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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法》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究 
曾爱华 

（湖南信息学院  410151） 

摘要：本文主要以国际商法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究为重点进行阐述，首先对混合式教学意义、国家商法课教学现状
进行分析，其次从优化准备阶段，做好知识传递、增强教学互动，提升教学效果、构建体验式学习，发挥问题引导价值、增强教师
能力，拓建双语教学、完善教学评价，落实课堂反馈等几个方面深入说明并探讨，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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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course mixed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explore the paper, first of the mixed teaching significance, the national commercial law teaching status analysis, 
second from the optimization preparation stage, make knowledge transfer, enhance the teaching interaction, improve 
teaching effect, build experiential learning, problem guide value, enhance teachers ability, bilingual teaching, improve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assroom feedback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in-depth explanation and 
discussion,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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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法课程是商务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之一，是一门实践

性强，涉及面广，有广泛适用性的课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不仅
可以了解到各个国家经济所处的发展情况，还能对国际贸易中的商
业关系进行法律视角的深入探究。这也是课程内容十分丰富的一个
原因，为学生的学习过程增加一定难度。基于这一情况，教师有必
要结合国际商法教学内容，为学生引入全新的混合式教学方式，带
来全新的学习体验，发挥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优势，进一步为国家
商法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提供支持。 

一、混合式教学意义 
（一）混合式教学概述 
混合式教学为学生制定深度学习教学目标，为学生构建个性化

教学方式，引入多种多样的线上教学资源，呈现全新的教学方式，
采取多种多样的线下学习活动对知识进行延伸，致力于将过程性、
以及结论性评估进行融合的一种信息化教学方式[1]。通过这一教学方
式，增加知识的多面性，为学生设置多样性任务后，也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力，实现学生认知的提升，促使学生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
中对教学线上线下教学的灵活运动，充分体现知识、理念融合，成
为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混合式教学意义 
（1）改革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果 
混合式教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将信息技术融入到教学

过程中，从本质方面对传统教学模式记性优化，凸显学生的主体地
位，激发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好的完成教学目标，
实现学生学习效率，进一步实现国际商务课程学习质量提升[2]。国际
商务课程中并非是一味的学习知识理论，也要对知识内容进行扩展，
为学生引入与国际商务课程有关内容，通过微视频、线上引导方式
引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发挥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为学生
构建一个全新的线上学习平台。 

（2）增强师生互动，提升师生情感 
国际商法课程中引入混合式教学这一方式，可以对教师、学生

之间的地位差异进行优化，教师能够从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及需求
入手，给与学生更多的学习关注，利用线上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学习
情况展开动态化关注，第一时间解决学生的学习难点，感受到教师
对自己的关注强化学习自信。通过混合式教学可以遵循学生差异性，
采用因材施教教学方式为学生制定针对性的教学训练，协助学生优
化自己在学习中存在的不足，为后续教学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3]。同
时，通过混合式教学进一步对教学组织形式中的弊端进行优化，采
用综合教学方式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堂生活，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
和能力进行提升。 

二、国家商法课教学现状分析 
（一）教学方式比较单一 
在开展国家商法课程的时候，很多教师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完成

教学，如说教式、灌输式，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更多的是教
师讲什么，学生学什么，不利于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即使一
些教师采用典型案例开展教学，但部门知识停留在表面难以实现真
正理解，这也是导致学生学习效率降低的一个主要原因[4]。教师对学
生的学习情况缺乏关注，师生之间的互动性较差，教学方式比较被
动，又因为国际商法课程的内容综合性强，对学生自身的问题处理
能力提出一定要求，这也是很多教师忽视的一点，仅仅是为学生设
置记忆性题目，不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这种方式造成学
生学习知识后，无法在实践中进行运用，难以实现学以致用的效果。 

（二）教学语言比较单一 
在国家商法课程教学中，会接触到各个国家的与膳商事有关的

情况，国际商法课程学习的内容，大多数是将国际商事公约、以及
国际商事惯例为主要内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对专业术语产生
自己的理解和观点，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出一定的要求，随着
多语言朝着国家方向发展过程中，学生不仅要掌握基础商事知识，
更要掌握其中的法律知识内容，对自身的语言能力进行提升，但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自身的外语水平存在不足，这就需要教师、
学生之间共同实现语言能力提升。 

（三）缺乏实践教学内容 
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将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国际商法课

