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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合式教学是基于学习空间建构理论的一种教学模式,也是当今教育界的必然发展趋势。学习

通基于“一平三端”的平台建设有利于教学资源的整合,可有效实现对学习空间的拓展和重塑,提升学生

的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本文以《食品营养生物学》课程为例,借助超星学习通开展了课程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实践,充分利用该平台的优势,依托课程和章节内容特点进行线上资源的建设,结合多种教学方

式和交互功能丰富了课堂教学形式,有效提升了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在此基础上对课程实践的优势及

持续性改进进行了总结与思考。 

[关键词] 学习空间；超星学习通；混合式教学模式；食品营养生物学；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识码：A 

 

Blended Learning Space Construction Based on Chaoxing Learning App 
--Practice and Thinking in Biology of Food Nutrition 

Qiaozhi Zhang  Weibin Zhang  Feifei Han  Yanbo Wang  Linglin Fu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Blended teaching is a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arning space construction, and is also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today. The Chaoxing Learning App based on "one platform and 

three ends" is conducive to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can effectively expand and reshape the 

learning space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and ability training. Taking the course of Biology of Food 

Nutri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practice with the help of 

Chaoxing Learning App, makes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platform, rel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and chapter cont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resources, and combines a variety of teaching modes 

and interactive functions to enrich the 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 On this basis, the advantages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ourse practice are 

summarized and reflected on. 

[Key words] learning space; Chaoxing Learning App; blended teaching mode; biology of food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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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混合式教学是在学习空间建构理论的一种教学模式,也是

当今教育领域内的未来发展趋势。学习通基于“一平三端”平

台建设有利于教学资源的整合,可有效提升学习效果和能力培

养,但需要教师更多的精力投入。 

1 “学习空间”建构理论与混合式教学模式 

“学习空间”指的是学习发生的中介物,它提供主体人认识

发生所需的场所与客体,即支持学习发生所需的外部支持条件。

由于当下教育理念、课程标准以及教学手段的变化,“学习空间”

作为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它既可以包括物理

场所,即可物化的、切实的师生能够通过肢体语言进行交流的物

理场所(如智慧学习教室),也可以指虚拟场所,即支持交互与表

达的虚拟场所,以及促进认知发生的外部支持(如线上网络平

台)。在当下由传统课堂教学向以空间为支撑的新型教学模式的

转变过程中,如何利用新型支持条件对学习空间进行拓展和重塑,

架构“以学习为中心”的应用路径并达到以培育能力和素养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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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学习范式,成为了教学设计与实践中亟需深入思考的问题。 

理想的学习空间应该具备如下几方面特点：(1)创设符合认

知机制的问题情境,通过空间要素的合理布局和利用,建立问题

情境,帮助学生在情境中建立学习意愿；(2)营造促进沉浸认知

的学习氛围,通过不同的要素组合,使学生将学习任务与教学的

空间环境互相关联,使学生们处于目标自身所体现的氛围中；(3)

通过丰富多彩的认知学习过程,通过学习空间可以提供的元素,

引导学习者进行主动加工,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思维活动形态,

实现从简单到多样,从固定到变化,从静态到动态的空间形态变

化过程。 

混合式学习是当今教育领域内一个毋庸置疑的必然发展趋

势。有国内外专家认为,混合式教学是在空间建构主义理论基础

上构建出来的一种教学模式。是一种由课堂面授与基于网络媒介

的教学交互结合所形成的学习空间,它将传统课堂教学和在线教

学的优势结合起来,将以教师为中心,单方向地把知识灌输给学

生的教学方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

索、发现和对所学知识主动地建构,并加以灵活运用。同时,利用

多样化的教学环节设计,如结合BOPPS教学、案例分析、翻转课堂、

虚拟仿真教学、分组合作学习、探究式教学等等,可以进一步促

进教学活动的多样化,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混合式教学没有统一的模式,但依据学习和教学的一般规

