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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混合式教学模式是一种“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其先在其他国家兴起，后到中国蓬勃发展。混合式

教学充分结合了传统教学和数字化教学的优势，更有利于促

进学生主动学习和深度学习 [1-3]。从 2015 年起，中国众多高

校相继开始尝试使用基于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网络教学

平台或手机终端等各种混合式教学模式。近年来，超星、智

慧树、学堂在线等实力派学习平台的发展，为混合式教学模

式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笔者长期从事《天然产物化学》教学，自 2017 年起开

始将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到《天然产物化学》教学中。《天

然产物化学》是林产化工专业的学科专业基础课，主要教学

内容包括天然产物的生源、提取、分离、性质和结构鉴定五

个方面。与该课程相近的是药学和中药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天

然药物化学》，近些年关于天然药物化学的教学方法探索较

多，主要包括案例式教学 [3]、讨论式教学 [4]、翻转课堂、混

合式教学 [5-7] 等。然而不同专业课程设置侧重点和学时不同，

相对来说，对林产化工专业《天然产物化学》教学中翻转课堂、

混合式教学的研究较少 [8,9]。论文通过对《天然产物化学》在

线课程建设和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的研究，探究混合式教学

模式在林产化工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为混合式

教学模式在《天然产物化学》教学中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Guangmei Xia   Xiaoying Wang   Jingwen Xu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based Materials and Green Paper Making,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andong Acade-
my of Sciences), Jinan, Shandong, 250353, China

Abstract
Natural Products Chemistry is a core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forest product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Super Star 
Fan Ya learning platform, this paper builds the online course of Natural Products Chemistry, and adopts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By 
reform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hybrid teaching mode not only improve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students 
in learning, but also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study independently and apply knowledge flexibly.

Keywords
natural products chemistry; hybrid teaching mode; online course

《天然产物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夏光美   王晓映   薛菁雯 *

齐鲁工业大学 ( 山东省科学院 ) 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 , 中国·山东 济南 250353

摘　要

《天然产物化学》是林产化工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论文依托超星泛雅学习平台，建设了《天然产物化学》在线课程，并采
用了混合式教学模式，旨在通过改变教学方法、考核机制等，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灵活运
用知识的能力。

关键词

天然产物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线课程

【作者简介】夏光美（1988-），中国山东沂水人，女，博士，

讲师，从事废弃物预处理及高值化利用、生物基功能材料等

研究。

【通讯作者】薛菁雯（1968-），中国山东海阳人，女，博士，

副教授，从事木质素化学研究。

【基金项目】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校级教研项目（编

号 :2020yb14）。



88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11 期·2021 年 6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4i11.7490

2 《天然产物化学》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基础较为薄弱，难以达到学习要求

《天然产物化学》需要学生具备相对扎实的有机化学基

础，但是先修课程《有机化学》与《天然产物化学》的开课

间隔长达一年，学生对有机化学相关知识遗忘较为严重；同

时，学生需要掌握基本的波谱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化合物结构，

然而，学生本科阶段学习的波谱内容不足以满足化合物结构

分析的要求。

2.2 课程课时设置不足，学习效果无法保证

《天然产物化学》知识点较多，并且内容琐碎，在 48

学时的理论课中，教师难以完成全部知识点的讲解。学生如

果想充分理解和掌握本课程，就需要利用课后时间进行学习，

但由于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自学效果

难以保证。

2.3 教学模式相对单一，缺乏有效督促策略

《天然产物化学》的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

属于“填鸭式”教学，学生掌握的知识更多地停留在记忆层

面，缺乏灵活运用和融会贯通的能力。同时，课堂气氛沉闷，

学生不愿思考和回答问题，教师缺乏有效反馈，难以了解学

生学习程度，教学效果不理想。

2.4 考核方式注重结果，严重忽视过程考核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天然产物化学》课程的考核方式

主要包括学生考勤、平时作业和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内容，

缺乏对学生课上状态和表现的有效考核。因此，学生平时逃

课和上课不认真听讲的现象较为严重，期末考试考前突击现

象较为普遍。

鉴于以上问题，笔者自 2017 年开始探索在《天然产物

化学》中引入混合式教学模式，借助超星泛雅平台和学习通

APP 实施混合式教学，分析平台学习数据了解学生课后学习

时长，利用平台测试体系及时反馈学生学习效果。同时，改

革学生成绩考核方式，提高平时成绩占比，增加对学生上课

状态和表现的考核。通过上述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挥

学生学习主动性，增加学生课外学习时长，提高学习效果。

3 《天然产物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建设与实践
3.1 依托超星泛雅平台，建设《天然产物化学》在线课程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离不开线上学习平台的支持。

网络课程资源虽然能提供大量的信息，但由于教学侧重点不

同，学生要完成所学知识内容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进而会消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天然药物

化学》在线课程，虽然可以提供大量有效的学习资源，但由

于教学侧重点不同，很难满足林产化工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

鉴于此，笔者依托超星泛雅平台，建设了适用于林产化工专

业的《天然产物化学》在线课程，具体细节如下。

3.1.1 课程内容设置

《天然产物化学》知识点繁杂，而学生学习的注意力集

中时长一般为 15 分钟左右，因此，教师将课程内容划分为

78 个知识点，根据知识点的难易程度将 1~2 个知识点结合到

一起拍摄成 7~15 分钟的短视频，发布在超星泛雅学习平台。

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和准确地评价学生学习效果，教师在课

后设置思考题，供学生线上作答。

3.1.2 题库建设

在培养学习兴趣之前，学生对成绩的关注程度远高于对

知识点本身的关注，因此，通过设置题库的形式将知识点呈

现到学生面前，学生只有完成了相关题库的测试，测试成绩

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得到相应的平时成绩。同时，通过学生

反复作答，能达到巩固已学知识的目的。

3.1.3 拓展学习资源

学生一旦建立学习兴趣，现有网络学习资源可能无法满

足学生学习的需求。为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我们还应在平台提供相应的参考书目、文献及其他相关拓展

