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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

入党章，其意义十分重大。全民学习、掌握和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条件之

一。在此背景下，国家和自治区要求大力提高新疆少数

民族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语言文字能力和水平。要提高国

家通用语言教学水平就应该积极进行教学模式与教学方

法的探索与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说过：“教育改革的核心

在于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核心在于课堂改革，课堂改

革的核心在于教师的专业发展。”[1]《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2010-2020）》中明确指出：“要推进信息技术与

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创新信息化教学与学习方式，提

升个性化互动教学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2] 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教育改革提供了

宝贵时机。“互联网 + 教育”正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

向。[3] 在高等教育信息化逐渐深入的大背景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已经成为高校教师共同关注的话题。而 2016 年

“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共同研发的智慧教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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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能够实现线上和线下的有机融合，从而使混

合式教学得以较好实现。雨课堂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融

入到 Power Point 和微信，为师生搭建了线上、线下课堂

教学互动沟通的平台，让课堂互动永不下线。[4]

一、大学预科语文综合课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的可

行性分析

（一）是解决目前预科语文综合课教学困境的有益

尝试

对预科阶段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学好国家通用语

是本阶段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也将伴随其整个学习生

涯。近几年，我校预科生规模庞大，任课教师教学任务

繁重，但教学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每年都不同程度地

有一些预科生因为国家通用语成绩不合格不能顺利结业，

即使勉强回到专业后依然因为国家通用语水平差而影响

了后续的专业学习。语文综合课在预科课程体系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此课程在教授学生语言知识、培养与

提高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同时，还注重人文精神的

传达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通过对语音、语素、词、

词组、句子、语段与篇章等各级语言单位的训练，为学

生语言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总的来看，当前语文综合

课教学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目前，我校预科学生人数多，班额大，班级

平均人数在 55-60 人左右。语文综合课课堂教学中大多

采用教师讲授并辅以 PPT 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不高，处于“被动学习”的学生不在少数。

其次，语文综合课的教学主要以课本知识传授，语

言技能训练为主，往往忽略了对学生的知识拓展，素养

提升。

再次，语文综合课作为预科生必修课之一，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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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主要以总结性评价为主，忽略了过程性评价在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中的重要性，有一部分学生“为考试

