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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分析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改革与探索
韩　霜　程　杨　彭殿宝

（哈尔滨石油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要：混合式教学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打破了时间、空间限制，把课前、课中和课后三大环节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

促进线上与线下教学衔接，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但是目前高校《分析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存在线上与线下教学衔接不紧密、学生

线上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难以发挥出混合式教学优势。本文分析了混合式教学在《分析化学实验》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性，剖析了当

前《分析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现状，提出利用雨课堂发布学习资源、线上讲解教学重难点、开展线下精准教学和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以期提高《分析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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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混合式教学成为高校教育教

学改革热点，创新了传统信息化教学模式，促进了互联网优质教

育资源共享，便于教师开展线上连麦互动、线上测试，全程监测

学生线上学习过程，从而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这一背景下，高校《分析化学实验》教师要抓住“互联网 +”时

代契机，利用雨课堂 APP 开展混合式教学，做好课前指导、线上

教学和线下教学的衔接，并把混合式教学和虚拟仿真衔接起来，

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形成教学闭环，从而提高混合式教学质量。

一、混合式教学融入高校《分析化学实验》教学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学生实验操作能力

《分析化学实验》课程实践性很强，对学生科学思维、实验

操作能力、探究能力等要求比较高。混合式教学打破了时间、空

间限制，便于教师通过雨课堂发布实验操作视频、预习任务，帮

助学生提前了解实验教学内容，为他们线下虚拟仿真实验练习奠

定良好基础，有利于提高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同时，混合式教学

平台可以为学生推送分析化学检测典型案例，让学生进行线上预

习和讨论，帮助他们掌握实验操作步骤，提高他们综合学习能力。

（二）有利于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混合式教学搭建起了课前、课中和课后三大环节的衔接桥梁，

通过智能化平台开展教学，科学指导学生课前预习、课后自主复习，

帮助他们掌握相关知识点，进一步提高他们自主学习能力，让他

们更加配合教师线上与线下教学，从而提高《分析化学实验》课

程教学质量。此外，混合式教学有利于帮助教师全程监测学生课

前预习、线上学习和线下作业学习过程，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中

存在的问题，为他们提供个性化指导，灵活调整混合式教学内容，

有利于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混合式教学促进了《分析化学实验》课程理论和实践教学的

衔接，通过雨课堂平台发布预习任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视频，

便于学生进行线上预习，再让他们进行线下虚拟仿真实验练习，

帮助他们尽快掌握分析化学实验操作技巧，有利于提高他们实践

能力。同时，教师可以利用雨课堂发布线下分析化学实验作业，

引导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虚拟仿真实验练习，让他们线上

提交实验报告，有利于培养他们团队精神、环保意识和科学探究

能力。

二、《分析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改革现状

（一）线上与线下教学环节衔接不紧密

当前高校《分析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

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但是线上与线下教学衔接设计却不太合

理，影响了混合式教学质量。部分教师重点设计了线上教学环节，

盲目导入微课、分析化学企业案例，却忽略了把线上教学内容和

线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学生实验练习等实践活动衔接起来，难

以及时发现线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导致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脱

节，没有形成教育闭环，难以发挥出混合式教学优势。

（二）学生线上教学表现不太积极

很多学生在《分析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中表现得不太积极，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部分学生自控能力比较差，在

线上教学中“浑水摸鱼”，很少主动发言、参与小组讨论，在线

上教学中参与度比较低，导致线上学习效果比较差。第二，部分

学生在线上教学中忙于记笔记、下载分析化学实验操作手册，死

记硬背知识点，没有灵活运用线上学习资源，也忽略了把线上与

线下知识点衔接起来，影响了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三）企业典型实验案例数量有待增加

目前很多教师在《分析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中多以教材实

验案例为主，忽略了导入企业典型实验案例，影响了岗位技能和

课程混合式教学内容的衔接，无形中影响了线上与线下教学的衔

接，让混合式教学质量大打折扣。例如教师在线上讲解《水的硬

度检测》实验时，重点讲解教材实验操作步骤，忽略导入企业污

水排放检测案例，影响了学生对水的硬度、污水排放检测标准等

的理解，不利于学生环保意识、科研精神和岗位实践能力培养。

三、高校《分析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改革路径

（一）雨课堂开展课前指导，完善线上与线下衔接

高校《分析化学实验》教师要积极学习雨课堂 APP 操作流程，

一方面要筛选平台优质教学资源，丰富混合式教学素材；另一方

面要完善课前指导模式，明确线上与线下指导任务，为线上教学

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首先，教师要对《分析化学实验》单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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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进行分析，明确教学重难点，根据重难点搜集企业典型案

