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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Exploration of the blending teaching model of online and offline lies in committ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tudent-
centered" in all aspects including curriculum objective setting, teaching document design and writing, teaching resource use,
teaching process design, and evalu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through which students can be motivated, understood, inspired, guided
and perfected. The course of Pharmaceutical Bontany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tents, with online and offline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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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袁中医药院校的课程教学主要采用

野以教材为中心袁以教师为中心袁以教室为中心冶的传

统模式遥这种模式有利于课程系统和知识连贯袁有利

于学生系统掌握教材基础知识袁教学中袁教师与学生

面对面袁有利于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遥但也存在教学

形式尧教学环境尧考核体系单一袁学生学习主动性缺

乏尧探究意识不强袁学习效果无法实时跟踪袁受众面

窄等诸多弊端遥
近年来袁随着技术发展和教学改革的深入袁线上

课程也日渐进入高校课堂遥 线上教学强调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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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动性袁具有不受时空限制尧可重复学习尧受众面

宽的优点袁是打造终身学习系统和开展个性化教育

的重要教学形式和途径[1]遥 但线上教学也存在网络

要求高尧知识碎片化等缺点遥 线上线下教学各具独

特优势袁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袁使两者优势互补袁才
能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2]袁因而混合式教学成为了

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教学模式[3]遥
探究传统教学模式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的差别袁其核心在于中心的转变袁后者更突出以学生

为中心遥 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教学模式主要体现在以

学生发展为中心尧以学生学习为中心尧以学生参与为

中心尧以学习效果为中心[4-5]袁其需要通过教师来推

动[6]遥 教师通过相关教学活动的实施袁充分挖掘学生

潜能尧促进学生发展曰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尧自主学习

和终生学习的能力曰关注学习全过程袁建立及时有效

的效果反馈机制并反哺于教学遥 药用植物学是我校

中药学尧中药资源与开发和药学等专业重要的专业

基础课程袁针对药用植物学课程知识点繁多尧实践性

很强的特点袁基于野以学生为中心冶袁以线上线下的方

式建构新的课程建设模式袁不啻为实现其课程改革

的一种新视角遥
1 课程目标院学生的驱动与生成

1.1 目标设定的驱动性

课程目标是专业目标的一部分袁课程目标应契

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支持专业目标的实现遥 以中

药学专业为例袁其要求学生掌握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尧
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袁注重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尧社会

服务能力尧自主学习能力尧终生学习能力尧科研思维

能力尧中医药思维能力的培养遥
基于此袁本团队从知识尧能力和素质 3 个方面设

置具体课程目标以驱动学生学习遥 渊1冤知识目标院通
过药用植物内部构造尧外部形态和分类鉴定知识的

学习袁掌握药用植物基本理论尧基本知识尧科属基本

特征及物种鉴定方法曰通过药用植物生长发育尧品质

形成尧新资源开发利用等知识的介绍学习袁熟悉药用

植物品质形成影响因素及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袁了解

药用植物学科发展动态遥 渊2冤能力目标院通过药用植

物实验生物绘图袁培养独立绘制墨线图的能力曰通过

布置线上课前预习尧课后作业尧课后实践等袁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尧终生学习的能力曰通过学习物种间的亲

缘关系推断药用植物形态尧化学成分与药性的相关

性袁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推断能力曰通过学科前沿研

究热点引导学生联系实际袁培养学生科研思维和创

新能力曰通过利用分类鉴定知识参与社会服务袁培养

学生创业能力遥 渊3冤素质目标院通过理论知识学习拓

展到医药学家尧中药材的历史及开发前景袁增强中医

药文化自信和专业自信袁培养中医药思维袁激发对植

物药认识和研究的热情和兴趣曰通过课程实验和野

外实践渊野外采药尧基原鉴定尧标本制作等冤袁增强学

生克服困难的意志袁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和积

极向上的学习习惯遥
1.2 质量标准的生成性

我校药用植物学是一门理论性尧实践性和应用

性都非常强的课程袁本课程在设定目标时对标金课

质量标准袁体现野两性一度冶遥 渊1冤课程目标需融合现

实产业需求袁教师在药用植物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将

理论尧实验尧实践与社会服务渊如中药资源普查尧药用

植物基原鉴定等冤相融合袁切实培养学生应用知识解

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思维袁体现课程高阶性遥
渊2冤本团队将分子鉴定方法尧APG 分类系统等相关研

