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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bs the mainstream teaching modes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and project-based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framework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project run through hybrid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formatization of financial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cluding new ideas and new contents such as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en ring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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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主流教学模式，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和项目式教学模式，构建了高职院校财经专业

课程信息化条件下“项目贯领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框架体系和实施路径，包括“理实融嵌”“十环

循进”等新思路和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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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主流教学模式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教育信

息化十年规划》都明确提出“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

代化”。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

教授理论要点，演示实践操作，学生更多地是作为倾听

者参与教学活动，这限制了学生的发散思维和批判思维，

更不益于其思想政治品质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形成与发

展。目前，国内外流行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以下十余种（图

1），其中六种均依靠信息化技术加以实现，可见，依靠

信息化进行教学改革是潮流趋势。这些教学模式因应大

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新发展，

构建了以生为本的全新教育生态，不仅可以实现传统教

学模式对学生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职业素质培养的目

标，而且有助于形成学生的思政品质和创新创业能力。 

表 1 目前流行的主要教学模式及其特点 

教学模式` 特点 学习环境 

WebQuest 教学模

式 
专题探究 、网络学习 

信息化 

基于资源的主题

教学模式 

资源利用、主题研究，

合作学习 

基于网络协作学

习的教学模式 
自主探究、协助学习 

电子学档教学模

式 
电子学档、学为中心 

项目式教学模式 
工学结合、任务驱动，

项目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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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模式 线上线下、以生为本 

案例学习教学模

式 
案例驱动、课堂讨论  

情景化教学模式 问题情境、自主探究  

基于多元智能的

个性化教学模式 
多元智能、个性学习  

概念地图教学模

式 
自主学习、协作学习  

问题式教学模式 
问题驱动、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 
 

截至 2020 年 6 月，在“中国知网”，对六种信息化

条件下的教学模式进行模糊检索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国

内比较流行的信息化条件下教学模式主要是混合式教学

模式和项目式教学模式，占到 95%以上。从研究情况分析，

这两种教学模式不是完全隔离的，而是可以有机结合的，

有 10 余篇文章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性研究，如胡江伟

（2017），徐素莉、高宏峰、马华红、沈森（2018），

刘慧贤、李争、赵宇洋（2019）。这些文章多以某一课

程为例进行教学改革，没有提出普及应用的框架体系，

而这一问题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现有研究

的重点放在“项目驱动”层面，而本文的研究则是实现

混合式教学模式与项目式教学模式的深层次嵌融，以

“项目”贯通引领整个教学活动。校企合作不能浮于表

面，本文还研究了校企双向合作在“项目贯领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中具体应用实施的路径，特有地提出了“理

实嵌融”、“十环循进”等信息化条件下混合式教学改

革的新内容和新思路。 

2. 混合式教学模式和项目式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模式（Blended Learning，BL），是企

业培训领域运用的一种教学模式，2013 年之后在各类学

校中得到普及应用。混合式教学模式以学生为教学活动

的主体，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

结合，将学生的学习从“课上”延伸至“课下”，有效

提高了学习效果。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运用中，教师开

发一定数量的教学资源，根据学情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

段设计教学活动，通过“混合”对学生正确的指导、引

导和辅导，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在这一教学模式中，

知识传授由教师灌输变为学生情境任务的自主探索、教

学场所由单一教室变为无限时空、教学过程由单向互动

传为多元合作，不仅发挥了教师对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

而且激发了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创新。 

项目式教学模式（Project Based Learning，PBL），

源于 John Dewey 的“做中学”实践性教学模式，由

Kilpatrick 正式提出，强调新知识来自于实践。项目式

教学模式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有效结合，以（实际）

工作为对象，将工作分解为若干个“项目”，围绕“项

目”为学生创设各种工作情境（任务）。这一教学模式，

改变了教师为教学活动主体的地位，师生和生生交流研

讨，共同合作解决每个“项目”中的各项任务，教师以

引导为主，学生开展主动地探究性学习。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混合式教学模式与

项目式教学模式之间存在共性，又有各自的特性，可

以通过设计实现二者的深度有机融合，构建信息化条

件下“项目贯领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表 2 混合式教学模式和项目式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模式 项目式教学模式 