例、实验操作视频，利用这些素材制作预习微课、设计预习任务，

并发布在雨课堂平台上，便于学生根据微课进行预习，提高他们

预习质量。例如教师可以在雨课堂导入食品中有机磷、有机氯农

药残留的测定实验视频，要求学生梳理实验基本步骤、数据分析

方法等预习任务，帮助他们掌握疑难问题，为线下实验教学的开

展奠定良好基础。其次，教师可以搜集雨课堂平台优质教学案例、

实验视频和实验作业，发布实验学习资源，要求学生搜集与分析

化学实验视频相关资料、梳理实验方案、完成虚拟实验预习任务，

让他们明确线上教学重难点，提高他们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同时，教师可以申请虚拟实验室开放时间，让学生在虚拟实验室

中进行虚拟实验操作，进一步明确实验中注意事项、熟悉基本操作，

进行课前考核，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学习短板，从而提高学生课

前预习质量。

（二）汇总学生预习数据，开展线下实验教学

教师要积极汇总雨课堂平台数据，了解学生预习作业完成质

量、实验报告完成质量、课件下载量等数据，开展精准线下教学，

做好课前预习和课中线下教学的衔接，凸显学生课堂主体地位，

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例如教师可以讲解食品中有机磷、有

机氯农药残留的测定实验相关知识，明确基本的实验器材、实验

操作步骤，鼓励学生自由结组，让他们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实

验任务，培养他们团队协作精神和实验操作能力。例如学生可以

分析微课内容，先制定本小组实验方案、基本操作步骤、划分组

员实验操作职责，重点分析检测蔬菜、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农

药残留的测定方法、安全标准，进行小组实验。这一环节中，教

师要做好巡堂指导，及时解答各个小组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提醒他们处理好实验“三废”，避免他们随意丢弃实验废弃材料，

增强他们环保意识，发挥出《分析化学实验》课程育人价值。总之，

教师在课中线下教学中要讲解重难点，引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实

验学习，鼓励他们进行对话交流、合作探究，提高他们实验操作

能力、团队精神和环保意识。

（三）开展课后精准教学，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高校《分析化学实验》教师要及时汇总课前、

课中教学数据，找出其中存在的教学问题、学生自主学习和小组

合作实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帮助学生解决疑问问题，从而

发挥出混合式教学优势。第一，教师可以汇总各个小组实验数据、

提交的实验报告和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视频，及时发现学生分析化

学实验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布微视频答疑解惑，重点讲解

实验操作步骤、数据分析、应用方法等知识，帮助学生掌握线上

教学知识点。同时，教师还可以在雨课堂平台开展在线点对点答疑，

与学生进行线上互动，解决他们线上提出的问题，从而提高学生

实验操作能力、团队精神和科学探究能力。第二，教师可以开展

线下精准教学，结合实际问题进行考核，引导学生进行线下精准

复习，从而帮助他们掌握分析化学实验相关知识。例如教师可以

结合虚拟仿真实验视频、小组实验报告进行讲解，指出学生实验

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完善实验方案，让他们再次在虚拟

仿真实验进行练习，从而提高他们实验操作能力。

（四）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提高混合式教学质量

首先，教师要借助雨课堂平台完善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开

展线上教学评价，开展理实一体化教学评价，一方面要对学生虚

拟仿真实验练习、线上预习和线下小组合作实验进行评价；另一

方面要对学生实验报告填写质量进行评价，完善评价内容，从而

提高教学评价质量。例如教师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设计一

份对于实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实验教学效果的问卷，通过量

化评分和开放性的问题搜集学生建议，根据学生评价反馈完善混

合式教学方案，从而提高《分析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质量。其次，

教师还要优化混合式教学评价，综合学生企业典型实验、线下综

合实践和作业完成质量进行评价，增加科学探究能力、环保意识、

团队精神、科研精神等评价指标，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为他们未

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总之，教师要借助混合式教学平台开展线

上教学评价，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评价中，根据他们的评价反馈调

整混合式教学内容、教学环节设计，从而提高《分析化学实验》

课程混合式教学质量。

四、结语

总之，混合式教学为高校《分析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注入了

活力，把课前、课中和课后三大环节紧密衔接起来，有利于提高

教学质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教师要利用雨课堂开展课前指导，

完善线上与线下衔接，引导学生进行虚拟仿真实验练习；汇总学

生预习数据，开展线下实验教学，提高学生实验操作能力。此外，

教师还要开展课后精准教学，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完善教学评

价体系，提高混合式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分析化学实验》课程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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