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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运用
——以《西方经济学》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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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慕课”（MOOCs）凭借开放性、个性化、多主体互动及知识图谱学习路径等优势迅速发

展，受到我国教育界广泛关注，为传统教育改革带来新机遇与挑战。当前，如何合理定位慕课与传统课

堂并实现有效整合，成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本文分析了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现状，指出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通过翻转课堂模式，结合线上慕课资源与线下课堂，优化课前预习、课中学习及课后复习

环节，旨在提升学生自主学习与创新能力。实践表明，这种线上与线下翻转混合式教学模式相较于单一

教学模式，更能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激发学习自主性，取得更显著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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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due to their advantages 

such as openness, personalization, multi-agent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map learning paths. They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China’s educational community and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reform. Currently, how to reasonably position MOOCs and traditional classrooms and achieve effective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educato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Western Economics” course, points out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optimizing pre-class preview, in-class 

learning, and post-class review through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combining online MOOC resources with 

offline classrooms. The aim is to enhanc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ies.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is online and offline flipped blended teaching mode can better meet students’ personalized needs and 

stimulate their learning autonomy compared to a single teaching mode, achieving more significant teach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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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ﾠ 引言
高教学质量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

要趋势。目前我国正处于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

育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重视我国高等教育，由推

动内涵式发展到实现内涵式发展，提升教学质量已

成为共识。[1]2018年6月21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提高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

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2] 2018年11月24日,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第十一届“中国大学

教学论坛”上提出了“金课”的评价标准为“两性

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3,4]2019年4
月9日，首届中国慕课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

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识变、应变、求变”

为主题，聚集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深入推进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育教学模

式与方法的深刻变革。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

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召开，会议指出，要全面把握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大势，面对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主动引领世界高

等教育变革，提出把握高等教育发展新特征：多样

化、学习化、个性化和现代化。

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慕课与课堂教学进行合

理定位与有效整合，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既是

顺应新时代发展趋势，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深化我国课堂教学改革的

重要突破口。

2ﾠ 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分析
2.1ﾠ 教学理念陈旧，教学目标片面，考核方

式单一

课程教学理念是先导，教学目标是航向，教学

考核方式是结果。教学理念与教学目标是相互映衬

的，考核方式是教学理念与教学目标的具体化。陈

旧的教学理念决定了教学目标和考核方式的片面单

一。首先，教学理念陈旧。课程教学依然以“教导

致学”为指导，“完成或控制教学进度”为特征，

这种将教学过程等于认知传授过程，将自主学习能

力与创新能力知识化，必然导致教学过程中教师控

制并主宰课堂，学生被控制并压抑。其次，教学目

标片面。在“教导致学”为指导的教学理念下，知

识接受必然成为教学的主要目标。在长期的教学实

践中，教师把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应用技能“浇

灌”给学生，学生“被动”的接收知识。再次，考

核方式单一。教学目标的片面化某种程度强化了考

核目标。考核的目标是以学生识记能力为主，忽视

了学生运用所学经济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现实问

题的能力，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

能力。

2.2ﾠ 教材内容与实际结合不紧密

目前，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主要是借鉴西方

国家的经济学理论，而且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早期

版本，教学内容较陈旧，国外最新理论与前沿问题

不能与国内教材很好的对接，即便有教师希望加入

新的理论知识，受限于教学任务繁重，进修机会少

等原因，使得前沿理论很难进入课堂学习中。其次

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

的一门学科，教材中使用的案例多数都是以美国等

西方国家为例，与中国国情结合的案例比较欠缺。

其结果是即便学生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但是在解释中国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

有中国国情的特殊经济现象与问题时，感觉无从下

手，使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的搁浅于理论

层面，从而无法达到预期教学效果。

2.3ﾠ 课时安排与教学内容冲突

西方经济学课程理论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微观经

济学、宏观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流派。针对各大高

校西方经济学课时普遍安排较少，教学内容多这一

现象，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只能采用加快教学

进度的方式来解决课时少与内容多的矛盾，长此以

往，教师就像一台搬运机，把知识做一个打包压缩

输送给学生，学生接收下来解压打开即可，从而无

法达到预期教学效果。

2.4ﾠ 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

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由于受到多种限制，

教学模式依然以课堂为主，教学方式单一问题依然

存在。从开始上课都结束，主要以老师讲授为主，

从学生层面看，学生只是被满堂灌输，没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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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学生的思维无法被调动起

