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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 of Micro-Course and MOOC,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lend-teaching mode 
on college mathematic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
ogy such as micro-course and MOOC in the classroom of college mathematics teaching. It combines 
traditional teaching, the preview of Micro-Course, MOOC and flip-over classroom discussion to 
carry ou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blend-teaching mode, and the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methods of blend-teaching on college mathematic.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the 
blend-teaching mode is not only the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also it’s the new exploration of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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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微课和慕课环境下，对大学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指出将微课、

慕课等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大学数学教学的课堂，采用传统教学、微课预习、慕课和翻转课堂讨论相互

结合，进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四种常用方法。大学数学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是对高校课堂传统授课方式的改进与创新，也是对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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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世界教育领域呈现出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

如慕课、微课、开放课堂等。这些新型教育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中小学和大学课堂，使传统教学方式受到

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 
美国 David Penrose 在 2008 年首次提出了微课的概念，指出微课是一种知识脉冲，能够产生更加聚

焦的学习体验。微课的典型特征是短小的视频影像或者音频影像，旨在说明一个具体的问题或者定义[1]。
混合式教学模式就是把传统的课堂讲授式教学手段和微课等现代网络教学授课方式进行混合运用，形成

的一种新的多元课堂教学模式。这种多元教学模式具有传统教学优势和数字化教学的优势。学生在执行

课前预习任务时，通过自行观看微课和慕课等视频影像，完成课前或课堂预习，在课堂上学生和老师针

对学习内容相互进行交流，团队相互协作共同完成教学任务。把微课和相关的慕课内容用于混合学习或

者是课堂教学时，这些碎片化的知识和生动有趣的教学内容，能够点缀学生的学习活动，增强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课堂教学活动的参与性，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目前，我国大学数学课堂教学中，由于大学数学的教学内容丰富，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和 PPT 教

学模式都很难适应网络时代现代教育理念的要求。在微课和慕课环境下，对大学数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进

行理论和实践的应用研究，是对传统授课方式的改进与创新，也是对高校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的新探索。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未来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许多高校都在尝试把微课、慕课等

现代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模式进行结合，尝试把混合式教学模式运用于课堂教学，以此优化课堂教学质

量，提高教学效果。 

2.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微课是将传统课程的主要内容，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设计集中制作的一种微型化视频课件。其

主要授课方式是微型的视频或者音频影像，围绕课程内容的重点和难点，结合小练习等进行的教学过程

的演示。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微课程针对的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教学过程，将信息技术运用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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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与学的过程，使课堂教学过程内容和活动更加丰富。微课的授课时间和授课规模一般都很小，一

段微课持续时间大约是 10~20 分钟，短的时间尺度能够确保授课教师讲清楚一个教学主题或者一个知识

点，同时也能够维持学生学习的专注性和保持度。但是一般大学数学课堂的教学过程都很长，一节课程

的持续时间大约在 90 分钟左右，而且课堂教学内容中的重点和难点很多，因此传统授课方式应该和微课

程进行有机结合，利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借助网络信息资源丰富课堂授课的内容，提高授课质量。 
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将传统的课堂讲授式教学方法和学生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在线学习的方法相

结合，形成的一种多元互动式教学模式，是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的产物。既能保证教师实现

教学中的面对面的课堂讲授方法的直观性，进行瞬时答疑和现场纠错，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又

能指导学生利用网络学习平台和各种网络学习资源，从各种信息渠道获取知识和进行学习体验，进行个

性化教学和因材施教，形式灵活多样。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提出，是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问题教学的

情景认知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情景认知理论都强调指出，学生通过学习来获得新知识的过程，

不是从教师的讲解过程中学会的，而是学生通过对课堂学习内容和学习材料的理解和吸收，在教师和同

学的相互帮助下，通过有意义的知识构建过程，才学到了新的知识。良好的学习情境、团队之间的相互

协作、同学和老师之间的讨论与会话交流、有意义的知识建构过程，是学生通过学习获得新知识的重要

因素[2]。合理创设问题情境，进行团队协作学习和探究，一直贯穿于学习过程的始终。建构主义理论认

为，每个学习者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经验世界，在头脑中已经建立了原有的旧知识理论体系，不同的学

习者对将要学习的各种问题会产生不同的问题假设，学生通过团队相互之间的讨论，进行课程内容的学

习、通过相互合作，解决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从而获得新知识。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要首先考虑学习课程的知识体系，同时还要考虑学习者的认知过程。在学习

过程中教师如果能够再现学习者建构知识的过程，学习效果会更好[3]。将微课、慕课和翻转课堂等教学

方法与传统教学模式相互结合，能够使教学方法相互借鉴和融合，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使教学方式方法

更加灵活多样，最后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目的，进而达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目的。 

3.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基本方法 

3.1. 探究式教学模式 

探究式教学模式，指的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微课、慕课的学习，针对教学内容，

主动提出科学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思考和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利用原

有知识结构，利用同化或者顺应的方法，学习新知识，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进行新知识的有意义知识建构[4]。 
例如，高等数学“定积分的应用”一节的教学，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学会计算旋转体的体积。教学设

计中首先通过课堂导入，介绍定积分计算中的元素法，复习元素法在计算曲边梯形面积中的应用，复习

元素法在计算平行截面面积为已知的立体的体积中的应用。利用雨课堂智慧教学工具，由浅入深，发布

了四道探究型题目，让学生在课堂演练中探究并总结计算旋转体体积的三个基本公式，并把结果拍成图

片上传，教师选择正确的答案进行投屏演示。 
A：由曲线 2 , 0, 1y x x x= = = 与 x 轴所围图形绕 x 轴旋转一周形成的旋转体，用定积分表示该旋转体