而学习”。

最后，从我校目前的预科教学改革情况来看，为调

动学生的听说积极性，喜马拉雅、普通话学习等 APP 被

尝试应用于预科听说课、语文课课后作业中，师生均反

映效果较好。但总体来说，预科课程基本上是以传统的

教学模式为主，也鲜有对语文综合课教学模式改革的探

究。

鉴于此，对预科阶段语文综合课的教学模式改革进

行探索与实践，进一步构建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模式，

是做好“教”与“学”的有效衔接，真正调动预科生自

主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进而提高国家通用语教学水

平的新途径。

（二）是前期线上教学经验积累基础上的突破创新

2020 年寒假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打乱了全国人民

的生活，也给我国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疫情期间各大

高校利用在线平台开展教学，在积极响应教育部“停课

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中在线教育发挥了特殊时

期的应有作用，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调查了解师

生对线上教学的认识情况，我们通过问卷星平台对中语

系 35 个预科班的一千多名学生和中语系、外语系的教师

发放问卷，收回学生问卷 324 份、教师问卷 50 份。通过

问卷调查结果结合对部分教师的访谈来分析师生对线上

教学的评价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构建较为科

学的教学模式提供依据。

通过分析表 1 可知，从使用与接触程度上看，疫情

之前师生经常使用与接触线上教学平台的比率还是比较

低的，线上教学模式对于一部分师生来说还是比较陌生

的新鲜事物，这与学校中传统教学模式占相当大的比重

有关。从满意程度来看，教师的满意程度普遍不高，学

生的满意程度比较高。从感觉收获程度来看，师生通过

线上教学获得的收获感均不强，这与线上教学的还存在

诸多不足有关，师生对线上教学既有肯定，更多的是期

待有提高与突破。

通过分析表 2 可知师生对线上教学的优缺点的评价

情况。在优点中教师与学生的选择“可以回放，能够反

复复习”的比例均最高。此外，师生选择“上课方便快

捷”的比例较高。在突出的问题中，教师选择“教师无

法有效监管学生”和“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思想容易开

小差”的比例较高，教师和学生选择“网络有时卡顿，

声音效果不好”的比例均较高。以上数据切实反映了线

上教学的优势，也真实再现了其不容忽视的突出性问题，

也正是需要我们积极面对思考的现实问题。

表1　线上教学的使用/接触程度、满意程度、

感觉收获程度统计表

使用 / 接触程度 满意程度 感觉收获程度

教

师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

数

百分

比

从未

使用
30 60

非常不

满意
2 4

学生没有

收获
1 2

偶尔

使用
6 12 不满意 19 38

学生有一

些收获
18 36

经常

使用
14 28 不确定 14 28

学生收获

一般
19 38

满意 15 30
学生收获

很大
12 24

非常

满意
0 0

学生收获

非常大
0 0

学

生

从未

接触
134 41.36

非常不

满意
17 5.25 没有收获 8 2.47

偶尔

接触
83 25.62 不满意 15 4.63

有一些

收获
60 18.5

经常

接触
107 33.02 不确定 19 5.86 收获一般 174 53.7

满意 226 69.75 收获很大 74 22.84

非常

满意
47 14.51

收获

非常大
8 2.47

表2　线上教学模式的优点和突出问题

学生 教师

优点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教学方式新颖，吸引人 94 29.01 11 22

教学信息量大 91 28.09 19 38

方便做笔记，提高了效率 65 20.06 11 22

可以回放，能够反复复习 228 70.37 41 82

上课方便快捷 96 29.63 37 74

其他 9 2.78 0 0

突出

问题

网络有时卡顿，

声音效果不好
185 57.1 32 64

学生注意力不集中，

思想容易开小差
150 46.3 43 86

平台功能有限 32 9.88 6 12

教师无法有效监管学生 60 18.52 44 88

有问题不能及时请教

老师和同学
61 18.83 6 12

其他 6 1.85 0 0

没有问题 67 20.68 0 0

正是基于前期线上教学的经验积累，才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研究与设计更加科学有效的教学模式。

（三）是基于对不同教学模式性质特点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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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喜欢的教学模式和使用的教学模式

学生 教师

喜欢的

教学

模式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传统教学模式 148 45.68 20 40

单纯线上教学模式 51 15.74 0 0

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 125 38.58 30 60

现在使

用的教

学模式

传统教学模式 32 64

单纯线上教学模式 0 0

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 18 36

分析表 3 可以看出学生喜欢传统教学模式的比例较

高，教师喜欢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比例较高。虽然

多一半的教师对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较为青睐，但

正在使用的教学模式中却有超过半数的教师仍旧采用传

统教学模式，也有少部分教师在尝试使用线上线下混合

的教学模式。通过对三种教学模式的优缺点关键词所做

的词云图分析可知：优点方面：传统教学模式突出表现

在可以较好互动、有利于面对面交流、可以进行有效监

管、及时展开答疑；单纯线上教学模式集中体现在可以

回放、信息量大；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突出表现在

取长补短、课堂气氛好、形式灵活。缺点方面：时间地

点受限形式单一、不新颖、信息量有限、教师授课比较

累是传统教学模式缺点的集中体现；无法有效监管、互

动不便是单纯线上教学模式的缺点；要求高、线上线下

怎样结合不容易、实施效果有待检验、备课工作量大是

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的突出问题。

可见，三种教学模式各具优点，也各有不足。这就

需要教师根据具体的教学需要科学合理地进行教学设计。

表4　哪种类型的课更适合使用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

学生 教师

哪种类型

的课更适

合使用线

上线下混

合的教学

模式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综合课 148 45.7 21 42

阅读课 34 10.5 11 22

写作课 0 0 12 24

口语课 118 36.42 6 12

其他课 0 0 0 0

都不需要 24 7.41 0 0

选择教学模式时要认真分析不同课型的课程性质与

特点，在此基础上进行精心设计。通过分析表 4 可知，

师生选择综合课进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百分比最高。此

外，学生选择口语课的百分比高于教师，教师选择阅读

课和写作课的百分比均高于学生。还有少数学生认为不

需要进行混合式教学。

基于此，积极进行预科语文综合课混合式教学模式

的构建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前期经验积累，是大学预科

语文课教学模式改革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二、基于雨课堂的大学预科语文综合课混合式教学

