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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生们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形成的，在信息化的背景下，教学模式发生了转变，唯有

实施混合式教学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混合式教学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方法，合理配置学生的学习时间，

与引导式教学法相结合，以提问题的方式，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的能力，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本文基于信息化背景下

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研究国际贸易实务课利用混合式教学法的实践思考，意在通过教学方法的探究，提高教师的教学

水平，提升学生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关键词】信息化教学；国际贸易实务课；混合式教学

推动高等院校创新创业课程的改革，是顺应时代发

展的关键要求，也是响应我国创新驱动策略的重要途径。

高等院校的国际贸易实务课是一项高度重视实践性和专

业性的科目，因此，在新时代，该专业教师应重视教学

课程的改革，积极顺应“时代创新，群众创业”的发展

趋势，将创新的元素，符合信息化时代的元素融入到教

学课堂中。根据研究显示，学生们的学习态度和任课教

师的教学方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教师创新教学方法，

能够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通过教学法的引导，培养

学生们自主探索的能力和判断能力，拓展发散思维。在

信息化的背景下，混合式教学主要指的就是线上线下的

混合教学法，教师通过线上拓展学生学习范围，通过线

下巩固理论知识，两种教学方法相辅相成，全面促进学

生们的综合能力，为教学方法的补充提供了新方向。

一、线上引导式教学法对于教师备课的要求
教师在备课阶段，要结合国际贸易实务课的课程要

求，根据学生们的学习能力，基于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

需求出发，在线上编辑一系列由浅入深的问题，老师提

出的问题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有利于激发学生们

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第二，有利于帮助学生

们理解和掌握课程知识和专业技能；第三，有利于启发

学生们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能力。总而言之，教师在

备课阶段，要结合实际出发，制定清晰明确的教学目标，

完善教学方案，创新教学方法，针对学生们的学习问题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促进教学方法的有效性 [1]。

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案时要注重引导式教学法的融入，

所谓引导式教学也就是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一步步引

导学生们进行自主探索的学习方法，教师要发挥教学的

主导作用，不断地完善教学方法，通过问题的引导，调

动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 [2]。同时，教师的引导式教学要

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针对不同的学生要采取不同程度

的引导方法，例如，部分习惯了“面授法”教学的学生，

缺乏混合式学习能力，针对这类学生，老师要以培养学

生学习习惯，建立学生学习信心为主要的目标，因此，

老师设计的问题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引导学生们在课

本上或是在生活中找寻问题的答案，不能在初始阶段就

设置高难度的问题，让学生们望而却步，产生抵触心理。

久而久之，学生们逐渐养成了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学

习能力随之提高，老师要根据学生们的情况适度地调整

问题的难度，学生们需要进行深度思考，结合以往所学

到的知识思考问题答案，或是利用信息技术，查阅相关

资料。老师设置的问题，要符合难度适中的原则，保证

在学生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同时还能引发学生们的思

考，学生们只有真正动脑思考，尽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引导式教学才能发挥实效性。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可以通

过线上平台，为学生们提供几个基本的案例，为学生们

创设具体的情境，以情境体验的形式来回答问题，加深

学生们的感受，深化知识的掌握。

二、引导学生自学，设计线上引导教学的实际
意义

学生们通过在线上回答问题，进行自主学习的过程

能够提高学生们的自学能力 [3]。学生们根据老师设计的

问题，能够明确课程的重点，避免盲目的学习，缺乏针

对性。学生们在进行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充

满疑惑，或是缺乏重点的问题，在老师设计问题的引导下，

能够帮助学生们找到侧重点，从而进行有目的性的学习。

特别是部分基础知识比较扎实的学生，在看到老师设计

的问题时便能立刻想到答案，答案有时就包含在问题当

中。例如：在国际贸易中，关税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最多

增加本国的财政收入？学生们遇到这个问题时，能够根

据问题联想到关税和出口税的区别以及什么类型的进口

商品对应征收多少关税等问题。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提

高学生们的做题效率，还能培养学生们的发散思维，让

学生们通过一个问题，在脑海中形成知识结构和知识框

架，加强教学的全面性。

老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时要注意的是，不仅要让学

生们常常温故知新，巩固以前所学的知识，还要让他们

了解知新解故的道理，避免学生们钻牛角尖，在一个问

题上反复纠结，形成死循环。学生们对于知识的理解是

相对的，在自学的过程中产生疑惑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

个，第一，学生们对于旧知识的掌握不充实，第二，学

生们在自学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疑惑。因此，教师要引

导学生们在自学的过程中针对不理解的地方做好笔记，

着重处理，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问题。对于不能及时



22

2021年 3卷 5期 ISSN: 2661-3751(Print); 2661-376X(Online)

