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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mobile Internet and other 
technologies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higher education. The original single 
way to receive knowledge and only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have limited the way and scene of 
students' knowledge acquisition.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 is "learner-centered" and aims to realize 
students' in-depth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through "pre-class, in-class, after-class" and "online + 
offline" teaching. Through the rain classroom platform,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WeChat 
marketing and operation" blended learning mod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mode and method of 
"pre-class, in-class, after-class" mixed teach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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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高等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

原有的单一的知识接收途径和仅在课堂的教学模式限制了学生知识获取的途径和场景。混合

式教学模式“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课前、课中、课后”和“线上 + 线下”的教学，以

期实现学生的深度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本文通过雨课堂平台，以“微信营销与运营”课程混

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为例，探索“课前、课中、课后”混合式教学构建的模式和方法。 

1．引言 

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了教学环境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在线学习、移动学习、MOOC 学习和

混合式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的涌现对传统教学产生了冲击，迫使教育工作者思考并改进现有

的教学方式。在此背景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理念受到了国内外教育界的关

注和研究。混合式教学是师生面对面的教学与在线教学活动和任务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相较

于传统的课堂教学和在线教学，“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方式既能够满足面对面授课时

的师生情感交流，又可以引入线上教学生成的数据，作出实时反馈，方便师生及时调整改进

自己的教学活动和学习任务。同时，基于“雨课堂”平台，可以设置“课前、课中、课后”

不同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安排，从而促使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和个性化学习。 

2．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是一种“线上”+“线下”的新型教学模式。“线上”教学是整个教学过程中

的必备活动，不是辅助教学手段或锦上添花。“线下”教学是“线上”的学习情况的补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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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也不是照搬传统课堂教学活动。通过在线学习与面对面教学这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有

机结合，可以把当前信息化教育与传统教学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使学习者由浅层次

向深度学习过渡。 

“雨课堂”是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联合研发的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智慧教

学 APP 软件，它将 PPT、智能手机、微信、MOOC、微课等融为一体，目的是通过“线上”学

习全面提升课堂教学，增加师生互动，使教学过程更为便捷。 

混合式教学中，技术手段要为达成教学目标服务，要“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线上”

+“线下”的课程资源、课程教学，在“课前、课中、课后”全流程中进行教学，而不仅仅是

课堂的阶段；并针对不同基础和学习效果的学生设置不同的教学资源和教学设计。同时，线

上和线下的学习情况都要统计在最终的成绩中，以便保证学生“课前、课中、课后”各阶段

的学习效果。 

3．《微信营销与运营》课程简介 

《微信营销与运营》课程紧跟移动互联网的热点，充分顺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根据企业对电商运营人才素质与能力的需求和电子商务专业培养方案，《微信营销与运营》

课程系统地介绍微信营销与运营需具备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通过学习该课程，使学生掌

握微信营销与运营的概念、价值和特征，全面认识微信营销，能够熟悉微信公众号的运营策

略、技巧和手法，并了解微信运营的整个运营框架体系。 

由学生组成微信公众号运营团队，通过对微信公众号的策划和运营过程，理解、掌握和

运用微信营销和运营的知识技能；教学内容包括微信营销与运营概述、微信公众号市场调研、

微信公众平台介绍与基础操作、微信公众账号的规划策略、撰写微信公众号内容撰写、微信

公众号图片处理技能、微信公众号排版、微信公众号的推广；同时选取真实项目背景进行练

习、课前微课/案例/网络等资源预习、课堂讲授、企业导师培训、实际项目参观、练习教学、

小组讨论、课后任务驱动、课后微课复习巩固、合作学习等教学方法以达到教学最佳效果。 

课程为学生提供了立体丰富的图文视频案例库、参考书籍、互联网学习资料，并通过平

时课堂测验、形成性考核和大作业来考核学生是否达到教学要求，并通过雨课堂的使用、学

生访谈、调查问卷、成绩分析等手段进行项目学习效果的跟进与评估。 

4．基于“雨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基于混合式教育教学基本思想，《微信营销与运营》课程准备线上线下的课程资源、设

置线上线下，课前课中课后的课程活动，通过“雨课堂”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的发布、学生网