来，使得学生的自主学习性、创新性、个性化学习

能力，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流于形式。此

外，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多、课时安排少、内容抽

象难懂也是限制教师采用更加多样的教学手段和方

法的重要原因。教师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把

理论内容讲授清楚，没有办法花更多的时间去尝试

不同的教学手段（例如案例教学，模拟实验教学，

讨论等）来提升教学效果，拓展课程深度。

3ﾠ 《西方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实施

在翻转课堂实践中，主要以学生个人、小组协

作（一般以四人为一组，学生自由组合）、案例分

析和汇报个人成果等活动为主，翻转课堂之外的其

他章节，也会通过智慧树平台发布预习任务清单，

上传课前习题，相关文献资料、课件等。同时借助

于微信，发布每次预习后应该可以回答的知识点，

并在上课前让小组组长负责统计预习后依然存疑的

知识点。课中，教师预留十分钟左右时间安排小组

成员进行课前反馈，剩余时间主要由教师对疑点、

难点和重点进行讲解。课后，教师在智慧树平台发

布课后作业，帮助学生巩固和加深理解。如果把前

面的课堂翻转称之为强翻转的话，后面的教学方式

已经为全部课程实现翻转课堂的后续推进提供了重

要的演练。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3.1ﾠ 课前安排

在智慧树平台上，提前一周布置预习任务，让

学生在参与线下翻转课堂活动之前，先在线上完成

视频学习。这一过程包括线上学习、在线测试和随

堂测验等环节，确保学生能够掌握基础知识。通过

这样的预习方式，学生能够积累必要的先前知识，

为线下课堂中的探索活动做好准备，从而为后续

接受系统的知识讲解或参与深入讨论奠定坚实的基

础。同时把线下课堂要进行的讨论主题（或者案例

分析资料）通过智慧树平台发放到学生手中，以便

学生可以提前为讨论主题查阅资料做充足的准备。

3.2ﾠ 课堂翻转

当学生步入线下课堂时，教师首先安排大约10

分钟的时间，用于快速回顾课前视频中的核心教学

内容。这一课前回顾环节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

色，帮助学生顺利地从线上学习环境过渡到线下课

堂，确保学习过程的连贯性和有效性。10-15分钟时

间解决学生反馈回来的疑点难点，为深化知识的学

习作必要铺垫。有了前期的铺垫和准备，教师的

讲解引导，学生就可以围绕主题进行讨论，这部分

一般控制在50分钟左右。在所有既定的教学环节顺

利完成后，教师需对整个教学过程及其内容进行系

统的总结、深入的反思与必要的提升，将学生的注

意力聚焦于最为核心、深层次的知识结构上，有效

地协助学生巩固并升华所学知识，促进知识的内

化过程[5]。 

3.3ﾠ 课后整理

本次课堂翻转结束之后，教师与学生还需

要继续补充和完善如下内容。第一、根据每组课

前，课中的综合情况及反馈评价，给出每组及组

内成员相应的评分。第二、根据评分情况与每组

组员单独约谈，尤其是得分比较低的小组和成员

需要做重点的约谈，以便找出原因，为下一步教

学安排做准备。第三、通过网络调查“问卷星”

发放翻转课堂调查问卷，整理总结调查问卷，并

结合前面的约谈，给出最终的调查报告和总结。

以便为下一次翻转课堂和教学实践提供有利的参

考建议。第四、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与协作学习，

完成个人或小组的成果集锦。课堂上，学生可汇

报进展、交流体验、分享作品成功的喜悦，促

进学习深化。也可以在课后录制完发放在网络平

台，让老师与同学参与点评。

4ﾠ 《西方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西方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评

价方式主要采用线上和线下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给予

最终成绩。线上和线下成绩各占50%。如表1表1所示：

《西方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

过综合线上线下、多元化的考核方式，不再只是单

一的闭卷考核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提升学生整体的学习素养和综

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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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ﾠ 结语
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

东召开，会议指出，要全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发展大势，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

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主动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变

革，提出把握高等教育发展新特征：多样化、学

习化、个性化和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慕

课与传统课堂进行合理定位和有效整合，实现淘

汰“水课”，打造“金课”的“课堂革命”成为

高等教育改革的焦点。“课堂革命”就是要直面

课堂教学长期存在的问题，将“教师为中心”的

教学方式向“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方式

转变，实现根本性的课堂革命。[6]基于此，本文

结合当前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总结现

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MOOC基础上，通

过翻转课堂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有机结合，充分调

动课前、课中和课后各个学习环节，以提升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结果表明，利

用慕课资源来构建线上和线下翻转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比单纯的课堂教学和慕课更能满足学生个

性化和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

性，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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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表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表

评价项目 阶段 完成指标情况 三级指标 备注

线上考核

课前

是否阅读文献 时间长度

定量指标占总评成绩的20%
看视频时间 时间长度

单元测试 正确率

小组作业完成情况 正确率

课中

线下见面课
是否按时出勤

定性指标+定量指标

占总评成绩的20%

互动频率

小组讨论情况

参与率

讨论问题深度和广度

学习态度

课后
汇报成果 内容与形式

定性指标+定量指标占总评成绩的10%
课后作业 完成率与正确率

线下考核 期末卷面成绩    定量指标占总成绩的50%
综合成绩 线上成绩50%+线下成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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