程内容属于法学知识内容中的一部分，与国家商事之间有一定的关
联性，要求学生可以结合自身学习的商务知识，以及经济类立法对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商事纠纷进行解决，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以及
应用性。但在传统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受到应试教学思想影响，
教师过于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忽视对学生的实践教学，缺乏一些
实践平台的建立，难以建立实践学习经历。学生在学习中对知识产
生一知半解的了解，甚至还有一些学生学完知识后就会遗忘，仅仅
是产生短暂的学习记忆，无法促使学生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四）学生缺乏法律意识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不仅我国作为法治国家，各个国家也对

法律提升重视程度，增强法律对群众带来的约束影响，也井法律在
生活中起到的作用进行提升，新一步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高校
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茶话弄国所，学生有必要在学习过程中掌握更
多的法律知识，即使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也不能单一对国家商法课
程进行单一的学习，也要进一步学习经济法学、商法学、以及国际
法等知识，将各种知识都记在心中，成成为学生在学习中重点和难
点，所以对于学生法律意识淡薄这一问题，教师有必要通过知识深
化、知识拓展引导学生意识到国际商务学习的重要性[5]。 

三、国际商法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究 
（一）优化准备阶段，做好知识传递 
教师在开展国际商法课程教学的时候，要为学生设定科学学习

目标、以及教学任务，从教学大纲入手，利用混合教学方式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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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作为单位，直接影响学生的自主学习效果，也可以遵循课程
知识构建，划分成多个模块，保证对每一个知识点的详细划分。通
过线上教学这一优势，为学生建立丰富的教学资源，利用知识点制
作教学视频、以及微课等线上学习，从网络中收集丰富的知识内容，
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下载渠道，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行调动，增
强对知识的求知欲望[6]。例如，在学习国家商法课程中的“信用卡支
付”内容的时候，知识具有一定的实践性，通过混合式教学对准备
阶段进行优化，课前结合内容确定学生需要完成的学习目标，将信
卡支付案例中包含的要点进行细化，并且形成一个小知识单元，通
姑录频软件完成知识内容制作，视频中针对信用证的含义、种类、
以及特点做出详细阐述，以及与信用证诈骗的有关案例制作成视频
内容，利用画笔工将其中的难点进行标记，为学生明确学习的重点
内容。通过信用证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关系、信用证
支付流程等环节，都可以采用动画这一方式进行展示，上传到学习
平台中。学生可以在学习平台中进行学习和下载，在课前能够对知
识产生一定的了解，学生也可以将视频进行分享，进一步为学生布
置思考性问题为学生不布置课堂讨论内容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如信
用证欺诈案例。学生在开展学习前能够利用线上学习方式、以及线
下视频观看等方式，借助多种不同的社交工具开展学习，进一步完
成学习任务，鼓励学生对课前预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标记，也可以
通过线上方式结合问题给与学生指导，为学生之后顺利开展学习奠
定基础。 

（二）增强教学互动，提升教学效果 
时代进步与发展过程中，致力于实现教育教学方式优化和创新，

在国际商法课程教学中，引入混合式教学，需要渗透到教师教育思
想中，进一步形成教育共识思想，才能促使国家商法教育变得更加
灵活，更加趣味，为学生营造一个趣味的学习氛围，结合学生的个
性特点制定相符的教案内容，致力于实现教学的有效互动和活泼。
教师可以为引入学案导学这一方式，从教材内容以及国家发展情况
入手，为学生编订学习方案，适当为学生引入案例组织学生对内容
进行分析，学生也可以通过图书馆等资源增强学习效果，教师对学
生的知识理解情况进行点评，为学生提出针对性的学习意见，进一
步为课前布置的问题以及学习任务进行解决。同时，教师也可以将
学生分成学习小组，保证每个小组中包含中等生、优秀生，小组人
数控制在 6 人左右，选择一个学习能力、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担任
队长这一任务。教师考虑不同层次学生对知识掌握、理解的不同程
度，方便学生为学生制定不同难度的思考问题。之后要求小组学生
对课前的学习效果进行总结，每个小组选出一个代表对重点知识进
行讲述，学生可以对内容进行补充，教师将课前作业通过组间交换
这一方式开展教学，通过学生一对一的发掘学习问题进行更正，期
间若学生产生学习疑问，可以再次对课前视频进行观看[7]。 