络使用行为数据的收集、部分评测的实施、与学生课后的线上互动。 

4.1  明确课程预期学习效果 

根据TOPCARES-CDIO基本理念方法，从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三个方面设置预期学习效果。

其中知识目标包括掌握微信营销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理解微信营销的内涵、掌握公众号的定

位策略、选题方法，制定内容策略；能力目标包括综合运用优质文案产出的核心方法进行文

案的写作、运用图片资源网站搜集素材，运用PPT、PS等软件对微信图片进行处理，熟练操作

排版的工具、熟悉排版的基本原则、能够排出精美的微信图文页面，运用新媒体推广的方法

和技巧、掌握为微信公众平台增加粉丝的方法；素质目标包括能够追踪新媒体营销发展动态，

善于学习电商新理论与新知识，具有自我完善的学习欲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4.2  教学资源准备 

课程的教学资源包括导学、课程标准、教学日历、教学课件、教案、教学案例、教学微

视频、考核材料、实践资源、文献资源等。将以上资源分单元拆分，并根据每节课的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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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中、课后分别明确不同阶段，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课程资源、学习要求和对应的资源。将

这些资源上传到“雨课堂”平台，学生可以加入班级浏览这些资源。 
以导学为例，内容包括学习目标，课程内容，学习方法，课前、课中、课后的学习路径，

考核要求，参考资料等内容。学生需要先看导学，明确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等，并了解教学

资源该如何使用。 

4.3  教学过程设计 

4.3.1 课前——预习+明确学习目标 
在上课前将课程导学、教学课件、教学案例、教学微视频等教学资源提交到“雨课堂”

平台；在课程导学中明确学习目标为掌握微信公众号的定位策略、选题方法，制定内容策略、

掌握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与推送策略；课程内容包括用3C理论制定公众号运营战略，清晰定位、

建立公众号的识别系统，拓展选题思路的内容管理树；学生可以在课前了解课程的目标和教

学内容。 

同时在课前需要学生观看10分钟的微课，要求理解并记忆3C理论的内涵；告知学生在上

课时会先对大家观看微课的成果进行测验，并将此成绩记录要形成性成绩中，以便了解学生

线上资源的使用情况。 

4.3.2 课中——测试+知识讲授+案例分享+学生实操 
课中会先进行课堂前测，通过“雨课堂”平台的试卷发布功能，编辑与课前微课内容相

关的试题，学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登陆“雨课堂”，加入班级，查看试题。试题答完上传后，

系统会自动对学生的答题情况进行实时评测，教师能即时查看测试报告，包括答题的学生数、

总分分布、具体每个学生都答了多少分、每道题的平均分等信息。 
在接下来的知识讲授阶段，教师会针对学生普遍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做重点讲解，对个别

同学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可以在课后单独辅导。知识讲授结合案例分析进行，学生可以通过“雨

课堂”的弹幕功能，对自己没有掌握的内容留言；然后让学生通过小组的形式分析一个微信

公众号的战略和策划，并完成微信公众号规划画布。画布包括公众号基本信息、用户分析、

定位、页面规划、CIS系统等内容，学生这些内容填写在打印出来的微信公众号规划画布中。 
4.3.3 课后——拓展学习+复习巩固+作业点评 

课后会在“雨课堂”平台发布单元作业、拓展学习资料及掌握要求等内容。学生可以通

过系统提交作业，教师也能实时查看作业完成情况；另外，要对拓展学习资料进行分类，包

括所有学生和学有余力的学生要看的内容。可以通过“雨课堂”平台中的私信功能实现教师

与学生的一对一线上沟通，学生如果有问题可以在课后线上对老师提问，老师也可以对学生

作业或课堂表现进行点评。   

5．结束语 

混合式教育能够把传统教学方式和在线学习的优势进行深度融合，更好地体现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借助教师提供的“雨课堂”平台和

教学资源，设置“课前、课中、课后”和“线上 + 线下”的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学生可以

摆脱单一学习模式，自主选择学习方式进行混合式学习，能够在多次学习实践中找到规律，

发现适合自己的最为简单、直接和专注的学习模式，从而达到个性化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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