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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智慧教育背景下，面向精准化教与个性化学，以数据库课程的改革为例，基于成果导向、思维导向和价值

导向，深度融合信息化工具，提出基于三重导向和六个环节的混合式教学方法。通过六个循序渐进的精准化教学环节

形成一套规范化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经过教学实践检验，证明了其可行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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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education, aimed at precision teaching and personalized chemistry, taking the reform 

of database courses as an example, based on results oriented, thinking oriented, and value oriented, and deeply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ols, a hybrid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triple orientation and six links is proposed. 

A standardized blended teaching model has been formed through six step-by-step and precise teaching links, and its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have been proven through teaching practice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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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智慧教育是经济全球化、技术变革和知识爆炸的

产物, 也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1]
。在教育技

术与信息化技术日益深入融合的教育新时代，课程教

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主阵地，也应优化转型，适应教育

新形态的转变。 

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数据库技术及应用》课

程被列为一门重要的计算机类公共基础课，伴随着教

育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新趋势，为适应新工科、新

文科背景下大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满足当今社会

对人才的基本信息素质要求， 切实提升学生的数据库

操纵、设计及开发能力，本文以信息化教学工具的数

据分析优势助力精准化教学，面向学生的综合能力提

升，提出一套全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2  混合式教学困境 

当前，大多数高校数据库类课程已采用了传统课

堂讲授模式与信息化辅助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手段
[2]
，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学困境、提高了教学质量，但

因混合式教学理论自提出以来，一直尚未形成规范化、

标准化的理论和模型，实际教学中普遍存在不容忽视

的问题。 

(1) 学生对于知识点学习的难易程度、其真实的

认知水平以及学习需求，教师在实际教学设计中并未

精准掌握，因此无法有效的实现个性化学习，导致了

形式上的混合式教学。 

(2) 教师的教学创新理念滞后，与实践教学脱节，

不利于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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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统的教学评价方式无法对学生的综合水平

进行全面与客观的评价，难以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的有效实施。 

(4) 现有的教学资源不利于线上、线下教学的有

效衔接和学生的自主式学习。 

3  改革思路 

“互联网+”时代的混合式教学，其本质是为学生

创建一种真正高度参与性的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学习

的本质与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学生不仅需要共性的

标准化的知识习得，更追求个性化知识与创造性知识

的自我建构与生成
[3]
。 

为满足新时代学生开放、个性化的学习诉求，教

学改革要以学生为中心，融合信息化技术对学生学习

过程状态进行精准化掌握和分析，以成果为导向进行

逆向教学设计，实施规范化、流程化的混合式教学。 

在此基础上，梳理出面向综合素质提升的基于三

重导向的课程内涵：以思维提升、成果产出、价值塑

造为导向，以能力提升为目标，以个性化学习为手段，

通过对数据库技术系统化的学习和实践，能够在严谨

求实的作风、科学探索的工匠精神和坚韧的创新精神

等方面得到训练；在学习能力（自主学习、探究学习、

合作学习及数字化学习）方面得到提升；在价值观方

面得到正面而积极的引导。通过课程改革，为学生创

设一个能够自主、自律、个性化发展的教学生态环境。 

4  技术赋能的混合式教学改革 

以实现精准化教学为目的，借助信息化工具的高

效数据分析优势完成精准的学情分析，以学定教。为

学生制定精细化的学习目标，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

设计定向式的翻转课堂任务、实施过程化的评价标准。 

4．1  MOOC+雨课堂+QQ群+PTA 

新工科、新文科背景下，数据库技术的教学重点

应围绕计算机学科的思维方式、帮助学生掌握现代数

据库应用系统的开发原理与方法，具备数据库操纵、

设计和应用的能力。因此，将 MOOC、超星学习通、QQ

等信息化工具深度融入教学设计的全过程，以数据驱

动改革。数据驱动的目的在于因材施教，通过对学生

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学生的优点特长，从而实施精

准培养
[4]
。 

(1) 自建 MOOC 

(2) 依据学生学情特点，自建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慕课资源，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上线，通过学生的线

上学习过程数据进行学习行为分析与评价，为后续教

学环节的推进提供有力保障。确保线上资源与线下教

学有效衔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3) 雨课堂 

使用雨课堂的智慧化教学辅助功能布局在线学习

资源与教学活动。通过精心创设的教学情境带动高效

的师生、生生互动。 

(4)  QQ 群 

利用 QQ 群便捷的即时通讯功能，及时获取学生反

馈，加强师生间、学生间的联系，为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和合作式学习提供交流的平台。 

(5)  PTA 程序设计类实验辅助教学平台 

采用 PTA 程序设计类实验辅助教学平台作为实验

教学和考试的工具。客观评价学生实践能力与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对 MOOC、雨课堂、PTA 产生的学习过程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建立学习行为模型，促进“精准化教

