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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探讨了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国学经典课程中的应用，着重分析了教学目标设定、

教学资源整合、教学内容设计与实施策略以及教学评价方式的创新，教学中使用这种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教学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国学课程的灵活性

和互动性，真正做到以学促教，教与学相辅相成。还通过《论语》、《大学》等章节详细案例

展示了如何将传统经典与现代教学方法有效融合，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际应用能力，研

究表明该模式能够有效解决传统教学中的问题，有利于促进国学经典的现代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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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Blended Teaching Mode of Chinese Classics Course

Lijuan Zhu

Xinji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pplie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 in the classical course of
sinology,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etting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The use of this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 in teaching has broken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greatly improved the flexibility and interactivity of sinology courses,
and truly achieved learning to promote teach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mplement each other. It also
shows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raditional classics with modern teaching methods through detailed
cases such as Analects and The Great Learning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iterac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is model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modern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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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传统教学模式面临转型，国学

经典课程教学也需适应这一趋势，而混合式教学模式把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既保留了传统课堂的互动优势，又借助数字

化资源提高了学习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本文就是要探讨国学

经典课程在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创新与实践，分析它在

提升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及促进国学传承方面的

作用和挑战。

1.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1.1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定义与特点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核心在于将线上与线下教学有机融

合，线上依靠网络平台提供丰富资源和灵活环境，让学生课

前、课后自主学习，线下着重课堂互动和知识深度探讨，促

使学生更好掌握和运用所学，其主要特点为学习方式多样、

教学资源丰富、学习过程个性化及教学互动增强，既能灵活

安排学习时间地点，又能充分发挥教师引导作用，助力学生

在自学和课堂互动间达成有效平衡。

1.2 混合式教学的理论依据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基于多种教学理论，像建构主义

理论和自主学习理论就是关键支撑。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

是学生在与周边环境互动中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混合式教

学通过提供线上资源让学生自主学习时积极建构知识，线下

课堂的讨论和互动能进一步深化理解。自主学习理论强调学

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责任感，混合式教学给学生提供丰富

资源和自主学习机会，能让他们按自身需求和兴趣安排学习

内容与节奏。另外，互动教学理论也给混合式教学提供依据，

主张通过师生、生生互动来促进知识传递和共享，混合式教

学里的在线讨论区、学习论坛及视频会议等互动工具，给学

生提供更多参与和交流机会，进一步增强了教学的互动性与

有效性。

1.3 混合式教学在课程中的应用优势

混合式教学益处多，它能极大提升学习的灵活性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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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自主选择线上学习的

时间和内容来实现个性化学习，提高学习效率。线上与线下

资源相结合，为学生提供多样学习材料，让他们能随时随地

获取知识，拓展学习的深度和广度。通过网络平台，学生不

仅能访问文本资料，还能通过视频、音频、互动练习等多种

形式丰富学习体验。而且线上部分能促进学生与教师、同学

互动，比如在线论坛、讨论区和小组项目等，给学生提供实

时交流机会，提高课堂参与度和学习兴趣。在实际课堂中，

线下教学能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和情景模拟等方式，帮

助学生将线上学习的理论知识用于实践，增强知识的应用性

和实效性。最后，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教学评价方面灵活科学，

教师能通过学习平台追踪学生学习进度，结合线下课堂表现

综合评价学生学习效果，为教学改进提供依据。

2.国学经典课程的内涵与教学现状分析

国学经典内容广泛，涵盖伦理、哲学、历史、文学等领

域，核心价值是传承中华民族的思想精髓与道德观念。近年

来，由于文化自信提升，国学经典课程在各级学校逐渐增多，

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但当前

国学经典课程的教学现状有不少不足，比如教学内容陈旧、

形式单一、和现代教育方式脱节。传统教学常采用“注解式”