处理的问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暂时先记录下来，在

学习后面的知识以后，与旧知识进行整合，开辟新的解

决问题的路径，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便是这个道

理 [4]。

除此之外，老师可以将学生们在线上回答的问题作

为学生们出勤率考核的重要依据，这个考核主要针对的

是学生们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进度的考核，不能将学生问

题回答的正确率高低作为考核的唯一标准。同时，老师

要根据学生们对于线上问题的完成情况而制定阶段性测

试的计划，来了解学生们平时的学习情况和知识的掌握

情况。线上考核的方式能够为传统的考核模式拓宽范围，

运用创新的形式建立多元化的考核评价机制，促进学生

多角度，全方位的发展。

三、构建线上师生互问的教学模式
构建线上的引导式问答教学平台，有利于帮助老师

了解学生们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知识的薄弱处，老师根

据学生们在平台上对于知识点疑惑和问题的标注，可以

在线下进行针对性的讲解 [5]。高等院校的教学模式基本

是大班教学，教师不能一对一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因此，

老师结合学生们在线上提出的问题，设置课堂重点，主

要为学生们攻破疑惑，解决关键的问题，提高线下教学

的实效性。

进行线下教学时，老师也要采用线上问答的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们回答问题，针对答案不准确或不全面的

情况，老师可以继续提问其他同学，或是引导学生们进

行自由讨论，老师针对答案进行补充。在进行问题的讲

解时可以采取渐进问答的方式，利用能够启发学生思考

的问题引导学生们自己找出问题的答案。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老师在备

课阶段已经将难度较高的问题拆分为许多个难度较小的

问题了，但是在上课时还会有部分学生心有余而力不足，

无法很好地掌握知识点，这就需要老师进行更加深度的

讲解，直到学生们真正理解并掌握为止。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老师在给学生们讲解知识点时不是为了让学生们

把所有问题解答清楚，而是通过引导和讲解的方式让学

生们掌握问题背后的知识点，以此来类比其他相似的问

题，从而学会解答同样类型的题目，锻炼思考能力。部

分学生由于学习积极性不高，老师不要急于给他们进行

讲解，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例如，

联系生活实际，运用信息技术等等，刺激学生感官感受，

激发学习热情，同时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提高学生们的

创新能力。

四、培养学生们的创新创业能力
学生们创新能力的培养基于学生们能够自主提出问

题的基础上，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

要，因为解决问题仅仅需要知识储备和技能，而提出问

题则是需要开辟全新的角度，引发更加深刻的思考，需

要学生们的创造能力和想象力。因此，部分学生如果通

过上述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的实施还没有完全地掌

握知识，或是在上课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老师要更多

的关注这些学生，由于学生不能很好地利用语言来表达

出具体的问题，老师可以给学生们创设情境，耐心地倾

听学生们的想法，在了解学生们的疑问后，通过引导的

方式让学生们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例如，教师在讲解

国际贷款支付这一课时，课程已经交代了知托收属于商

业信用，而信用证属于银行信用，老师可以引导学生们

思考，将二者的性质做比较，诱导学生们产生新的问题，

比如：两者使用的汇票性质如何？

一般情况下，教师无法在短时间内为学生们解答所

有的问题，特别是学生们还没有学过的新知识，但是教

师可以给学生们指明一个学习方向，传授一个学习技巧，

引导学生自学 [6]。教师要保护学生们的问题意识，要鼓

励学生们勇敢发问，针对学生们的问题或是耐心指导，

或是引用其他知识点进行引导，不能打击学生们的提问

积极性，教师要给学生们建立学习自信心，让学生们了

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深刻道理，面对有些

一时无法解答的问题，老师也不能顾左右而言他，而是

及时讲清缘由，并与学生们一起探索问题的答案。

五、结束语
以上内容是关于高校混合式教学方法的研究，我们

以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为例，探索混合式教学法在教学中

的应用实践，高校要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转变传

统的教学方法，采用问题引导式教学法，构建线上的信

息化教学平台，与线下的面授教学相结合，提高教学水平，

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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