与个性化学”模式的形成。 

4．2  混合式教学改革 

混合式教学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强调以

学生为中心。当前，5G技术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

及已经将混合式教学拓展到移动互联网 APP 等新形式，

混合式教学所涉及的教学资源等基本要素也在不断拓

展
[5]
。 

将师、生、智慧学习工具与线上、线下资源及评

价机制有机融合。学生课前通过教学平台进行自主学

习，教学平台端实时记录了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数

据，为精准教学的实施提供了数据保障和评价支撑。

利用智慧教学工具进行课前、课中、课后题目推送，

记录学习数据并给以精准的反馈，教师制定精准化的

教学方案，以期达到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
[4]
。 

（1） MOOC+雨课堂+课前导学 

根据 MOOC 和雨课堂的学习分析数据对学生学习

状态进行分析，根据量化结果对学生分层，按学生能

力水平因材施教。同时，依据数据完成学情分析，确

定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为不同群体学生

定向定制课前预习任务单、推送学习资源。学生通过

在课前完成自学任务和小组讨论任务，实现对数据库

技术基本知识的认知。 

（2）雨课堂+PTA+分层翻转课堂 

依据信息化工具的统计分析结果将学生划分为 A

型、B 型、C型三种不同能力型群体，依据不同群体学

生的能力水平制定相应难度的学习任务。分层式的翻

转课堂聚焦了学生学习动力和潜力的开发，为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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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搭建了跨越最近发展区的支架
[6]
，满足了不同学

生的学习需求。 

课堂上，利用雨课堂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功能，

为学生打造精彩生动的课堂环境，促进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与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勤于思考、善于分析、敢

于解决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完成探究式与合作式学习、

实现思维的进阶。 

（3）QQ 群+PTA+课后练学 

课后通过 QQ 群推送复习资源和获取学习反馈，帮

助学生进行个人兴趣拓展学习，真正实现个性化学。 

4．3  评价体系改革 

数据库课程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因此，

传统的笔试考试模式并不适合对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

科学考察。考核方法应以学生能力发展为中心，重视

过程性学习的考核，考核模式应以知识考核为主转变

为以能力考核为主。由此构建包含线上线下、标准及

非标准的多元化过程性评价考核方案
[7]
。突出对过程

化学习效果的检验，提升过程化考核在总评成绩中的

比例（50%），形成多元化的能力评价体系，对学生进

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1） 结合 MOOC，通过线上自学和课前导学的方式，

评价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 

（2） 结合雨课堂，通过上机实践和课堂互动的方

式，评价学术的知识内化与迁移能力。 

（3） 利用在线 PTA 实践平台，通过平时与期末测

试的方式考核学生的思维实践能力与设计开发能力。 

（4） 期末考试以机考的形式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 

（5） 指导学生参加课程实训和竞赛，评价其综合

实践能力和再学习能力。 

4．4  3+6混合式教学规范化流程 

为强调综合能力的提升、突出精准化与个性化教

学，对标规范化流程，将混合式教学的三个阶段细化

为 6 个循序渐进的环节，基于成果导向、思维导向和

价值导向，设计 3+6 混合式教学流程见表 1。 

教学设计是连接学习理论和教学实践的桥梁, 缘

起于学习理论指导下对学习要素的分析，落脚于实践

中教学问题的合理解决
[3]
。通过具化和细化混合式教

学的 6 个环节，对标精准化教与个性化学的有效落实，

全面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与综合实践能力，并引导学

生采用计算思维的有关概念和方法来思考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
[8]
。 

 

5  教学实施与效果 

课程团队选择三分之一的班级作为混合式教学试

点班，以期末机考成绩进行对比分析。在 2022 年第二

学期的考试中，试点班的优秀率和良好率比普通班都

有明显提高，无考试不合格学生，具体见图 1。说明在

执行 3+6 混合式教学改革后，学生的学习效果提升明

显、尤其是拔尖学生增加明显。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解

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表明了教学效果可

以达到课程要求，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图 1  试点班和普通版考试结果各级别成绩占比图 

课程学习结束后，学生进行了数据库综合实践设

计，要求学生设计并开发一个小型的数据库应用系统，

全面考察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综合工程素质。对经

过教学改革的班级和普通班级的综合实践成绩进行比

较，结果表明，教改班和优良率比普通班有大幅提升，

系统的稳定性、创新性普遍优于普通班。说明新的教

学模式对于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起到了良好的

促进作用。 

表 1  规范化的混合式教学流程 

序

号 

教学

环节 
教学实施过程 实施方式 

1 
教学

目标 

学情分析、学生分层，制定教学

目标，设计精准导学任务。 

学习行为 

分析 

2 
课前

导学 

学生根据课前导学任务单完成

自主式与合作式学习，准备翻转

课堂活动。 

个性化学习 

合作式学习 

3 
翻转

课堂 

采用多任务翻转课堂，普通任务

面向全体学生翻转，拔高任务面

向有能力的学生翻转，开展组间

讨论。 

合作式学习 

探究性学习 

4 
实践

测试 
完成实践拓展任务，举一反三。 实践性检验 

5 
评价

反馈 
互评、发放问卷、获取反馈。 教学反馈 

6 
精准

推送 

根据个性化推送完成课后加强

练习与拓展训练，实现个性化学

习。 

个性化学习 

 

0 10 20 30 40 50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试点班 普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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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团队定期获取学生反馈并持续进行改进，针

对混合式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研讨，对教

学方案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如选择更适合的教学内

容进行翻转课堂等，逐步改善了教学效果。 

6  结束语 

课程是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最后一公

里”。教育现代化模式下的教学改革要应时代之急

需，促学生之发展。人工智能+教育新形势下，混合

式教学在高校日益普及，与此同时，其日趋重要的发

展态势也使得诸多践行者愈加迷茫。为解决混合式教

学实践过程中的困境，本文立足线下+线上，依托信

息技术与教学过程的紧密耦合，以成果、思维、价值

导向为引领，坚持立德树人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和高阶思维的训

练，规范化了混合式教学的流程，并根据信息化工具

分析产生的教学过程数据，实施精准化教学与个性化

学习，以适应教育信息化时代下教学形态的变化，促

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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