究热点和前沿技术融入教学内容袁充分体现教学内

容的深度尧广度和难度袁紧跟时代学科前沿曰教学野以
学生为中心冶袁通过线上线下融合袁打造学生个性化

学习模式袁体现课程的创新性遥 渊3冤教学内容联系相

关科学研究进展渊如药用植物品质形成的相关影响

因素及机制袁药用植物指标成分生物合成途径分子

机制尧合成生物学等冤袁基于学科前沿研究热点布置

开放性综述作业袁并开展学生自评尧学生互评及教师

评价袁体现课程的挑战度遥
2 设计实施院学生的理解与激发

2.1 理解学生院教学文案的设计

好的教学文案设计是打造野金课冶的前提遥 衡量

教学文案好坏的标准应是学生的学习效果遥 在理解

学生的基础上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袁将学生被动

接受知识转化为学生主动学习[7]遥 同时袁文案设计过

程中教学团队不仅要总结自己的经验袁还需要进一

步参考其他兄弟院校教学团队的相关先进经验以及

查阅学科新进展[8]遥
教学文案设计时袁教学目标应明确包括知识目

标尧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曰教学内容包括新课内容尧
总结尧作业尧重点和难点曰线上线下学时分配应合理袁
针对前期线上教学效果袁本团队将线上课时设置为

30%曰根据学情分析和教学预测袁设计教学策略及重

渊难冤点的教学方法与解决措施曰分享学习资源渊中国

大学慕课资源袁中国植物志公众号袁花伴侣尧形色等

软件冤曰根据教学重渊难冤点设计教学互动环节和课外

自主学习袁中医药院校的药用植物学课程还应体现

中医药思维遥 教学实施后应定期进行教学测量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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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尧教学反思与改进袁为金课的建设实施提供保障遥
2.2 成就学生院线上教学资源运用

线上教学资源的建设和使用袁能为学生随时随

地自主学习和巩固相关课程知识提供保障遥
2.2.1 视频资源建设 本团队除了给学生推荐课程

内容相关的网站尧公众号尧软件以外袁为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巩固基础知识袁拓展学科前沿袁本团队还

以知识点为单位录制了数量较多的课程视频遥 依托

野长江雨课堂冶完成了中药学专业药用植物学整门课

程的理论教学实录袁时长达 1920 分钟遥 疫情期间袁
课程团队还依托野学银在线冶药用植物学线上课程资

源在学习通平台进行了示范包建课袁课程内容包括

在线授课视频尧非视频资源尧习题等遥
课程视频通过了精心的设计组织袁确保内容准

确尧可读性强袁学生兴趣度高遥 渊1冤注重课前导入袁如
野花序冶知识点以野无花果是不是不开花就结果钥 冶导
入袁通过提问快速吸引学生进入主题遥渊2冤精炼内容袁
一般每个视频涉及知识点 8~10 分钟袁保证学生学

习效率遥 渊3冤突出重点袁如野花序冶基于野定义尧类型冶
两部分内容展开袁其中野类型冶为重点遥渊4冤丰富素材袁
知识点讲述时配套有丰富的尧多角度的相关药用

植物图片袁加强学生感性认识袁帮助理论知识的认

知转化遥 渊5冤善用总结归纳袁教学设计过程引领学生

注重观察事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进行总结归纳袁
以促进知识的内化袁如通过总状花序直接或间接衍

生出所有无限花序类型袁并由此总结阐述无限花序

又称总状花序遥 渊6冤提出思考袁引导探究袁片尾留下

思考题袁引导学生主动探索遥 渊7冤融入思政教育袁结
合无花果的特点引领学生做人也要像无花果一样袁
内化于心袁实而不华遥
2.2.2 思维导图的构建 药用植物学课程知识点

多尧难以记忆袁学生融会贯通知识点的能力不强袁仅
通过传统线下教学达不到培养学生系统思维尧逻辑

思维袁熟练掌握中药相关基础知识的人才培养目标遥
为提升教学效果袁达成教学目标袁课程团队制作了药

用植物学课程思维导图作为线上资源供学生参考遥
思维导图可将主题置于中央袁并以此为放射主节点袁
发射多条曲线袁曲线末端为与主题关联的次节点袁每
一个次节点又是下一级中心主题袁再向外发散引出

更多节点等[9-10]遥其可将零散知识点系统化尧网络化袁
以解决野知识孤岛冶的连通问题袁进而培养学生的系

统思维和逻辑思维袁巩固学习效果遥 但是袁思维导图

也存在知识点少尧数据源单一尧知识点间关系模糊等

不足袁导致在知识检索尧融会贯通等方面实用性较

差曰针对这一问题袁本团队建立了课程知识图谱袁以

期在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的同时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动力和学习兴趣袁进而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遥
2.3 激发学生院教学过程设计

本课程团队基于野以学生为中心冶教育理论袁
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尧教室尧药植园等教学平台进行

了药用植物学线上线下教学过程设计袁包括课前准

备尧课中互动尧课后巩固 3 个环节遥
课前布置学习任务遥 建构主义心理学的核心思

想认为袁大学教学就是帮助学生在头脑中构建专业认

知模型袁学生只能自己构建此模型袁老师只是帮助者[11]遥
想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袁就要给其一定的挑战遥
基于此袁药用植物学课程课前依托学习通尧雨课堂尧
智慧树等线上平台给学生布置线上自学任务袁学生