律,应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教学的优势,达到线上有资

源、线上/下有活动、过程有评价。目前被广泛采用的混合式教

学平台包括超星学习通、慕课(MOOC)、SPOC平台、泛雅、微课

等等。这其中,学习通是一款由超星公司推出的交互式信息平台,

是集知识管理、课程学习、专题创作,办公应用为一体的一站式

学习与工作空间。该平台提供的“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

包括了云平台、教室端、移动端和管理端,通过将现代化移动设

备与智能移动终端进行有机结合,可实现在移动端提供包括慕

课在内的丰富线上资源,同时在线上和线下教学过程中提供覆

盖课堂活动的多种互动功能,并可实现对任务点进度及阶段性

学习效果的成绩统计和即时评估,最终构建成全生态的智慧教

学空间,为混合式教学的授课质量和人才能力培养提供了丰富

资源和保障。 

2 学习通“一平三端”助力“学习空间”建设——

在《食品营养生物学》中的实践 

《食品营养生物学》是本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核心

课,是一门关注食物营养素进入机体后的代谢变化、生物学功能

以及与人体健康关系的课程,是具综合性、实践性和创新性于一

体的课程。该课程的前身是《食品营养学》,在此基础上,根据

当前营养学的发展趋势、国际前沿并结合授课教师的专业特长,

对该课程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和改革,形成了《食品营养生物学》

这门课程。课程内容分设三大模块,分别为营养生理、食品免疫、

以及营养与大健康。其中“营养生理”模块延续了传统《食品

营养学》的核心内容,包括对食物消化吸收生理基础的介绍,以

及对食品中主要营养素的消化吸收过程和生理功能的讲授；“食

品免疫”模块主要围绕食物营养成分与人体的互作,从免疫学角

度讲授食物不耐受与过敏的基本概念、机制及防治措施；“营养

与大健康”模块则是基于当前营养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从分子

营养学角度讲授营养素与人体基因的互作,并基于大健康主题,

对国内外营养健康产业的现状与趋势进行介绍。根据不同的模

块设计,课程内容涵盖了食物消化吸收的生理基础、食品中营养

素的吸收、食品营养与免疫、食物不耐受与过敏、食品中营养

素与基因,以及食品营养与大健康共七大章节内容,共32学时

(课程模块与章节设计见图1)。 

该课程于2020/2021第二学年起开始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

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践,经过多个教学周期的平台资

源建设和改进,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以

模块二中第五章《食物不耐受与过敏》5.1~5.3节的教学设计为

例,该部分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理解食物过敏基本概念,食

物过敏原的类型,掌握食物过敏的机制,以及食物过敏的预防

与治疗。 

图 1 《食品营养生物学模块与章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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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自学

教学环节/预

计时间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教师活动

（主导）

学生活动

（主体）

课前自学

发布任务：教师在线上平台（如学习通，

钉钉）发布教学案例和课前学习资料：

 学习资料：GB7718-2011 及其 2 版

征求意见稿；

 思考作业：为何要进行食物过敏原

标签标识？

 学生分组：自行分组，4-6 人/组，

便于课上开展小组探讨；

学：学生登录课程平台，

根据发布的任务进行自

学。

做：学习案例和配套资

料，完成思考问题。

问：对于不清楚的问题，

可在线上讨论或咨询老

师。

 课程学习任务前置，

让学生提前熟悉案例，

创设情境，提高课堂效

率。

 线上交流，有利于老

师了解学生的问题，及

时调整教学策略。

课堂教学

教学环节/预

计时间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教师活动

（主导）

学生活动

（主体）

内容

导入

/10min

提出

目标/5min

导学引入：通过投影设备播放视频：借

助视频资料让学生对身边的食物过敏

问题有更加直观深刻的感受；

背景导入：教师对案例进行简要回顾，

明确讨论主题；

引出任务：介绍本次课程的授课内容与

计划，提出教学目标（知识、能力、素

养、思政）

听背景：思考会发生食物

过敏的原因以及可能的

预防措施。

明任务：明确学习目标

（知识、能力、素养、思

政）。

 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引导学生主动了解食物

过敏的相关知识，提升

学习兴趣，关注专业知

识的重要意义。

图 2 启发思考问题与案例分析策略 

表 1 课程计划与教学环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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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与

