞杂，内容繁多，很多知识点均与工程实践密不
可分。以往的教学一直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面对
比较抽象且实践性较强的理论或知识点时，往往存在
教师难讲、学生难以理解的弊端，课堂教学效果差强
人意。但是新时代所需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
础知识，更要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表
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等内在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对
此，进行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而混合式教学理
念的提出，恰好为课程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理念和借鉴
模式。《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混合式教学以能力培养
为目标，通过线上自主学习+线下课堂活动为主的教
学过程、结合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资源的综合
运用，力求使学生在学习课程内容的同时提升其综合
能力及素质，以达到通过教学过程实现综合培养功效
与产出效果的目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构建如图1所示。该模式总体分为线上教学
平台和线下课堂活动两个部分，旨在引导学生通过
线上+线下学习掌握核心知识点，利用作业、自测、
实战演练消化巩固知识，并通过线上讨论、课堂小
组讨论/发言、翻转课堂等活动锻炼学生的批判性/创
新性思维、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沟通表达和团队
合作能力；最终为教学知识目标和综合能力目标的达
成而服务。

三、混合式教学过程及评价
教学包含“教”与“学”的所有过程。“以学生为教

学的主体（中心）”的教学理念已被广泛采纳，而混合
式教学正是该理念指导下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也正
在教育界被迅速地推广。但是将这种模式应用到具体
课程中时，其教学过程的实施以及评价机制的建立是
值得长期探索和讨论的议题。

［摘 要］混合式教学是近些年来在多种教育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和尝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教学模式。以《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课

程为例，探讨混合式教学在教学改革与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应用，包括教学理念与模式的构建、教学过程及评价、教学反思等，对混合式

教学在专业课程中的推广和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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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一）混合式教学过程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课程的传统授课模式是：

旧课内容回顾—新课内容引出、讲授—内容总结—作
业、测验布置，这些环节均是在课堂内进行，所有的学
时也都用于课堂讲授。但是经过改革后，混合式教学
的课时安排首先发生了变化，有了线上学习和课堂活
动之分，学习内容的丰富性、学习形式的多样化更能
有效促进教学目标达成的有效性。

1.线上自主学习。混合式教学与传统教学在形式
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引入了在线自主学习环节。首先，
由教师凝练教学思路，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将课程
内容进行模块化处理，主要以知识点为模块单元，每
个模块单元分别由学习指导、课程视频、作业自测、实
战演练、线上讨论等环节组成。其中学习指导主要用
于引导学生了解本单元的知识点、难点和重点、学习
方法及要求等；课程视频主要提供给学生学习所需各
种视频资源，包括知识点讲授、动画、工程实景等。这
两部分主要是帮助学生对核心知识点的学习。而在学
习了知识点之后，通过在线自测、作业以及结合工程
实际案例的实战演练加深对知识点的巩固，提高学生
对知识的灵活应用能力。并且，通过教师设计的线上
讨论主题，激发学生学习、交流兴趣，训练其批判性/创
新性思维及能力。

2.线下课堂活动。线下课堂活动不仅可以对线上
学习部分进行进一步的反哺、巩固和拓展，更重要的
是可以通过师生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在发挥教师引
导、启发、监督作用的同时，又充分体现了学生作为学
习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无机非金属材料

工学》课程目前线下课堂活动的学时分配不低于50%，
包括知识点面授、课堂小组讨论与发言、翻转课堂等
系列活动。教师通过适当的知识点面授，能够引导、启
发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作为线上知识点学习的必
要补充，使学生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学习主线、有目的、
有步骤地进行学习。