（三）构建体验式学习，发挥问题引导价值 
体验式教学已经成为高效教学的一种方式，致力于为社会培养

高质量的优秀人才。在国家商法课程中，通过案例引入这一方式为
学生解决学习中的重点知识，通常情况，教师在完成理论知识讲解
后，可以选择一个典型的案例对知识进行强化，进一步提出多个思
考问题，促使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考探究。但在传统课程中开展案
例教学存在一定的不足，通过混合式教学这一方式的引入，致力于
为学生带来全新的学习体验，构建新颖的体验式案例教学方式，教
师不在需要更多的时间为学生介绍案例内容，而是通过线上教学方
式，将经典案例中的视频、文章、以及音频等不同形式的教学素材
进行呈现，也能将一些热点新闻为学生进行推送。课堂教学中学生
通过线上这一方式可以迅速了解案例内容，也可以通过线上投票这
一方式，为教师提供学生对知识产生的不同观点，为教师教学提供
一个方向，结合问题组织学生完成知识探究有效提升学生对知识的
探究效果。同时，教师讲解国家商法这一过程中，其中会包含很多
经典的英法案例，教师可以将这些知识进行整合、加工，为学生构
建一个综合性视频，如，讲解到“对价”这一概念内容，为学生构
建一个体验式学习情境，通过教学问题作为引导，促使学生在深处
中完成知识的内化和运用。再如，学习与企业组织形式法律内容时，
可以为学生制定投资方案，通过视频方式进行呈现，要求学生对方
案中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对于学生产生的错误思想，教师要第
一时间通过投屏进行展示，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分析，利用知识点
完成对学生的总结性评价[8]。教师为学开展这一学习方式，不仅发挥
自身的引导者作用，也成为学生形成自主学习的辅助者。 

（四）增强教师能力，拓建双语教学 

世界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法系，第一种是大陆法系，第二种
是英美法系，教师在开展教学过程中要抓住这两种法系教学凸显的
特点，做好二者的内容结合，进一步为学生带来混合式教学。例如，
在学习英美法系实行判例法制度的时候，法学教育中对案例教学更
为注重，致力于对实际商法问题的解决，相反，在大陆法系实行成
文法制度中，更加注重为学生将将诶和法律有有关的知识、以及概
念内容，教师更多的采用演讲这一教学方式。对于这两种教学方式
之间互不干预，教学可以将二者之间建立衔接关系，将案例教学、
以及演讲教学方式进行融合，实现二者优势互补，学生这一混合教
学方式中，一方面可以对国际商法知识进行深入理解，还能利用案
例方法获取问题解决的经验，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进一步
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9]。另外，在开展国际商法教学过程中，就会与
外国语言环境进行接触，教师不仅要为学生创新教学方式，也要对
自身的外语水平进行提升，一方面要对自身掌握的国际商法教学内
容进行丰富，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培训机会，有组织的参与国内外指
导教学中，不仅丰富商法处理的经验，也对教师自身面对事件的处
理能力进行提升，将教师的教学价值进行充分发挥。 

（五）完善教学评价，落实课堂反馈 
传统教学中，一些教师受到应试教育思想影响，通过学生的成

绩对学生进行判定，如平时成绩、期末成绩等，虽然平时成绩中包
含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以及出勤实际情况，但这种评价方式还是
存在一定不足，因为学生作业完成也会存在抄袭情况，无法对学生
的学习情况做出客观评价。因此，教师也可以将评价放在过程性方
面，在学生学习后为学生引入个人汇报环节、成果展示环节、以及
小组探究环节、网络课程交流等环节，保证检验的及时性，第一时
间对学生做出知识掌握的评判效果。同样将“信用卡支付”为教学
案例，教师可以在课堂结束后通过线上平台为学生布置和信用证支
付有关的案例，要求学生利用利用线上平台通过小组的方式对知识
点进行探究，进一步对学生掌握的本章知识进行深深化。教师可以
从不同角度入手，如学生个体、学生组别、以及班级集体等，由此
凸显评价的公平性，对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成绩做出反馈[10]。最后为
学生布置系统化的线上习题检验，教师针对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给
与一定的意见，优化学生的学习不足也发掘教学问题，实现对教学
过程的优化。其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开展混合式教学中，线上教学
视频不能代替教师对知识的讲解，对教学过程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际商务法中包含的知识内容比较复杂，知识也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课程的开展致力于为社会培养优秀的国际商法人
才、以及国际贸易人才，作为教师可以将教学凡方式进行融合，为
学生带来全新的学习体验。同时，为保证学生在知识、能力、素养
方面的共同发展，有必要为学生提供问题解决的机会，深化学生对
知识的内化和运用，才能为学生更好的走向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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