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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教育中，一些课程存在大量的繁杂公式，这些
课程是以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等为基础，依专业方向而建
立起来，在专业课程中占据核心位置，对夯实学生专业知
识、提高核心竞争力起到重要的基础教育作用[1-3]。这些课
程在传统的课堂教育中，主要表现为贯穿课堂始终的板
书或多媒体展示，以单向知识传播为主要教学手段，教学
效果受到限制，与培养大学生思想方法和个性特点的教
学需求构成了教学的主要矛盾[4-6]。动力气象学是一门大
气科学本科生必修的专业核心课，它教授大气科学的专
业基础知识、思想理论，是掌握和了解现代天气预报的重
要核心理论课程。它具有大量而又复杂的理论公式，需要
既严谨又繁冗的公式推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感觉
枯燥乏味，而传统广播式教学模式表达形势单一，大篇幅
板书让学生容易产生课堂疲倦感，掌握不了繁杂公式推
演[7]。针对动力气象学的课程特征，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引
入网络教学平台和工具，设计问题导向式的混合教学模
式，并对教学效果开展问卷调查。

一、课堂教学改革主要内容
（一）引入现代教学工具
本次教学项目探究问题导向式教学模式，引入了超

新泛雅平台和学习通教学工具，改变传统板书教学模

式，在课堂中通过提问一步一步引导学生深入学习。超
新泛雅是现阶段各个大学逐步推广的网络教学平台，其
网络资源包括专题、图书、期刊、讲座等，还有丰富的课
程资源，包括慕课、微课、尔雅通识课和精品课程等。在
后端系统平台基础上，超新还开发了移动端的学习通
APP（图 1），是国内一款基于神经系统原理打造的知识
传播与管理分享平台，为学校构建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
教学服务提供有力支撑。学习通为移动设备提供 200多
万册电子图书、300种报纸、海量期刊和来自全国名师
名校的千余门课程，供用户免费阅读和观看。
动力气象学的教学引入学习通，首先教师建立动力

气象学的课程门户，主要依据教材结构构建了网络课程
章节，并在每章节发放教学内容和教学任务；其次学生
通过移动终端下载“学习通”APP，在首次课堂中扫码进
入到动力气象学的班级中，教师和学生建立起便捷的联
系方式，可通过多个方式来进行教学交流。学生注册学
习通的学号与学校分配的学号一致，其成绩可以直接反
馈到学校本科教学管理系统中。
除了提供丰富的线上教学资源、图书资源外，超新

泛雅平台和学习通在教学课程门户中，提供了多种教学
功能，包括本地资源上传、网络资源引用、班级通知、布

摘 要：理工科课程中具有大量公式的课程，知识点多、信息量大，传统单向广播式教学已不适应现代教学需求，文章以大
气科学的核心专业课动力气象学为教学样例，研究课堂引入网络教学平台和工具，设计结合课堂留白的问题导向式混合教学
模式。通过教学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问题导向式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通在教学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关键词：问题导向式；教学模式；网络教学平台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1）11-0119-04

Abstrac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with complex equations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a mount ofknowledge points,
large quantities of information. Traditional broadcast mode of the courses is not fit to themodern need. The paper takes a
teaching example, Dynamic Meteorology, which is a main major course in atmospheric science. It has investigated that the
classroom has imported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and APP. A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is designed as mixed teaching
model integrating a leavingclass spac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model effect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has improved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initiative. The APP superstar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urset eaching.

Keywords: prob lem-basedlearning; teaching model;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教学研究项目“动力气象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编号：2018034）
作者简介：马敏劲（1983-），男，回族，云南昭通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大气边界层和空气污染的数值模拟、创新方法及其教育应用。

119- -



2021年 11期博 士 论 坛
高 教 学 刊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置作业、测验、讨论和学情分析，课堂教学中能把演示文
稿通过网页投影到屏幕上，还能进行学生签到、投票、提
问、抢答、现场讨论和练习、拍照上传和问卷调查等教学
活动。
在动力气象学教学过程中，使用了学习通的多项教

学活动，课堂签到 15次、投票 2次、选人提问 13次、随
堂练习 1次和问卷调查 2次，把手机等网络终端引入到
课堂教学中，避免学生上课使用手机查看新闻、打游戏
等其他用途，调动课堂教学活跃气氛同时，降低班级组
织管理时间的耗费，提高了教学效率。
（二）问题导向式教学模式
动力气象学课程教授了大气运动过程中的控制方

