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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zation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construction, we began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other industries to build the “Internet +” era.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zation has begun to be used to create a good growth space for the current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deepen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this context, a mixed 
education mode came into being,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needs of students, developing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and building high-
quality classrooms. The paper takes the basic teaching of economic law as an example, and elaborat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xed 
teaching metho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asic teaching of economic law and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in the 
basic teaching of economic la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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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为各行业的发展都带来了机遇。随着互联网建设的深入发展，开始探求互联网和其他行业的融合，构建
“互联网 +”时代。在互联网背景下，开始利用信息化的培养理念为当前大学生成长创设良好的成长空间，以便深化教学改革，
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此背景下，混合式教育模式应运而生，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构建高质
量的课堂。论文以经济法基础教学为例，从混合教学法的特征、经济法基础教学的现状以及互联网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
经济法基础教学中的应用策略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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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带来了

新的内容，充分利用互联网背景下的机遇，开设高质量的课

堂教学改革，是当前教师在教学中不断研究的。传统教学方

式和基于互联网诞生的新教学方式相互融合，混合式教学理

念应运而生。在经济法基础教学中，教师应该从当前教学存

在问题出发，利用两者教学方式的优点，利用互联网拓展教

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充分、有效地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创

建高质量的课堂。在混合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如何发挥两种

教学模式在经济法基础教学中的优势，仍旧是需要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研究的。

2 混合教学法的特征

信息技术的进步，为教学创设新的提升空间。混合式的

教学方式是在当前信息化背景下出现的新的教学模式，充分

利用各种教学模式的优点而产生的。因此，混合式教学方式

就是将传统课堂和互联网教学的融合，延伸学生的学习范围

和内容，创设高质量的课堂。

首先，重点是综合性。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利用了传统

的课堂教学模式和线上教学模式中的优势，实现线上线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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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教学的融合。

其次，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从学

生以及课堂的需求出发，为学生开展适合的教学方式，将线

上教学的优势和面授的优点结合起来，突出学生的主体性，

最终完成相应的课堂目标。学生的主体性也是开展教育教学

改革的目标所在，让学生在丰富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中实现自

身能力的提升。

最后，便是资源的整合。混合式的教学模式依托计算机

网络技术，让课程资源和教学内容在网络平台整合，让学生

的课程学习不再局限于时间和空间制约，开展自由、个性化

的学习。经济法的基础教育是一个让学生的学习从理论到实

践、从实践去强化理论学习的过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满足当

前的经济法教学的特点。充分、合理地利用基于互联网背景

下的混合式教学方式的优点，去解决当前经济法基础教学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1]

3 经济法基础教学的现状
3.1 教学方式单一

市场千变万化，经济法的使用也随着市场的变化进行相

应的改变。因此，对经济法的使用来说具有一定灵活性的，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当前经济法基础的教学来说，从运用

经济法的现实需求出发，针对条文、法规开展教学。基于此

的课堂教学，必然是枯燥的、乏味的，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

的积极性是一种消耗。因此，单一的教学方式，成为了经济

法基础教育所面临的一道挑战。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让整个

课堂死气沉沉，没有信息技术引入的经济法基础课程，让教

学停留在课堂，极大地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升。毕竟，经济

法最终还是去解决实际的中的问题的。单一的教学方式，显

然不足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也是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另外，单一的教学方式，也受到当前师资力量的影响。时代

的发展，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

显然部分教师在这一块的能力是满足不了实际需求的，也间

接性造就了单一的教学方式。

3.2 缺乏实操演练

市场的变化让经济法的使用方式和范围处于不断变化之

中，学生单纯从课本上的学习是无法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

中的。在现实中发生的案例是相对复杂的，需要从业人员针

对当前的情况抽丝剥茧，而没有开展相应锻炼的学生在解决

此类问题上的能力基本上归为零。另外，经济法在使用过程

中受到制度的宏观性等特点的影响，其可诉性问题尚未得到

解决。由于在教学中受到实践案例的制约，学生在学习经济

法的过程中，总是缺乏系统的比较研究，学生在掌握上存在

一定的困难。实践演练是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回归实践的过

程，既是提升学生系统性思考的过程，也是提升综合能力的

方式。缺少实践演练的机会，会让学生在步入社会时会面临

较大挑战。

3.3 经济法的教学内容有待完善

在当前经济法基础教学中，教材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在教学中，选择合适教材

能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经济法的使用情景。首先，教材编排

的形式与现实脱节，让学生对经济法的实用性缺乏一定的认

知。其次，某些教材在编写上从实践出发，加强了实践训练，

但是又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经济法基础教学，理论和实践

的统一，才能在理论的支撑下更好地指导实践案例的解决。

最后，在部分教材中自身就存在一定问题，章节之间存在明

显断裂的问题，这样的教材在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中存在不小

的阻力。经济法课程内容的不断完善，才能为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奠定基础。毕竟，在教材的学习中也是学生建立知识