共

性 

借助信息化手段、以学生为教学活动主

体、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个

性 

课程教学划分为课

前、课中和课后三

个阶段，课前和课

后是线上学习、课

中为线下学习 

课程教学按实际工

作过程重构，划分为

若干个“项目”，按

“项目-任务”进行

碎片化分解 

融

合 

在课前和课后设计项目教学内容，从而将

以课中为主的项目式教学模式延伸至混

合式教学模式的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

段，实现“项目”贯穿引领整个混合式教

学过程的目的。 

3. “项目贯领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框架

体系和实施路径 

笔者系统梳理财经专业群的课程体系，将其归纳

为“基础课”“专业课”“专业拓展课”，按照课程

特色设计其混合式教学改革流程。根据多年课程教学

实践，凝炼为“工作流程式”“应用式”“分类式”

三类，构建横纵交叉的矩阵式混合教学模式改革体系。

从矩阵式改革体系中，遴选《企业经营管理沙盘》《财

务报表分析》《保险实务》进行 2 轮教学模式改革试

点，归纳总结出了适用于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课程的

“项目贯领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框架体系和实施路

径。 

 
图 1 归纳总结的财经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种范

式 

3.1 “项目贯领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框架
体系 

信息化条件下，“项目贯领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将课程按一定标准（如工作流程）划分为若干个项目，

每一个项目又细分为多个任务，对每一个任务按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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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中和课后进行线上和线下设计，并在每一个项目的全

部任务学习完后，设计线上的提升学习。 

 
图 2  “项目贯领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框架体系 

3.2 “项目贯领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路
径 

实施“项目贯领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前提是教师

对所授课程的知识体系非常熟悉，按一定的标准将课程

划分为若干个项目。 

1.对每一个项目，教师首先要进行整体教学设计，

分析可以通过几个任务完成其学习，构思学生线上学习

的内容和线下师生或生生合作的环节。 

2.对每个任务，在学生学习之前，教师设计问卷开

展学习情况摸底调查，掌握学生对该任务的了解情况和

熟悉程度，尤其是在多个任务前后衔接的情况下，以便

教师把握线上和线下教学内容的深浅，这也给教师提出

了高要求，每学期都要根据学情进行教学设计的调整，

因而，这是一种动态的教学模式。 

3.为完成任务的学习，教师需要细化任务，将每一

个任务分为若干个知识点，绘制知识点的思维导图，便

于学生对其形成清晰的概念。划分知识点的方式有多种，

在“项目贯领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中，采用了按理论知

识和实践技能相结合的方式组成知识点。 

3.对每个知识点的学习，包括十个环节，称之为“十

环循进”。 

（1）“发布任务”、“微课视频”和“在线自测”

是课前线上自学的三环。 

“发布任务”环节是任务学习的起点，教师在网络

教学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单”，包括而不限于：任务名

称、任务内容、学习目标（知识、能力和素质）及重难

点、学习活动（学习步骤和方式、学习资源）等。 

“微课视频”环节是课前自学的关键，录制的视频

应形式多样，不仅包括理论讲解，而且也要涉及实操演

示，为“随堂实训”环节奠定基础。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最好是双屏或以课件为主录屏，不要单独放课件到平台，

