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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教育背景下课程思政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的研究 
尹颜丽  金锦花  王华欣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50025） 

摘要：移动互联网完成普及，数字化技术与信息化技术、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拥有极为广泛的应用空间。“互联网+教育”这

一理念的提出，在为专业课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工作指明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对专业课教学活动提出更高要求。在此形势下，专业

课教师需要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以及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引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充分发挥线上课程思政教育、线下课程思政

教育的优势与作用，显著提升素质育人教学成效。基于此，本文分析“互联网+”教育时代背景下课程思政引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

式的实践策略，供广大教育界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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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pularization of mobile Internet，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Internet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a very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space. The idea of "Internet + education" not only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but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this situation，teachers of 

specialized courses need to combine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and the personalized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introduce the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and funct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online courses and offline courses，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quality 

education.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introducing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into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education era，for the reference of 

colleague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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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教育时代背景下，现代化信息技术逐渐由辅助手段

逐渐转化为对教育教学活动带来影响的重要因素，为创新课程思政

教学形式、丰富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提供必要的助力支持，同时也为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提供技术支持。在此形势下，教育人员需要

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将课堂教育活动作为课程思政教

学首要渠道，并且探索可以实践与线下教学有机融合的线上课堂，

将其作为传统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延伸与重要补充。充分发挥线上

教学与线下教学的优势与作用，是构建混合教学模式的基本思路，

在专业课教学环节引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可以确保课程思政

教学活动具备亲和力以及针对性，显著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质量以及

教学效率。 

一、“互联网+”教育背景下课程思政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概

念分析 
“互联网+”教育时代背景下，极大程度拓宽学生信息获取渠道，

线上学习逐渐成为学生喜闻乐见的高效学习方式。但与此同时，互

联网当中信息鱼龙混杂，很多未经筛选的信息涌入到学生视野当中，

对于学生价值观念、行为观念以及世界观念带来巨大冲击。借助互

联网优势，科学开展专业课与课程思政教育工作是专业课教师需要

共同关注的问题。引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凸显学生主体地位，

从教学形式与教学内容方面，针对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进行优化与创

新，构建更加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课教学体系[1]。首先，从内容方

面，保证专业课教学内容更具针对性，在教学手段方面，引入学生

喜闻乐见多元化教学方法，提升课程思政对学生的吸引力，其中在

线开放课程乃是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重要媒介，可以顺利实现线上教

学活动与线下教学活动优势互补，取得传统单一式教学模式难以达

到的良好教育成效[2]。 

二、“互联网+”教育背景下课程思政课教学活动引入线上进行

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策略 
（一）进入混合式教学模式，课间开展课前自主预习活动 

课前自主预习主要是指教师借助在线开放课程，针对学生开展

在线教学，教师将优质的教学资源以及教学视频上传至互联网教育

平台，学生通过登录互联网教学平台，获取并且观看相关知识点以

及教学视频，顺利完成基础知识学习任务。在此基础上，通过在线

训练以及线上互动答疑等环节，引导学生结合难点问题以及疑点问

题开展初步思考，助力学生养成自主学习能力以及良好的自主学习

习惯。与此同时，专业课教师可以将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其中包

括视频学习成效、学生在线发言情况列入课程总评成绩当中，激发

学生学习动力[3]。 

例如：在《建筑装饰材料识别与选购》课程中的“陶瓷墙面砖

的识别与选购”相关知识点教学环节，教师就可以要求学生登录互

联网教学平台，获取学习任务单，并且通过观看课前“思政引导”

的课程思政视频和相关知识点的教学课件等，完成基础知识学习任

务，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讨论区的话题互动环节，提升学生对理论知

识的认知程度与理解程度。在此环节，对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水平提

出更为严格的要求，教师不仅需要精心制作教学课件，同时也需要

承担教学监督管理工作任务。首先，线上教学资源建设工作，需要

结合专业课与课程思政的核心特征，秉承实用性原则与知识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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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秉承与时俱进的原则，不断进行更新与补充。为显著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可以通过集体备课这种方式，科学开展课程资

源选择与规划。举例说明：“天然石材的识别与选购”任务的课程思

政开展。首先，秉承因材施教的原则，精心制作教学课件与教学视

频，将其上传至互联网教学平台，各个章节对应若干知识点，并且

结合学生实际发展需求以及学习能力开展因材施教，顺利完成思政

理论教学任务。其次，顺利实现互联网教育资源共享，将知识点与

相关时政新闻、真实案例以及名家访谈上传至互联网教学平台，拓

宽学生知识储备的同时，开阔学生视野。 后，科学设定主题实践

探究方案，引导学生开展深度探究，显著提升学生理论知识迁移能

力及知识转化能力。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在互联网教学平台当中

发布学习任务，实施科学监控、科学管理以及有效互动，对学生的

学习情况保持密切关注，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环节的一系列问题，

并且针对线下教学重点以及教学策略做出优化与调整，确保专业课

教学活动满足思政教育改革需求以及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二）引入混合教学模式，科学开展课中互动探究 