过程设计与实施

长期以来，语文综合课一直沿用传统教学模式，依

赖有限教学资源，未能将“教”与“学”有机衔接，不

能较好地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基于雨课堂的语

文综合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探索国家通用语教学改革的

有益尝试，它将网络信息技术与教学模式构建进行有效

融合，通过雨课堂智慧学习平台，有效衔接课前、课中、

课后，改变了以教师、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混合式

教学模式整合了传统多媒体课堂教学、网络学习两个内

容，构建了“混合式”教学平台，整合各种教学资源和

多样化的学习形式，形成了一个完整教与学的混合，克

服了传统教学模式和单纯线上教学模式的弊端，将学生

的“主体性”作用与教师的“主导性”作用有机结合起

来，基于雨课堂的语文综合课混合式教学模式具体由图 1

所示的三个部分构成。

图1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图

（一）课前准备阶段

首先，课前相关资料的推送是实现雨课堂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教师要根据教

学大纲中知识点的难易程度，灵活进行教学活动设计。

语文综合课每课由课文、生词、注释、词语用法、练习

组成。教师可以根据学情将每课的知识点分为简单易学、

略有难度、需要提升的三个部分。第一类主要是指生词

的学习。生词是学生学习理解课文内容的障碍，要扫清

障碍就要提前进行预习。根据以往经验，由于预习生词

量大，教师不检查就无法有效监督。在课堂上检查又费

时，且因时间有限，检查也只能流于形式。对于这一部

分内容教师可提前通过雨课堂将预习任务推送，要求学

生课前进行自主预习并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反馈。

教师可以对预习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第二类主要是指一

些注释与词语的用法。本部分内容也需要提前推送给学

生，简单的注释与词语学生可以通过推送的资料自己解

决，但对于一些重要词语的用法教师要在课堂上进行讲

解同时配以练习巩固。第三类是针对课文讲解延伸出的

自由表达以及课堂讨论等，教师可以将讨论话题提前发

布以供学生做好准备。

（二）课中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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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课中实施也是混合式

教学模式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首先，教师要针对学生

预习中反馈的问题进行重点难点讲解，这样有的放矢可

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其次，学生利用发送弹幕提问，

老师进行实时答疑，点拨。再次，将提前准备好的课堂

测试或练习及时发送，随时检测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

度。最后，针对课文内容的讲解进行拓展延伸。本环节

中教师可以安排分组讨论，学生也可以自由组合进行讨

论。

（三）课后总结及答疑阶段

课后总结与答疑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延续。教师在课

后将与重点知识有关的练习题及时推送给学生，学生完

成测试任务后可以进行自我评价。此外，每节课结束后，

教师可以通过雨课堂提供的课后小结（包括到课情况、

课堂表现优秀或者需要预警的学生、完成预习和习题的

数据等）对学生的预习情况、学习情况和对知识点的掌

握情况做出科学判断与分析，以便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和

教学节奏，引导学生对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并分类对学

生进行个性化辅导。

三、预科语文综合课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的注意

事项

将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于语文综合课

课堂教学中，借助雨课堂平台通过课前学习资源推送、

课堂师生互动、课后知识巩固和拓展、评价的有效衔接，

让学生成为学习主角，激发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促进预科生

语言知识的积累与语文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基于雨课

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变了以往语文综合课堂上学生

被动学习的学习模式，最大可能调动起学生主动参与学

习过程的积极性，课前自主学习、课中带着问题听课与

参加讨论、课后自我测试与总结，整个过程中学生都是

学习的主导者。但要真正实行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基于雨课堂的预科语文综合课混合式教学模式

毕竟是预科语文综合课的一次探索，要对其有效性进行

检验就需要选取班级进行对比实验。我们可以选取预科

两个平行班，将一个作为控制班，一个作为实验班，进

行小范围实验研究。最好选取课题组同一名教师承担控

制班与实验班的语文综合课授课任务，并在教学内容和

教学进度一致的前提下，对控制班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对实验班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过程历时一学期。

在授课过程中定期对两个班学生的语文综合水平进行测

试，对比和分析测试成绩，验证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有效

性。[5]

（二）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必须是在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基础上展开的，学生被动学

习与评价方式有很大关系，这就需要改变以往的评价标

准。以往期末考试在预科最终评价中的份量较大。在基

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过程中，应加大“过程性评价”

在教学评价中的份量，尝试完善预科语文综合课教学评

价标准，探索以过程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结合的多元评

价方式。

（三）在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

要通过对预科师生进行问卷调查、访谈、课堂观察等了

解学生的自主预习、课堂互动、对学习效果的满意程度、

沟通程度、自我评价等，了解与掌握师生对混合式教学

模式的反馈意见，进行分析总结，论证此教学模式的可

行性、有效性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及时进行问题的修

正。

雨课堂作为一种新型的智慧教学工具，是对传统

教学手段的突破创新，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使

大学预科语文综合课实现了课前、课中、课后全方位的

有效衔接，有利于营造积极活跃的课堂氛围，同时又促

进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笔者从预科教学的实际情况出

发，结合对师生的问卷调查论证了进行混合式教学模式

构建的可行性，并基于自己多年从事语文综合课的教

学经验，提出了基于雨课堂的预科语文综合课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教学环节设计，在后期的研究中将会对这

一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有效性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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