程组及其理论分析，存在各种难度的数学公式和物理问
题，从教学内容上解析知识点与知识点的关系，为每个
章节每节课设置多个关键问题，并结合超新泛雅平台和
学习通，利用问题来引导学生学习、思考和知识内化，综
合运用以下几种教学设计。

1. 预留预答问题。课堂教学之前提出问题，且课堂
教学之前学生利用学习通来自主学习和回答问题。在传
统的教学中，这一步教学设计几乎是缺失的，动力气象
学是数理基础要求较高的课程，在讲授专业知识之前，
需要回顾和复习以往学过的知识点，学生才能在这些基

础知识之上掌握专业知识。比如在讲授“气压梯度力”这
一概念时，预先布置“梯度”这一概念的问题，学生通过
自学或复习预答这一问题后，在课堂上更加容易理解和
掌握“气压梯度力”。泛雅平台或学习通上，预留预答问
题可设置为每章节的任务点，学生在移动终端自主预先
完成回答。

2. 预留现答问题。课堂教学之前提出问题，课堂教
学中随教学内容讲解的深入，学生掌握知识点或受启发
后现场回答。传统教学中，这一步教学设计仍较少，通常
在上一次课的课末，教师布置学生预习下一节课的内
容，学生是否预习因人而异，而且因布置内容不具体而
实效较差。预留现答问题给了学生具体的问题，思考过
程是自主学习的过程，现场回答给学生一定的压力，实
施效果会大大提高。预留现答问题的教学内容是即将讲
授内容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或疑难问题，通过这类问
题的思考，学生能抓住新章节的主要内容和解决主要问
题，即使学生解决不了问题，也提高了课堂学习的定向
性和注意力的集中度；如果学生能自己回答问题，课堂
提问能给予及时正向反馈，也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积极性。

3. 现提现答问题。课堂教学中提出问题，学生在课
堂中学习、思考并现场解决。传统教学中有此类教学设

图 1 学习通 APP主界面和动力气象学课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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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讲授课程内容同时提出问题，提高学生的专注度并
引导学生思考，促使其掌握讲授内容。现提现答问题给
予教师和学生及时反馈，提高学生听课的集中度，同时
教师也掌握学生课堂学习情况。动力气象学的教学过程
中，采用学习通布置和发放现提现答问题，形式多样，包
括问卷、抢答和选人回答，也可采用传统幻灯片提问，点
名回答，还可通过分组讨论深入教学内容。现提现答问
题是教学内容的总结、延伸和扩展问题而非疑难问题，
是触类旁通或已讲授的相似问题，也可以是理论的具体
应用，让学生充分思考和消化理论知识。

4. 现提后答问题。课堂教学中提出问题，留到课后
回答，这一步教学设计是为了延伸学生课外复习巩固和
思考。在传统教学中现提后答问题是比较成熟的教学设
计，表现为课后作业或思考练习。采用学习通后，对现提
后答问题有了更多更便捷的交流方式，加强了教师和学
生间的相互反馈。现提后答问题覆盖内容全面、题型多
样，包括概念题、问答题、计算题和推导题，从多个角度
来加强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消化吸收。
（三）课堂教学留白
翻转课堂是把课堂对半划分，一半留给学生思考，另

一半留给教师讲授或解答疑问，改变了传统教学的满堂灌
方式，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能力，改变教学中知识
传授单向性和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理解的深度[8-9]。对分课
堂或翻转课堂的重要创新设计，就是课堂教学留白[10]。传
统课堂中每个课时都计划了全部教学内容，信息量大，学
生容易跟不上教学节奏，且难以消化教学内容，尤其从板
书教学方式到多媒体教学方式转变，教学节奏加快和信息
量迸发，课堂教学留白就显得更加重要。板书教学时，以一
命题出发到结论的推导是一步一步展现出来，黑板的空白
为一定程度上的教学留白，教师输出和学生接收节奏一致
时，教学效果较好。随着现代信息量爆发以及教学改革推
进，板书速度满足不了图形、视频内容的表达和加快教学
进度的需求，多媒体教学便成为重要的教学改革[11]。多媒
体教学时从命题到结论往往一并展示，教学节奏快且信息
量大，导致学生消化不了课堂教学内容。多媒体结合板书
是一种折中的办法，但动力气象学这样的课程，公式繁多
且信息量大，从头至尾且内容面面俱到的教学使教学效率
降低，学生失去自主学习和思考的机会，教学效果不理想。
借鉴翻转课堂留白的创新，在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模式中，
依据引导问题来课堂留白，让学生吸收已学知识、自主学
习未学内容，思考、检索信息和应用知识解决问题，从多个
维度加强学生的知识内化，提高教学效果。结合使用学习
通，便捷的交流互动，教学留白更大地从课堂延伸至课外，
更好地发挥问题导向式的教学作用。