在本课程的教学改革中，培养学生团队协作意
识，促进师生、生生之间的有效沟通，锻炼学生的批判
性/创造性思维也是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在课
堂活动中，有一重要形式就是把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
小组，每组3~5人，教师会在课堂内容进行的同时，实
时提出一些引导性的问题，给一定的时间，让学生有
组织地进行小组讨论、辩论和总结，通过分工协作，最
后各个小组选派一名同学来代表该小组进行发言并
表达观点。而在每个小组发言后，持有代表性的不同
观点的小组之间也要进行相应的辩论，最后得出结
论，由教师进行分析和总结。这种方式也可称为“小组
合作学习”，通过讨论、交流、辩论、总结等环节，有效
激发了学生们对问题进行主动思考的积极性。学生们
在进行自我思考的同时，学会了聆听别人的观点、阐
述自己的意见，学会与他人合作、交流与分享。另外，
翻转课堂的模式使课堂角色发生了转换，这也是本课
程教学改革的一大特色。师生之间角色的转变即以学
生主讲，教师助讲，与教师、学生、网络资源共享平台、
多媒体等多元素、多方位的多重互动结合的教学方
式，调动了课堂教学的氛围，提升了课堂教学的质量
和成效[３]。翻转课堂的实施是在教师精心设计下有组
织地进行的。教师首先选定合适的内容进行相关的教

152- -



教育教学论坛
EDUCATION TEACHING FORUM

2020 年 5 月
第 19 期

May 2020
No.19

学设计，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安排给学生，让学生以
小组形式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讨论和总结，最后以
小组为单位进行相关内容的讲授，并进行经验分享。
这种形式不仅让学生作为主体参与到教学中，实现了
当小老师的机会，并且通过资料的搜集、准备和讲解，
学生们对所准备内容有了更为深入的学习和理解。大
家在任务的分工、合作中很快能体会到个人角色的重
要性，也极大地培养了学生们的自信心、责任心和荣

誉感。
（二）混合式教学的评价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机制，不仅仅是对教

学效果的综合衡量，更是为进一步的教学改革提供参
考依据。注重学习过程与效果的综合评价是课程改革
的重点之一。《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课程在坚持素
质、能力综合培养的原则上确立了综合考核评价机
制，其具体成绩考核指标及权重分配见表1。

Reform and Practice of Blended Teaching on "Inorganic Non-Metal Materials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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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lended teaching is a teaching model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reform and
experimentation of various teaching mode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of "Inorganic Non-Metal
Materials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idea and mode, teaching process and evaluation, and teaching reflections, etc. The promo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blended teaching in the course have positive guiding significance.

Key words:blended teaching; teaching concept; evaluation mechanism

表1 课程综合考核指标及权重

总结近三年混合式教学的实施情况，该考核评价
机制在原有传统教学评价机制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的
改进，在强调教学效果的同时更加凸显对过程的控
制。实践证明，学生们的参与度和学习的积极性有了
很大的提高，反映在不论是平时学习成绩还是最终考
试成绩，都较往年有了明显的提高。

教学效果的评价机制不仅仅体现在对于学生学
习过程、学习效果评价，即“评学”；同时也应该反映出
学生对整个教学过程、教学环节的评价，即“评教”。因
此，在每一轮混合式教学过程中，进行问卷调查是很
重要的一个环节。能够通过问卷反映的情况，让教师
及时了解学生对该轮教学的评价、意见和建议，这对
提升教学质量非常有意义。因为教学始终应该是为学
生服务的，教学过程中的长或短，学生是最有发言权
的。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为了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
况并对课程进行即时改进，选择在课程初期、课程中
期和课程结束三个阶段对学生进行了相关问卷调查。
每一轮教学过程中，绝大部分学生积极参与调查，并
对课程全过程中的特色、存在的问题及后续建设提出
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这对下一轮课程混合式教学执
行过程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混合式教学反思
大学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途径具有多元性，

但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大学教学的整个过程，是实现
大学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所在，而“自主学习
意识”又是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大学教学的原动力[４]。以
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改革的推进，不单单是教学
形式的转变，更是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师是教学过程
的设计者、引导者和监督者，学生是其中的参与主体
和受益群体。人才的培养，已不单单局限于对知识的
学习和掌握，更是建立在此基础的综合能力素质的训
练与培养。《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混合式教学自执行
以来，在不断地尝试和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需要继续改
进的方面，这需要在不断地持续改进中逐步在各方面
进行改善与提升，以达到理想的改革目的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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