讲授法，忽略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创新思维培养，致使教学效

果有限。而且教师教学时对学生引导和互动少，课堂缺乏趣

味和互动，学生难以深入理解核心思想。另外，国学经典语

言艰涩、文本复杂，让学生学习时产生畏难情绪，难以激发

学习兴趣。

3.国学经典课程的混合式教学设计

3.1 国学经典混合式教学的教学目标设定

国学经典课程的混合式教学目标得从知识、能力以及情

感价值这三个维度来设定，目的是借助线上线下教学的结合，

让学生全面掌握国学经典的内容，提升综合素养。知识目标

方面，线上资源以文本、视频等形式给学生提供经典的背景

知识和注解，像《论语》、《孟子》等的核心内容，助力学

生理解国学的思想体系，学生自主学习后能在知识层面掌握

经典中的重要思想概念。能力目标上，混合式教学引导学生

在线上完成自主学习任务，培养其独立思考和信息筛选能力，

线下课堂通过互动讨论、案例分析等方式锻炼学生的思辨和

批判性思维。情感与价值观目标方面，教学要通过经典内容

的学习，增进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理解，引导学生在日

常生活中运用国学智慧，培养责任感与道德感。

以《论语》的教学为例，教师能在混合式教学模式里先

设定线上学习任务。在教学刚开始的时候，教师把《论语》

的核心章节传到学习平台，学生得按照教师给的阅读指引自

主阅读，还要在线提交相关的阅读笔记或者思考问题。为保

证学生能深入理解经典内容，教师可以安排在线测验，考考

学生对《论语》里“仁”与“礼”基本概念的掌握程度。接

着，在线下课堂上，教师依照学生的线上学习状况，组织以

“仁者爱人”为主题的小组讨论，还让学生结合实际生活里

的情感和伦理问题做案例分析。比如说，让学生讨论在现代

社会该怎样理解和践行“仁爱”的精神，或者在家庭、社会

关系里怎么运用《论语》中的道德原则去处理矛盾和冲突。

通过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学生不光能加深对经典文本的理解，

还能通过实践把它用到现实生活里，进而实现全面发展的教

学目标。

3.2 线上与线下教学资源的整合

线上资源提供了电子教材、讲座视频、互动讨论平台和

在线测评工具等，有着丰富信息和灵活的学习方式，能帮助

学生在课前或课后自主学习、深入理解国学经典的基本内容

与背景知识；线下教学资源有教师讲授、课堂讨论、小组活

动等，通过面对面交流与互动，让学生将线上学习的理论知

识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与讨论。

以《论语》课程为例，整合线上与线下资源的具体过程

是这样的：先由教师在线上教学平台上传《论语》的经典章

节及其现代解读，包括相关电子书、音频讲座、权威学者的

解析视频，学生课前通过这些自主学习，阅读主要章节、观

看解读视频了解“仁爱”思想核心内容，教师还设计在线测

验检测理解程度。在线学习完，教师在课堂组织围绕“如何

将‘仁爱’思想应用于现代社会”的小组讨论，学生分组讨

论在实际生活中践行《论语》伦理观念，像家庭关系、职场

行为等，讨论结束每组向全班展示成果并反馈，教师负责引

导讨论、解答疑问和提供点评。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模

式，靠丰富的线上资源和活跃的课堂互动，保证学生不仅掌

握理论知识，还能有效运用到实际情境中，进而深化对经典

内容的理解。

3.3 教学内容的设计与实施策略

教学内容得围绕国学经典的核心思想科学规划，把经典

的主要章节和相关理论知识有机结合。教师在课程开始前要

明确学习目标，依照学生实际水平和需求，设计出层次清晰、

逐步深入的教学内容，注重知识点的逻辑性与连贯性，让学

生在学习中逐步构建对经典的全面理解。实施策略上，线上

教学资源要涵盖课程的基础知识和拓展内容，提供像文本、

视频、互动练习等多样的学习材料，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线

下课堂重点在实际应用，开展课堂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

演等活动，帮学生把线上学习的理论知识变成实际能力。

以《大学》课程为例，教师设计和实施教学内容时，可

以用下面的策略：课程刚开始，教师把《大学》的主要章节

分成几个学习模块，像“大学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等，线上平台提供这些模块的详细学习材料，有章节原文、

专家讲解视频和相关背景资料。学生课前通过这些线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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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完成相应在线测验，检验对基本知识的掌握。基

于此，教师在线下课堂组织一次综合实践活动，活动包含小

组讨论和案例分析。比如，教师设定一个情境，让学生结合

“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设计一个虚拟国家的治理方案，每

个小组要根据《大学》的理论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在课堂上

展示讨论结果，教师在这过程中点评和引导，帮学生进一步

理解和应用经典理论。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设计和实施

策略，学生能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活动深化对《大

学》思想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3.4 教学评价方式的创新

传统教学评价往往只重视期末考试和作业评分，不能全

面反映学生学习过程的实际表现，所以混合式教学的评价方

式应包括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方面，其中过程性评价

要评估学生线上学习的参与度、互动情况和自主学习成果，

线下课堂评价要考查学生的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以及实际应

用能力，通过这些多样的评价方式，教师能够更全面了解学

生的学习进展和能力发展，从而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满足学

生的不同需求。

以《论语》课程的教学评价为例，教师能设计一个综合

评价系统来创新评价方式。先是教师在线上教学平台布置阶

段性任务，像让学生读《论语》里的指定章节、写学习日志

和参与线上讨论，学生在每个学习模块结束后要提交个人看

法和对章节内容的理解，还要完成在线测验，检验对经典文

本的掌握情况。教师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日志和测验成绩了

解其学习状况，给出反馈，指导改进学习方法。接着在线下

课堂，教师组织一次专题研讨会，围绕“仁爱思想在现代社

会中的应用”讨论。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研究一个实际

案例，结合《论语》核心理念提出解决方案，每个小组要准

备详细报告并现场展示，教师和同学给评价和建议。教师通

过观察学生小组讨论表现、案例分析深度和报告质量，评估

其对经典理论的应用和团队合作能力。另外，教师还写详细

评价报告，反馈学生优点和改进建议，帮学生在后续学习中

进一步提高。这样多维度的评价，能让教师全面了解学生学

习效果，促进知识应用能力提升。

4.结语

国学经典课程线上和线下的深度融合，能提升国学经典

课程教师的改革意识和数字化水平，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学习效率，打破学习的时空限制，让学生在轻松活跃的学习

环境和氛围中开展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探索性

学习的能力，增强课堂互动，提升了学生对经典文化的理解

和应用能力。从《论语》等单元的讲授来看，混合式教学模

式在传统文化教育里是有效的。在未来，进一步优化混合式

教学策略，会有利于推动国学经典课程的创新发展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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