为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优势与作用，专业课教师

不仅需要科学设定课前自主预习计划，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指明

发展方向，同时也需要对课中互动探究教学活动保持高度重视，引

导学生借助现已掌握的基本知识，针对重点问题与难点问题展开深

度分析与深度研究，这也是为学生答疑解惑的关键所在。专业课教

师作为课程思政教学活动的合作者与引导者、组织者，需要将任务

驱动教学法、情景模式教学法、问题教学法以及理论传授教学法灵

活应用，鼓励学生开展一系列探究性学习，保证专业课教学活动具

备趣味性特征与互动性特征，提升学生课堂参与程度，有效激发学

生参与兴趣、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开展主动探究，助力学生构建完

整的知识体系[4]。情境教学法是思政课教学环节 为常用的现代化教

学方法，结合学生兴趣特点以及教材内容，引入形式各样、丰富多

彩的教学材料以及真实案例，科学创设教学情境，为学生布置活动

任务，引导学生在熟悉的情境当中，借助心仪掌握的理论知识以及

实践技能、生活经验有效解决实际问题，顺利完成价值塑造以及能

力培养、知识拓展目标。具体而言，情境教学活动主要分为科学创

设生活化教学情境、科学导入生活化问题、科学构建知识情境以及

科学开展实践情境拓展[5]。 

例如：在“装饰玻璃识别与选购”相关知识点教学环节，教师

就可以借助教学视频顺利完成新课导入任务，为学生播放“中国琉

璃制品的发展”这一个视频，并且顺势引入微博热搜话题，要求学

生针对“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将抽象性的课程思政理论以更加

形象、更加具体、更加直观的案例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可以有效

激发学生探究欲望与课程思政元素的学习兴趣。随后，学生在真实

的情境当中开展深度讨论，研讨如何从自身职业能力出发，传承中

华优秀历史文化、发展现代科技材料技术为国家做贡献。通过投票

问卷形式以及头脑风暴形式，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环节，借助思政角度分析问题，有效解决问题。在一系列具备突出

性质的问题当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以及民族荣誉感，

一系列具备严谨性特征的理论逻辑背后呈现学生内心的真实需求，

培养学生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以及思辨能力。随后，科学创设知识

情境，教师针对一系列难点知识开展深入浅出的讲解，从多个维度、

多个角度分析新时代背景下爱国主义对个人所提出的具体要求，指

导学生借助思维导图这种方式，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开展科学梳理，

构建完整的理论建构知识体系。除此之外，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入

到实践情境当中，结合学生实际发展需求，为学生布置社会实践活

动任务，向学生提出具备探究性的实际问题。在课堂互动交流环节，

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灵活运用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方式，并且结

合学生反馈信息以及教学评价结果，开展动态化调整。举例说明，

在话题讨论环节受到课堂时间限制，无法保证每位学生充分表达自

身的见解与观点，因此可以选择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要求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开展讨论，各个小组成员各抒己见，发表自身的见解与观

点。通过此种方式，有效凸显学生主体地位，引导学生针对一系列

思辨问题展开深度分析。除此之外，通过发起线上投票这种方式，

教师结合投票结果分析学生思想动态与情感变化，强化学生理论认

同感，确保线上教学活动与线下教学活动紧密融合。 

（三）引入线上线下课程思政融合教育模式，科学开展课后拓

展教学 

课后拓展教学是学生自行获取知识，顺利完成知识内化的有效

途径，同时也是专业课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活动的重要延伸与重要补

充。教师结合本课程核心教学内容以及学生实际发展需求，为学生

布置课后作业任务，确保课后作业任务与课堂教学活动相互促进、

有效衔接，助力学生顺利完成知识巩固与知识内化。为实现这一目

的，思政课教师应当充分意识到课后作业的独特育人作用，为学生

设计形式各样、丰富多彩的课后作业任务，可以确保思政课教学目

标与作业内容紧密贴合，保证课后作业任务的有效性与时效性[6]。 

例如：在《建筑装饰材料识别与选购》课程教学环节，教师可

以为学生布置以下课后作业任务：首先是为学生布置在线测试题，

通过答题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学生登录互联网教学平台，

借助现已掌握的知识与技能自行完成，为有效杜绝随意性作业，教

师可以科学构建线上题库，学生在线监测自身的学习成效，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其次，教师为学生布置实践性作

业任务，鼓励学生在互联网当中，通过关键词搜索找寻相关资料信

息，分析中国工匠精神教育特色，并且鼓励学生分析中国工匠精神

的核心特点，学生通过自主探究这种方式，不断提升知识感悟以及

认知能力，助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职业技术能力和综合素养能力

的发展。 

结语： 
总而言之，混合教学模式可以将课堂教学行为延伸至课堂之外，

显著提升专业课融入课程思政的素质提升的教学成效，充分发挥课

程思政教育工作在互联网话语权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为实现这一目

的，专业课教师科学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活动，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模式的优势与作用，在显著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成效的同时，

也为学生思想素养、政治素养、职业素养、综合素质素养发展奠定

坚实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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