的体积是 V= ___。 
B：由曲线 2 2,y x x y= = 所围图形绕 x 轴旋转一周形成的旋转体，用定积分表示该旋转体的体积是

V= ___。 
C：由圆 2 2 2x y a+ = 所围图形绕 y 轴旋转一周形成一个球体，则用定积分表示该旋转体的体积是 V=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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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求由曲线 , 0, 1y x x x= = = 与 x 轴围成的图形，绕 y 轴旋转所得到的旋转体的体积。 
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探究，学生顺利完成题目 A，并总结出基本公式(1)。曲线 ( ) , ,y f x x a x b= = = 以

及 x 轴围成的图形绕 x 轴旋转得到的旋转体的体积公式： 

( ) 2
π d

b
x a

V f x x=   ∫                                    (1) 

继续引导学生，分析研究问题 B，利用两个旋转体的体积差，学生能够顺利解决问题 B。对公式(1)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此基础上，学生对解决问题 C 有了兴趣，引导学生，探究问题解决方法，并及时总结基本公式(2)。
曲线 ( )x yϕ= ， ,y c y d= = 以及 y 轴围成的图形绕 y 轴旋转得到的旋转体的体积公式： 

( ) 2
π d

d
y c

V y yϕ=   ∫                                   (2) 

最后在总结公式的过程中，又继续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探究，解决问题 D，一般情况下，学生只能

利用公式(2)进行计算。接着提出新问题，利用元素法，能否直接推导曲线与 x 轴围成的图形绕着 y 轴进

行旋转得到的旋转体体积公式。学生在探究式学习过程中，利用元素法最后总结出来更一般化的公式(3)。
曲线 ( ) , ,y f x x a x b= = = 以及 x 轴围成的图形绕 y 轴旋转得到的旋转体的体积公式： 

( )2π d
b

x a
V xf x x= ∫                                    (3) 

教师在探究式教学模式的课堂设计中，重点是要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展示给学生，向学生

展示对整个问题的分析和思考过程。大学数学中的有关计算方法的教学，一般可以使用探究式教学模式。 

3.2. 案例驱动教学模式 

将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制作成为案例微课，做到重点突出，讲解明确，具有直观性和应用性。学

生在碎片化学习时间中，随时利用各种网络学习资源丰富自己的学习内容，课前和课上，观看微课、慕

课进行学习，案例驱动教学法能够提高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围绕一定的

专业知识背景，把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数学化思考并进行问题处理，进而形成可供学生分析思考和能

够解决的数学模型。 
例如，高等数学“导数的概念”一节的教学[5]，通过利用导数的原型问题设计两个微课视频案例，

即变速直线运动的瞬时速度问题和曲线切线的斜率问题，进行课前推送让学生进行预习，课上让学生自

己进行归纳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A：导数是平均变化率的极限，即 

0
lim
x

yy
x∆ →

∆′ =
∆

                                    (4) 

B：导数的力学意义是变速直线运动物体的瞬时速度，导数的几何意义是曲线切线的斜率。 
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能够由案例从具体实际问题抽象出导数的定义，进而深刻理解导数的概念和应

用。 
微课中教学案例的选择不仅要密切联系实际，还要和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知识点相关联，有较强

的学习趣味性和目的性，难度适中，使学生通过研究能够达到问题解决，这样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的作用是引导学生思考，解决问题，进行有意义的知识

建构活动[6]。在大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关于基本概念的教学都可以尝试使用案例驱动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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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情境驱动教学模式 

在混合式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合理创设问题情境和学习情境，让学生去分析和思考，有利于对课堂

学习的内容进行有意义的知识建构。大学数学教学中的问题情境是指根据大学数学的教学大纲、教学目

标要求和教学内容，进行设计的具体教学环境和学习情境，让学生能够自觉融入学习情境，进行自主学

习，并利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问题，激发学生进行数学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能

力和创造力[7]。 
例如，在概率统计课程的教学环节，可以设计关于体育比赛的情景教学小视频。某乒乓球单打比赛，

甲方每局获胜的概率是 0.6，乙方每局获胜的概率是 0.4。请你选择两种赛制：五局三胜和三局两胜，问

哪种赛制甲方获胜的概率更高？学生看完小视频，置身于问题情景中，积极利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预

判两种赛制中甲乙双方的各种可能性结果，经过热烈讨论，最后得出结果：甲方在五局三胜的比赛中获

胜的概率更高。 
在线性代数和概率统计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多设计情景驱动教学模式。引领学生对学习的内容进行

发现和思考，在解决问题的情景体验过程中获取知识，使学生深刻理解领会数学知识，培养创新思维能

力。 

3.4. 团队协作教学模式 

便捷灵活的在线学习环境，为大学课堂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教学空间，使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得到

充分发挥，也进一步拓展了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过程。学生可以利用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的时间，实

现团队协作学习。通过师生共同参与、共同探究而形成的教学模式，这是混合教学模式中常用的教学方

法。把大学数学课堂的学习任务进行明确分工，分组进行讨并论施行互助式学习。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

给学生创设学习情境和问题情境，引导和启发学生，提出问题，探究和解决问题，达到获取知识的目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既具有传统授课方式的优势，即面对面授课方式能够便于教师及时了解授课效果，

获得反馈并调整教学过程的优势，又具有现代网络化学习的优势，即学习方式便捷灵活，课程内容的信

息资源丰富，适合教师的个性化教学和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实践证明基于微课和慕课环境下的大学数学

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提高大学数学教学质量，是对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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