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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lended teaching under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trend of the times as a new teaching mode.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Earth Science 
is a professional elective course in the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In view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the ex-
isting teachin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hybrid teaching mode combining “flipped 
classroom” + “rain classroom”, with the purpose of “self-study online, offline practice discussion, 
and consolidation and extension after class” teaching design mode to improve the overall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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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下的混合式教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已是大势所趋。《地

球科学概论》课程是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的一门专业选修课，针对目前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存

在的弊端，结合现有的教学环境，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翻转课堂” + “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思

路，以期通过这种“线上自主自学，线下实践讨论，课后巩固延伸”的教学设计模式提高整体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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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了“互联网 + 教育”这一概念，并指出要

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促进优质资源共享。显然，目前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深入普及，“互

联网 + 教育”已成为教育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此外，随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教育

现代化 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都明确提及了要推动以互联网等信息

化手段服务教育教学全过程，并加快推进智慧教育创新发展，构建“互联网 + 教育”的支撑服务平台。作

为认识环境重要学科的地球科学如何在“互联网 + 教育”背景下开展能全面了解人与环境协同发展基本原

理，融科学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地球科学概论》课程教学，是值得所开设学校相关专业老师思考的问题。 

2. 课程概况及存在问题 

《地球科学概论》课程是地质学、地理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相关地球

科学和环境生态学科专业的一门基础知识课，也是大学生科学素质培养的一门公共选修课，在成都信息

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属于大气科学和应用气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目前设置在第 2 学期

执行，学分为 1.5，共计 24 个理论授课学时，考核比例为平时 20%，期末 80% (以开卷考试为主)，所用

教程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刘本培和蔡运龙主编的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地球科学导论》。课程内

容涉及宇宙中的行星地球，宇宙、地球的起源与演化，地球的物理性质和圈层结构，地球及各圈层的物

质组成，岩石圈板块运动与地质作用，大气圈等[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希望学生在了解以上知识的基

础上，理解“将今论古，将古论今，论未来”等一些现实主义原则和方法，并能结合自己的专业，明确

大气圈在地球科学中的位置以及和其他各圈层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个别和整体，微观和宏观的审视思维，

通过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整体概念，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目前该门课程主要

采用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由于执行学期在大一第二学期，虽然是学生接触的第一门专

业课，但由于讲授内容中只有第六章大气圈是与学生所学专业最相关，同时因为是选修课，期末考试采

用开卷的形式，因此在上课时存在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高，课程重视度不高，课堂听课效率欠佳，

教学课堂和评价形式较单一等问题，需要在“互联网 + 教育”新时代背景下进行教学深度思考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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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合式教学模式思考 

目前一种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加入“翻转课堂、微信、慕课、雨课堂”等多种不同方式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逐渐兴起，此模式可以改善教学中纯粹以教师作为主导的现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

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并增强课程的趣味性[2]。这种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运用信息技术不仅能将课堂教

学与网络教学融合起来，提高教学内容的广度、深度及实用性，而且还可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呈现教

学资源，从而达到比传统课堂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3]。针对我校《地球科学概论》课程，结合目前的教

学环境，可以通过引入“翻转课堂” + “雨课堂”的混合教学模式，结合“线上自主自学，线下实践讨

论，课后巩固延伸”的教学设计思路，通过整合学习过程中的各种教学资源，为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和课

上辅助学习提供服务[4]。表 1 为基于“翻转课堂” + “雨课堂”的《地球科学概论》课程混合式教学

模式思路。 
 

Table 1. On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Earth Science 
表 1. 《地球科学概论》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思路 

实施阶段 主要任务 教师 学生 

线上 
自主学习 

布置任务 
完成自学 

内容：教学资源推送，任务布置、课前测试分析， 
重难疑点总结，学习过程跟踪 
方式：网络教学平台，网络学习群 

内容：任务接受，自主学习，反馈提交 
方式：网络教学平台，移动终端 

线下 
实践讨论 

课中内化 
实践讨论 

内容：知识点概况详解，讨论答疑，习题问答， 
指导点评 
方式：“雨课堂”，教室 

内容：吸收，参与，作答，展示，总结 
方式：“雨课堂”，教室 

课后 
巩固延伸 

课后作业 
拓展延伸 

内容：作业布置，拓展资源，互动指导， 
交流讨论，答疑 
方式：网络教学平台，网络学习群 

内容：巩固，延伸，交流讨论 
方式：网络教学平台，网络学习群 

3.1. 线上自主学习 

课前，教师将精心制作的微课、课件、课前测试问题等教学资源上传到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学生可

通过计算机、手机等移动终端平台进行自行下载，并利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进行线上的自主学习。通

过测试问题结合微课等教学资源，还可随时通过 QQ、微信等网络学习群进行课前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

互动，并对遇到的重难疑点问题进行总结反馈。教师通过这种交流反馈可随时对学生的课前学习过程进

行跟踪，并相应调节教学内容和过程。 

3.2. 线下实践讨论 

课中，借助“雨课堂”智慧教学工具，教师首先对本堂课的知识点进行详细讲解，然后针对课前线

上自主学习中同学们遇到的重难疑点问题进行交流互动答疑点评，并基于“雨课堂”中设置的习题进行

作答，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对一些重难点问题还可以采用项目任务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学

生通过对知识点的吸收，分组项目任务的参与和讨论，习题作答，成果展示和总结可以对所学知识进行

内化和升华，提升其学习的效果。 

3.3. 课后巩固延伸 

课后，教师通过布置作业，在网络教学平台上进行推送，同时上传与课堂知识点相关的拓展资源，

对所学知识进行延伸，借助 QQ、微信等学习群，随时进行师生、学生间的作业答疑和问题解惑，通过这

种不断的交流和讨论，达到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和延伸。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9.76121


李谢辉，王磊 
 

 

DOI: 10.12677/ces.2019.76121 718 创新教育研究 

 

另外，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加大和自己所学专业的紧密联系度，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兴

趣和综合表达能力，还可以在课前设置 5~10 分钟的演讲主题，通过给课堂演讲者平时成绩加分的形式，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加课堂的活跃度。如可以设置第四纪以来气候变化的主要特点，岩石圈和大气圈

的相互作用，水圈和大气圈的相互作用，海陆分布与气候、地形与气候之间的相互影响等与大气科学相

关的讨论主题，采取自愿主动的方式，可以单独也可组队，通过在课后制作 PPT，课中主动进行汇报的

方式，不仅能使演讲者对这部分知识有较深入的学习和收获，而且还可激发听者学生的兴趣和对知识的

了解。 

4. 结语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 + 教育”已经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教学方式高度融合，建立混合式教学模式，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水

平，优化课程教学内容，提升课程教学质量，还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达到促进教学深度改革的

目的[5]。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特点，本文提出了结合“翻转课堂” + “雨课堂”的《地球科学概论》

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思路，以期改善目前我校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带来的弊端，提升整体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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