讨论

/25 min

启发引导：向学生展示本次课程需要解决的启发性

思考题。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这些思考题展开

主题讨论。

案例回顾：以互动提问的方式，梳理案例内容并提

炼关键信息，思路可参考图 3-1 展开。

讨论回答：参加主题讨

论互动。

听讲记录：知悉主要学

习内容。

思考回答：回复老师的

提问。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的能力：通过提问的

方式，引导学生思考，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

能力。

参与学

习

/45min

案例分析：基于案例回顾过程中所提炼的关键信

息，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启发思考问题再次展

开讨论。

小组研讨：启发思考题 1-4 随机抽取 2-3 个小组进

行回答，后一小组可对前一组答案进行点评和补

充。回答完毕后教师进行点评，并给出更全面、准

确的答案。

角色转换：启发思考题 5 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进

行，由小组组长扮演某食品企业负责人，小组成员

扮演“生产人员”，以“如果你是某企业领导或从业

人员，如何应对 GB7718 修订后的过敏原强制标识

措施，又如何对本企业生成过程中的过敏原进行管

控”为背景展开，进而对思考题进行回答。

课堂讲解：结合案例内容，教师根据课程需要，讲

解相关理论和知识点。

思考回答：参与小组讨

论，回答老师的思考

题。

协作展示：角色互换，

展示学习成果，参与互

评。

听讲记录：听老师讲

解，并记录要点。

提出问题：对于不清楚

的地方，随时向老师提

问。

【思政设计】

 引入牢固创新科技

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感

教育：通过我国与国

外因过敏原标识法规

造成的贸易壁垒，引

导学生思考相关研究

的内核和价值，帮助

学生感悟职业荣誉

感、社会责任感和创

新思维。

后测

阶段

/10min

引导提问：回顾课堂重难点，引导学生提出对知识

点的疑虑，教师解答；

促进提升：教师在线上平台布置随堂小测，学生互

动回答，老师分析题目，给出正确答案并点评。

主动提问：对于不明确

知识点提出疑惑。

思考回答：通过线上平

台投票、群聊等，与同

学和老师进行互动。

 由教师提问转为学

生提问，学生回答，

增进思辨和学习效

果，同时了解任务点

完成情况。

总结

阶段

5 min

对整个案例的关键要点和所涉及的知识点进行总

结，梳理脉络
听讲记录  理清知识点

课后巩固

教学环

节/预

计时间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教师活动

（主导）

学生活动

（主体）

课后巩

固

发布任务：发布课后作业。要求学生课后自行回顾

案例，并自主回答 5 个启发思考题。

查阅批改：查看学生复习情况，批改课后作业，并

在讨论区对答题情况进行点评。

学习情况评估：教师围绕课堂参与积极性（50%）

和学生作业质量（50%）两个维度对学生课堂表现

进行评分，结果可作为课程成绩的一部分。

完成任务：学生复习课

程内容，并完成课后作

业。

回顾讨论：线上进一步

交流与相互启发，如有

不清楚的问题，可线上

讨论或咨询老师。

 巩固本次课学习效

果，加深学生对知识

点的理解。

表 1 课程计划与教学环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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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笔者将学习通平台的线上资源与案例式

教学进行有机结合：课前,教师通过学习通布置线上资源,发布

GB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中有关过敏原标识的实施和

修订案例,布置思考作业并引导学生通过平台自行分组,便于课堂

上开展小组研讨；在课中,教师通过背景导入和案例回顾引出5个

启发思考问题(如图2),并逐进行一展开,围绕我们身边的食物过

敏问题、过敏原标签标识的国际共识、GB7718-2011的制定和实施,

以及由推荐向强制性标识过渡等方面讲解相关理论和知识点,期

间教师适时利用学习通平台的抢答、投票和互评等交互功能,引导

学生主动了解食物过敏的相关知识,提升学习兴趣,增进思辨和学

习效果,进一步通过角色转换方式,帮助学生掌握食物过敏的防治

与过敏原管控措施；在课后,教师通过线上平台发布课后作业,要

求学生课后回顾案例并回答启发思考题,教师在线上讨论区对学

生答题情况进行点评,巩固学习效果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教

学活动计划分为课前自学、课堂教学和课后巩固三个阶段,课堂教

学时间约100分钟左右,课堂教学设计如表1所示。 

通过混合式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还有利于结合教学活动组织策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真正发挥

学生的主体作用,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以该章节的教

学效果为例,借助于课堂评价和反馈,学生的学习记忆程度由一

般的40-50%提升到75%以上,且可掌握90%以上的课堂教学知识。

根据与学生的考察检测和沟通交流,以上课堂教学设计优势显

著,学生不仅掌握了专业知识,培养了思考能力,且更有利于提

高课堂的有效性,便于学生深度参与和教学反馈,为学生提供了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学习空间”持续发展的反馈与思考 

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开展《食品营养生物学》的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实践,经过多个教学周期的平台资源建设和改进,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不断提高,其自学能力,逻辑推演能力和自我

评估的能力也在逐步构建和进步。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接受度和

学习兴趣较高,线上下教学的逐步推进在无形中也帮助学生提升

了自我学习和逻辑推演的能力,阶段性测试有助于学生适时进行

学习效果/质量的自我评估。同时,网络平台的过程性评价能较全

面地反映出学生线上与线下学习情况的表现,使平时分的透明性

提高,有效地弥补了教师单一终结性评价对学生付出的忽视。 

接下来,基于前期课程的评估与反馈,后期的改进方向主要

有：一方面,线上线下教学资源的整合和衔接需要进一步深入,

针对不同章节内容的特点有目的性地建设线上资源,引导学生

课前在兴趣驱使下自主检索和讨论问题；另一方面,进一步开发

学习通的多种实时互动功能,结合系统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和小

组研讨法等多种活动形式展开互动式学习。与此同时,适时从目

标、内容、效果等多个角度了解教学效果,采用随堂测试、阶段

性测试、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学情进行科学合理分析。在此基础

上,找准线上线下教学的衔接点和过渡点,及时梳理知识间的横

纵逻辑关系,推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适时转变新的学习方

式,提升学生对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训练与提升。 

4 总结 

在基于超星学习通的混合式学习空间建构过程中,理想的

课程资源建设需要依托课程和章节自身的特点,学生的知识背

景,学情分析和能力特点,以及反馈结果的“反哺”。教学资源建

设、组织形式完善以及线上线下的衔接融合是混合式教学持续

改进的主要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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