体系的过程。

4 互联网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经济法基础

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4.1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构建专业化的师资队伍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对

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些资源作

用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教师的专业素养。混合式教

学模式，对教师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把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构建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放在了相当

重要的位置。首先，从信息技术入手，提高教师的信息化能力。

通过专业化的培养，让教师能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活动，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课件的优化。信息技术的提升，应该从

教师的需求出发，确保开展的课程有针对性，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是教师的探讨交流活动。每一个教师在互联网时代所

汲取的养料是不一样的，开展交流活动，能实现教师之间思

想交流，为提高经济法基础教育的有效性奠定基础。最后，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能更好地利用教师的专业能力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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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好的教学指导，帮助学生科学、完整的开展学习，构

建高质量的课堂。因此，在教师的专业素质的提升，在任何

教学模式下仍旧是很重要，是需要不断发展的。

4.2 创新的授课方式，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经济法基础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在传统课堂中

实现理论课程的学习，但是引入实践中却是缺乏一定的平台。

在基于“互联网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教师要尽可能大

胆的创新教学模式，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首先，针对互联

网丰富的资源，教师可以采用案例式教学方式、讨论式教学

方式，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参与度，引导学生利用

所学知识展开分析讨论。其次，是不要将教学仅仅局限于课堂。

互联网上各式各样的资源，为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都提出了

新的切入点。最后，在教学方式的创新中，教师应该从社会

对学生的要求出发，引入实践教学，让学生尽早接触社会，

根据社会的需求不断调整学习模式。

4.3 运用互联网平台，完善课程资源

在互联网背景下，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优化

整合，教学资源不再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在混合式教学

模式的影响下，教师应该完善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线上

和线下教学模式的优势，实现两种教学模式的优势互补。首

先，教师根据授课的形式和目标，对经济法基础教学中的重

点部分进行提升、总结，制作电子教案和课件，方便学生根

据自身的学习状况主动进行复习。首先，教师应该利用互联

网的便利性，从预习、复习、作业等形式切入，及时有效地

传递经济法基础教学的相关内容。其次，根据经济法基础课

程的需求，加强校企合作，主动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

通过实习或者是讲座等形式，将经济法基础教育和当前社会

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构建线下课程资源。无论是线上课程，

还是线下课程，两者从不同角度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多样化的

帮助。最后，利用互联网平台，搭建系统、完善的课程体系，

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全面提升自身能力。[2]

4.4 增加教学实例，引入案例式教学

经济法基础教学，是建立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在混合式教学中，要充分利用互联

网提供丰富资源，增加教学实例，引入案例式教学，提升学

生的实践能力。首先，从当前社会发生的热点事件出发，选

择和经济法相关的部分，引导学生展开分析，实现理论教学

和实践需求之间的融合。其次，根据学习内容创设相应的情境，

定制教学案例，引入一些学生容易搞混的法律事实，增强学

生对经济法相关概念的理解。引入案例式教学方式，最大程

度地将课堂归还学生，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展开思考、分析，

实现了知识的灵活运用。最后，在混合教学模式下，我们应

该注意案例式教学的分析实践以及案例的选择，确保是和当

前教学内容息息相关的，才能发挥案例的价值。另外，案例

也应该是建立在学生具备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使用

经济法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3]。

5 结语

混合式的教学方式，将传统教育中的优势和互联网教育

中的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在满足学生个性化和整体性学习中

具有积极意义，也是教师将课堂归还学生的有效方式之一。

在混合教学模式的引导下，将教师的指导作用和学生的主动

性连接起来，推动学生全面、个性化成长。在经济法基础教

学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经济法教学脱离出原本枯燥、

单一的教学模式，引入生活式的教学案例，提升经济法基础

教学和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学习的质

量和效率。当然了，要想更好地发挥混合式教学方法在经济

法基础教学中的作用，需要教师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不断优

化升级，达到两者融合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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