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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慕课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材料化学》教学中
应用浅析

齐　文　王　鑫　卢建芳　 陆　春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材料化学》是一门研究材料的结构、性能、制备和应用的化学，具有典型的跨学科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性，其知识涵

盖量较大，传统线下教学不利于学生快速掌握，教学效果不理想，而现有线上慕课缺乏专门的《材料化学》课程资源。探讨了《材料化

学》线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现有慕课教学模式特点以及混合式教学模式特点，浅析了基于现有优质慕课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材

料化学》教学中的应用，为《材料化学》的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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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化学》线下教学存在的问题

《材料化学》是一门研究材料的结构、性能、制备和应用的

化学。既涉及到材料科学基本知识，又涉及材料物理性能、材料

加工成型以及材料应用的基本知识，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具有典

型的跨学科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性。作为应用化学本科教学

的专业课程，可进一步拓展本科生在应用化学专业方面的视野，

为学生构建专业知识基本框架打下良好的基础。

然而，由于材料化学的跨学科性，知识涵盖量较大，作为选

修课，课时相对较少，对于学生而言课程难度相对较大。在传统

线下教学模式下，教师往往以辅助多媒体讲授的授课方式为主，

教学方式比较单一，学生被动听课，课上缺乏交流，在一些重点、

难点章节，如晶体结构、高分子材料结构、材料化学热力学等章节，

晶体参数计算以及热力学推导等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讲授才能让

学生对知识消化理解；而对于材料结构、性能测试及材料成型工

艺等章节，则需要教师花费大量时间收集图片、短视频等资料通

过多媒体展示以及语言讲解给学生。而对于本科学生而言，由于

缺乏专业实习、工作经验，仅仅利用课堂 45 分钟时间的被动学习，

很难快速掌握各类材料的结构、性能与应用特点，对于由材料结

构预判材料性能进而利用基础理论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上更

是薄弱，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因此，探索《材料化学》课程新

型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二、慕课教学模式特点

慕课（MOOC）最早于 2008 年由加拿大知名学者斯蒂芬·唐

斯与乔治·西蒙斯提出，2012 年斯坦福大学建立了网络平台

Udacity 和 Coursera，随后麻省理工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同创建了

edX 在线课程，此后国外知名学府陆续加入慕课行列，引起了传

统网络教育的革命。国外著明的 Udacity、Coursera 和 edX 的三大

主流平台也被视为“慕课”的“三驾马车”。2013 年随着我国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加入了 edX 在线课程项目，标志着“慕课”在

我国开启了发展局面。随后的几年，智慧树、MOOC 学院、华师

慕课等也开始纷纷建立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慕课”是一种

新型线上网络教学模式，它综合利用了镜头语言、技术手段和教

学理论，将传统的课程内容进行重新分解、整合、再造，编排成

内容丰富的学习板块，而后通过互联网展示给学生，让学生进行

学习体验、互动等，进而汲取知识。这种教学模式具有开放性，

课程质量高，工具、资源多元化，倡导社会性建构，证书认证等

特点，有利于促进教育的公平性和激发学习自主性。但是，由于

受发展动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缺乏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等客