视频资源，供学生自主学习，但本部分内容不列入成绩考核

范围。

3.2 《天然产物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

3.2.1 课前预习

  在学生学习环节，改变传统教学以章、节组织教学的

模式，课前把下次课需要学习的知识点推送到学生手机端，

要求学生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知识点的学习，超过时限

即使补看视频也不计入视频访问成绩。预留与课程相关的思

考题帮助学生抓住重点学习内容，设置学生互动窗口方便学

生与教师交流。教师通过后台查看学生视频学习的完成情况，

并可通过网站的教学预警功能督促学生及时完成课前学习。

在教师备课环节，首先通过平台反馈的信息及时掌握学

生对知识点的学习和理解程度，然后结合反馈信息和学习的

重难点进行课堂教学内容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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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课堂学习

① 知识点内容的归纳总结。

教师结合课前获取的信息对发布的知识点中所涉及的内

容进行梳理和总结，学生容易掌握的内容少讲或不讲。理论

性强、学生不易掌握的内容详细讲解。在梳理、讲解的过程中，

不断提出一些具有一定难度的问题，考查学生对于前面知识

点以及前期课程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本次

课程的内容。

② 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学生积极发表观点。

课堂互动是学习过程考核的一部分。教师提出问题，根

据学生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以及问题的难易程度给予不同的评

分，对知识灵活运用能力强的学生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分。

这些分值将作为课程成绩的一部分最终折算计入总评。

③ 随堂测试，考查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随堂测试以选择、判断题等客观题为主，学生提交后即

可显示成绩以及正确率详情统计。每完成一个或一组知识点

的总结后，教师从试卷库中发布试题推送到学生手机端，学

生在课上完成知识点的测试。

④ 对测试结果进行点评。

借助网络教学平台的在线测试功能，可以当堂获得测试

结果，便于教师了解学生对本次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教师

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理解不够透彻的部分，并予以详细讲解。

3.2.3 课后练习

将本次课程所有知识点汇总成题库，发布给学生，提醒

学生进行练习，以最高分数作为学生最后测评的分数，计入

知识点测试成绩中。同时利用学习平台的统计功能查看学生

的课前、课上学习情况，对于活跃度不高的学生及时进行提

醒和督促。反思教学效果，推送下一次的学习内容。

3.2.4 改革考核方式，加强过程性考核

《天然产物化学》课程传统的考核方式一直是“考勤

10%+ 作业 20%+ 期末考试 70%”的模式（如图 1A），产生

了学生出勤率不高、作业存在抄袭、期末考试突击记忆、学

生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不够等一系列问题。另外，批改作

业也占去教师大量业余时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混合式教

学的考核模式将学生的成绩分为考勤、视频学习时间及访问

次数、知识点测试、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和作业六个部分，

每部分占比如图 1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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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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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统教学模式（A）和混合式教学模式（B）考试成绩权

重对比图

由图 1 可以看出，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混合式教学模

式增加了对学习过程的考核，降低了期末考试成绩的占比。

由于期末成绩只占总评成绩的一半，课前学习、课上讨论交

流及各知识点的测试等活动统统纳入考核过程，迫使学生积

极主动地完成每一个考核环节，高频率的测试和课堂提问提

高了学生课堂的紧张度，使学生没有机会走神，必须跟上教

师的上课节奏，当堂理解课程内容才能拿到较好的分值。

4 效果分析与思考

笔者从事《天然产物化学》课程教学十几年，一直面临

着课程难度大、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在实施混合式教

学以后，学生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变化。

4.1 出勤率明显提高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上课逃课现象比较普遍，一

般出勤率在 70 ～ 80%，实行混合式教学后，学生出勤率基本

上在 95% 以上。

4.2 课前学习时间增加

后台数据显示，任务点发布以后，学生在课前 1 ～ 3 天

基本上完成了视频学习任务，上课前 1 天达到最高值。学生

课前学习的自主性较以往得到提高。

4.3 学生从低头玩手机转变为抬头听课

几乎每一次课都会设置随堂测试和问题讨论，迫使学生

必须抬头听课以跟上老师的上课节奏，理解教师所讲授的内

容。如果学生不抬头听课、不能及时消化本次课的内容，将

会影响自己的测试和课堂表现成绩，最终影响总评成绩。

4.4 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加深

课程设置奖励分，在教师提出一些有深度的问题后，鼓

励学生乐于主动回答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研究显示出他

们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较传统授课模式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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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学生学习压力的增加

教师分别对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第一年和第三年的两届

学生做了一个调查，调查显示：能主动学习的学生分别占了

90.2% 和 93.3%，表示课程不太好混的分别占 7.8% 和 6.7%，

80 人中只有 1 人觉得新的教学模式十分严格、难以接受。说

明混合式教学确实改变了以往学生上课懒散、被动应试的习

惯，学习压力有所增加。

5 结语

混合式教学模式将教师从批改作业中解放出来，通过课

堂测试及时反馈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效率大为提高。但

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工作量的减少，因为无论是平台建设还是

课程运行，都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将“线上”

学习和“线下”深度讲解有机结合和更有效地运行课程平台

也是需要深思的问题。总之，混合式教学模式不只是给学生“增

负”、改变学风的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课程的兴趣、

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自学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

力，进而杜绝专业课程学习的“混及格”现象，提高大学生

学习的“压力指数”和学业挑战度，培养有质有量的当代大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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