通过观看相关视频尧阅读相关文献袁发现问题尧提出

问题并完成预习任务点袁激发学生学习动机袁以便更

好地融入线下课堂学习遥
课中精心设计组织遥研究发现袁讲课方式下学生

有效专注力持续时间为 6~12 分钟袁其后其注意力

急剧下降[12]遥 我校每课时 40 分钟袁中药专业药用植

物学理论课一般为 3 学时连上袁共达 120分钟袁因此袁
通过教学过程设计让学生注意力持续保持在最佳

状态是保障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遥 把课程内容分割

成小段尧及时变换教学组织形式袁让学生大脑皮质轮

换休息袁为一有效的教学方法[12]遥 基于此袁药用植物

学线下课堂教学中袁本团队设计多种教学活动袁引入

多种教学方法袁让课堂教学呈现一定节奏袁以保障教

学效果遥 基于药用植物学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袁教
师带植物标本实物进课堂袁在增加课堂趣味性的同

时让抽象学习变具体袁以推进学生对知识的认识尧
理解和掌握曰线上学习平台发布课前测了解学生预

习成效曰基于疑难知识点开展课中讨论或辩论袁引领

学生思考袁培养其思维能力曰基于重要尧疑难知识点

开展翻转课堂等高阶教学活动[13]袁提高学生制作PPT尧
总结归纳知识及自主深入探索学习的能力曰教师对

课中学生参与的教学活动进行点评讲解袁让学生活

动得以及时反馈袁以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曰学习平

台发布课中测尧收集学生知识疑点和难点袁便于教师

实时掌握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尧了解学生知识盲

区袁并及时调整教学进度袁提升教学效果遥
课后注重实践应用遥野密集写作冶是乔治窑库总结

的十大美国优秀本科教学经验之一[11]遥 大学课程都

应把专业语言和交流作为培养大学生专业能力的重

要方法袁其可通过阅读尧讨论尧写作尧报告尧辩论等方

法来实现[11]遥 除课堂教学中的讨论尧辩论外袁药用植

物学课程课后布置了线上作业和课后实践遥 线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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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包括习题渊课程内容重难点冤尧综述渊学科相关科学

前研热点冤尧调研报告渊调研相关产业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原因冤等袁其中调研报告以小组形式实施袁通过

小组合作促进学生学习和社会发展[14]遥 花草树木都

是药用植物学课程的研究对象袁基于其实践性强尧研
究对象在校园易寻的特点袁课后给学生布置药植园

观察植物外部形态及生长特性的实践作业袁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机和探索精神遥 部分科研兴趣浓厚的学

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课程团队老师承担的相关科学

研究和社会服务袁及时将理论转化为应用知识遥
2.4 多元评价院学生的完善与引领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评价手段较单一袁多以终结

性评价为主袁学生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培养袁课程目标

难以实现遥 为充分反映学生课程学习过程中每个阶

段的实时学习状态袁引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袁切实

培养学生能力遥 课程团队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理论

构建了线上线下药用植物学课程多元评价体系袁包
括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部分遥

过程性评价占比 40%袁包括线上视频资源学

习尧出勤尧平时作业尧章节测验尧阶段检测尧主题讨论尧
小组互评尧综述尧调研报告尧翻转课堂等曰线上平台开

展过程性评价教学活动优势明显袁能实现教学活动

实时留痕袁教学活动可全程追溯袁电子化作业资料方

便随时随地查阅使用袁相关过程性评价教学活动均

可以通过线上学习平台实施或记录曰过程性评价既

能督促学生实时掌握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而开展个性

化学习袁又能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袁还能

促进教师开展教学反思袁为教学改革研究提供丰富

的教学资料曰过程性教学评价非常重要袁它可以帮助

教师更好地掌握学习者的表现袁也可反哺促进教师

教学袁改善教学质量进而提升学习成果遥 终结性评

价为期末闭卷考试袁占 60%袁对照金课标准袁适当增

加了综合性试题比例以提高试题的挑战度袁达到野以
考促学冶的效果遥
3 结语

本研究把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理论贯穿课程实施全

过程袁对标金课野两性一度冶标准袁以药用植物学课程

为例探讨了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遥 教师从专业

建设目标及学生的问题出发设置教学目标尧组织课

程内容袁基于学情背景系统进行教学文案设计袁积极

推动线上资源建设袁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袁精心组织教

学活动尧设计评价体系引领学生袁及时进行反思并反

哺教学遥

野以学生为中心冶的理论维度与实践模式的药用

植物学混合式金课自实施以来袁得到了三方的成效

反馈院其一袁教学团队教师线上尧线下教学过程均获

得学校教学督导组及同行的充分肯定袁评价等级均

为 A 等曰其二袁对传统线下教学与混合式教学班级

的课程成绩进行了比较分析袁发现混合式教学班级

整体优秀率和及格率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班曰其三袁混
合式课程教学获得学生的肯定和好评遥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常态化后袁如何让课

程野保鲜冶成了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遥 后续课程建

设和教学过程中袁药用植物学课程教学团队会不断

改进教学设计尧更新教学活动尧加强教学资源和 AI
课程建设袁通过相关教学过程的实施袁以培养野会学

习尧会思考尧能解决问题尧有创造创新能力冶的知识尧
能力尧素质协同发展的综合性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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