因为课件内容比较精练，学生不易理解，甚至可能产

生理解偏差。 

“在线自测”环节是学生课前学习成果的检测，

教师根据微课视频的讲解内容，设计一定数量精而简

的客观题（单选、多选和判断），题目答案确定而且

学生可以在视频学习过程中能够直接找到，这样便于

根据学生成绩判断其自学微课视频的效果。网络教学

平台支持的情况下，最好是同步自测，即在学生观看

视频的情况下，自动跳出测试题目。 

“思政一刻”“答疑解惑”、“教学案例”和

“随堂实训”是课中线下教学的四环。 

“思政一刻”环节是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结

合，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于专业知识传授和能

力素质的培养中，助力学生形成高尚的思想品德。在

课程思政内容设计上，建议教师自然导入，切莫生插、

硬搬，而是在专业课程的内容中自然而然插入思政知

识点，引起学生的共鸣，点燃学生的理想和梦想。 

“答疑讨论”环节利用头脑风暴（ Brain 

Storming），师生、生生共同争辩、讨论交流任务学

习中存在疑惑的地方。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并不是旁

观者，负责带动节奏，抛砖引玉，鼓励学生大胆提问，

待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之后，教师还需要从多视

角引领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引导学生自己归纳总结

出疑点的合理结论。 

“教学案例”环节则是向学生展示所学习的知识

点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使学生形成直观、立体的认

知，知道如何在真实的情境中解决任务。这一环节的

实现，离不开校企合作，可以由企业向学校提供资料，

教师整理形成教学素材。 

“随堂实训”环节是实现“理实一体、虚实结

合”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解决了多数财经类专业课

程理论与实践分离的状况，搭建实训课与理实一体课

的矩阵课程体系，既解决了理论课与实训课之间的理

实一体搭配问题，又解决了课内理实一体项目分离的

问题。按此设计，可以把之前单独设立的实训课时合

并进来，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在线下课堂同步进行，

这样的效果远胜于单独实训。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自

行开发原创的虚拟仿真教学软件或网络实训平台，配

合这一环节的教学。 

（3）“课后作业”、“第二讲堂”和“学情反

馈”是课后线上教学的三环。 

“课后作业”环节是学生归纳梳理所学知识、提

升理解认识的一种重要方式，虽是传统的学习方式，

但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师根据所学内容，设置合理的、

适宜的作业，可以案例分析题为主。 

“第二讲堂”环节需要借助校企合作，以任课教

师、企业专家或毕业生谈“知识点”的形式，拓展已

学内容。不同于“教学案例”环节，这一环节是学生

与教师、企业专家或毕业生的直接在线交流，企业专

家或毕业生也可以抛出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让学生

帮忙解决，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学情反馈”环节是“十环循进”的最后一环，

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环。教师要在任务学习完成的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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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根据网络教学平台的统计情况，分析每个学生对任

务的掌握程度，这样才能有目的的去设计下一学习任务，

特别是在学生没有完成掌握的情况下，适当补充学习内

容。 

“十环循进”的各个环节是环环相扣、循次而进的，

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模式。根据三门课程的 2 轮实验，这

十个环节的教学资源是课程建设的基本资源，是完成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必备的资源。依据这一教学模式，笔

者所在课程团队也先后建成了三门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和

三本与之匹配的教材。 

4.在一个项目的全部任务完成之后，有余力的同学

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项目提升”部分的学习，

包括单元测试（项目理论知识测试）、单元作业（项目

完整技能实训）和项目小结（项目要点归纳整理）等内

容，“温故而知新”，使学生养成的良好归纳总结习惯，

更为扎实地学习好每一个项目。 

4. 结论 

“项目贯领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笔者进行的一场

教学改革探索，将项目式教学模式中以课中为主的“项

目”教学延伸至课前和课后，贯穿引领整个教学活动，

配以线上和线下活动，实现了混合式教学模式和项目式

教学模式的有机深度融合。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凝练

了“理实嵌融”、“十环循进”的特色，将财经类专业

课程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合为一体、企业专家和有创

新创业经验的毕业生更深层次地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

这是一种动态的教学模式，需要教师结合学生的学情即

时进行教学调整的模式。当然，这一教学模式的实施，

需要学校有较为宽裕的一体化实训教室，或者学生可以

自带笔记本电脑，分组合作完成课下的随堂实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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