观因素的制约，目前国内 MOOC 平台发展依然相对落后于发达国

家，许多专业基础课程的 MOOC 建设并不能跟上教学改革的步伐 ]。

此外，前期国内在线教学方式探索期间也有很多问题暴露了

出来。首先，大部分教师并没有线上教学的经验，直接从完全的

线下教学变成了完全的线上教学，根本来不及了解线上教学的方

式及特点，对线上教学平台应用也不熟悉，容易导致教学效率低，

质量差的情况出现。其次，多数教师会采用直播课的方式把课堂

教学完全搬到直播课中，而学生也存在适应困难，缺乏面对面的

监督，使得实际教学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另外，赶上上网高峰期，

网络拥堵、网络硬件条件不充分等不确定因素，使教学及互动

交流效果大打折扣。与直播课相比，利用已建设好的大学 MOOC

开展线上教学方式是相对更为直接有效的学习方 式。然而由于

MOOC 平台在专业课程的资源不足，有很多教师专业课并没有适

合的资源，只能拼拼凑凑，无法达到相对理想的效果。而且在教

学实践中完全采用线上 MOOC 的教学方式，也慢慢暴露出一些缺

点。比如，（1）慕课的完全线上教学模式，缺乏教师督学机制，

学生的学习效果主要取决于自身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2）学生

学习缺乏明确的引导和共同学习者之间的有效讨论互助，导致很

多人没有充分的利用资源，完成学习内容；（3）网络拥堵，使部

分学生的学习受到影响，无法做到教学公平性。

三、混合式教学模式特点

混合式教学是以多种学习理论为基础，将在线教学与传统教

学的优势相结合的一种线上 + 线下的教学范式，是由斯密斯·J 与

艾勒特·马西埃将传统学习理念与 E-learning 纯技术学习理念相

结合提出来的。2003 年 12 月，在第七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

大会上何克抗教授提到了“混合式学习”的概念，自此国内拉开

了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的序幕，很多学者在此方面开展了研究探

索。其中，田雪认为混合式学习不仅是一种学习方式的混合，也

是对各种教学要素的混合，目的是以最小的教学投入获得最大的

学习回报。黎加厚、李克东等学者则普遍认为基于互联网的混合

式教学实现了在线教学与传统面对面教学的相互借鉴、优势互补，

可以达到教学效果最优化。此外，陈奎奎、代聪、陈富偈等学者

在化学相关专业混合式教学实践中提出了比较可行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并证明了混合式教学在因材施教、提高学生自学能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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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

随着发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概念及作用也越来越清晰，

它改变了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而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师引导

下进行主动学习，不仅可以将线上和线下教学活动进行有机结合，

把课前、课中、课后甚至实验等教学环节整合在一起，而且可以

融合得很好，以实现更高目标的教育培养和产出。因此，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不仅使教学模式变得更加灵活，更是对完全

线上 MOOC 教学的缺点进一步补充。这给《材料化学》的教学提

供了新思路和方法。

四、基于慕课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材料化学》教学中

应用

线上教学方面，《材料化学》课程缺乏慕课资源，制作精

良的慕课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对课程进行设计，还需要组织

专业团队从服装设计、课程录制、后期制作等多方面完成慕课

的制作，周期长、费用高；线下教学，课程内容知识涵盖量较大，

课时相对较少，不利于学生快速掌握各类材料的结构、性能与

应用特点，在通过材料结构预判材料性能，利用基础理论解决

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上无法达到预期教学效果，课程难度相对

较大，教学效果不理想。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基于慕课资源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将线上教学与线下

教学的优势集合起来，可能解决现有《材料化学》课程教学效

果不理想的问题。

线上教学方面，可以利用大学慕课的线上资源实现课前预习、

课后巩固的目的，使学生带着问题去上课，下课了巩固理论知识

并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基于《材料化学》跨学科性的特点，

利用现有的丰富慕课资源，如《材料科学基础》《无机材料》《物

理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复合材料》等专业基

础课的慕课资源，教师本人即可根据个人的教学内容及教学进度，

从慕课平台筛选符合教学内容的优质学习资源，在课前通过雨课

堂、学习通、QQ 或微信学习群等线上方式将与课程相关的慕课学

习资源、教学重点与教学目标推送给学生，达到课前预习的目的，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节省了大量的精力、时间、人力以及研究经费。

课后，教师可以将课程总结及相关知识的应用案例推送给学生，

并通过线上答题等方式实现督学与教学效果检验的目的；学生在

教师的导学机制下，可以回放慕课内容实现知识的巩固，达到更

好的学习效果。

而在线下教学方面，在前期线上慕课资源推送的支撑下，教

师不必将大量的时间对教学内容进行传统的讲授，而针对学生预

习的教学重点内容，通过课堂提问、测验等方式检验学生自学效果，

并根据学生预习情况、自学效果，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对教学内

容进行解答、并总结知识要点，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达

到答疑解惑的目的。这就可以将传统的线下灌输 - 学生被动学习，

转换为学生线上自学 - 线下课堂师生交流的主动学习，既加强了

学生学习的参与感，同时调动学生主动思考，有利于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自学能力，加强学习方法的掌握，培养学生良好的思考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也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事例的讲解上，有利于学生加深基础理论的应用，培养和提

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使理论学习不再停留在“纸上谈兵”，

在夯实理论基础的同时进一步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

五、结语

现有《材料化学》专业课缺乏慕课资源，线下教学效果不理

想，基于《材料化学》跨学科性的特点，利用现有优质慕课资源，

进行《材料化学》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该种方式

可使教学模式变得更加灵活，而且节省了慕课制作的精力、时间、

人力与研究经费，避免慕课重复建设，同时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

生的自学能力，加强学习方法的掌握，培养学生良好的思考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应用，培养和提高学生理

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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