二、混合教学模式评估和分析
混合式教学模式结合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线上

教学以问题导向式教学为主，辅助和巩固线下课堂教
学，加强学生的思考深度；线下教学改革主要为课堂教
学留白，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引导学生思考和加强知识
点吸收。引入线上教学工具学习通后，推进线上线下教
学的融合，形成混合式教学模式。因此，进行问题导向式
教学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评估时，主要
调查学生对使用学习通进行教学的接收和认可程度，以
及采用课堂留白的意见和建议。评估采用问卷调查方式
来进行，针对教学效果，问题设置如下：

1. 通过学习通来进行教学，可以节省教学时间，提
高效率。

A.很符合 B.符合 C.一般 D.不符合
2. 学习通提高了课堂互动性。
A.很符合 B.符合 C.一般 D.不符合
3. 是否赞成推广使用学习通来进行教学。
A.赞成 B.不赞成 C.不知道
4. 本学期结合了学习通和问题导向式来进行教

学，预留问题或课堂提问，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有利于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A.符合 B.一般 C.不符合 D.不知道
5. 动力气象学的课堂教学过程中，留一些空白时

间（留白）给学生思考消化是否有必要？
A.有必要 B.一般 C.没必要 D.不知道
6. 动力气象学留白时间多长你认为比较合适？
A.10分钟 B.15分钟 C.20分钟 D.30分

钟 E.40分钟以上
问卷在学习通平台上以单选题的方式发放，共计

51位同学，收回 50份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图 2），78%
的同学认为通过学习通来进行教学，可以节省教学时
间，提高效率。从提高课堂互动性的调查来看，92%的同
学认为提高了课堂的互动性，学习通对活跃课堂起到了
重要作用，因此过半的同学赞成在教学中推广学习通，
78%的同学认可预留问题或课堂提问的方式来进行教
学。问卷调查也表明，78%以上同学认为课堂教学中应
该留白，且较多接受时长 10～15分钟的教学留白。
以上问卷调查评估表明，相对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

式，动力气象学的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得到了
大多数学生的认可，活跃了课堂氛围，尤其把手机影响
课堂教学转变为手机辅助课堂教学，提高学生注意力和
交流能力，另一方面课堂教学还给予一定的空白时间，
打破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巩固已学知识和进行纵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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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问卷调查结果
根据动力气象学教学内容，设计了课前、课中和课

后的问题导向，引入线上教学工具和课堂教学留白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得以提高教学效率，与矛盾发展的对抗性
活动密切相关，包括：
（1）教与学的对抗。教师和学生本身是知识和信息

传递的两端，二者存在知识、阅历和能力上的不对称，促
使课堂教学有效进行，首先确保信息传递畅通，引入学
习通后增加了教师与学生间的交流渠道，其次课堂留白
打破这些不对称，巩固学生知识和增加阅历。
（2）线上与线下的对抗。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是不

同的教学模式，线上教学涉及广泛的素材和资料，提高
学生查阅能力以应对海量信息，以发散的横向思考为
主，但同时缺乏纵向思考深度；线下教学增加了教师与
学生、学生与学生的即时交流，课堂环境蕴含丰富的情
景变化，有竞争、集中注意力、讨论和冲动等，思考的维
度和深度比线上教学更强，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深入掌

握。混合式教学模式各取所长，提高教学质量。
（3）记忆与问题的对抗。大脑记忆变化符合艾宾浩

斯记忆曲线，随着时间推移记忆内容被遗忘，除非及时
巩固已学内容。问题导向式教学利用线上教学工具，提
前布置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来听课，明确学习目标，强
化思考的同时即巩固了所学内容。
通过对抗性教学的设计，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了教

学效率。
三、结束语
动力气象学是一门大气科学的核心专业基础课，是

在高等数学和物理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课程，具有复杂
的物理过程和大量数学公式推演的特征。传统单向的广
播式教学，覆盖大量知识点且缺乏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
的教学设计，教学效果不明显。本文研究了引入网络教
学平台和工具，结合课堂留白的问题导向式的混合教学
模式，提出有异于传统教学的四种问题导向型教学设
计，借鉴翻转课堂并依据问题进行课堂教学留白。问卷
调查结果表明，问题导向式的混合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通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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