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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混合教学是把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在多种教学手段的支持下，采用最适宜的教学

方法的教学模式。而疫情作为“催化剂”更加速了各学科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推进。在线上教

学期间我无意中从多角度尝试了混合式教学，现将些许心得与大家交流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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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不止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也扰乱了我们正常的教学活动，但是聪明的教师们

是不会向“新冠”低头的。于是，自 2020 年的初春开始，我就两度华丽丽的从一名手执粉

笔站稳三尺讲台的老师转换成了一位手拿鼠标面对二十寸屏幕的“十八线女主播”。在经历

了几节“鲜花”“火箭”“666”…的网课之后，我渐渐的也摸索出了一些“门道”。现将这些心得

写出来与同仁们分享一下。 

一、“微”点名 

在传统教学方式（面对面教学）中，课前根本不需要清点人数。走进课堂老师扫一眼就

已“了然于心”。然而面对在线教学时，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统计上课人数、怎样第

一时间知道哪些学生不在线，然后及时提醒。我是以“腾讯课堂”为教学平台，最初几节课我

请学生提前五分钟以上上线，并请课代表帮忙一起统计人数，两个班近八十人，这真是一件

费时又费“眼”的工作，更关键的是常有遗漏且效率极低。无意间我受儿子“跆拳道社”微信

抢课报名的启发，开始采取“话题接龙式点名”，不想效果极好。我的具体做法就是： 

每节课我会提前一刻钟在腾讯课堂的“讨论区”发布一个课前讨论话题（其实就是一道简

单化学题）。然后请两个班的同学分别以接龙的形式在讨论区发言。 

例如，疫情期间家家户户都在抢购免洗洗手液，其中有一类就是含氯洗手液，我上网查

了一下，这种洗手液的主要杀菌成分就是苯扎氯铵或醋酸氯已定。于是灵机一动，在 3 月 9

日的课前就发布了这样一个讨论话题：某品牌免洗洗手液主要成分是醋酸氯已定，其化学式

为 C22H30Cl2N10·2(C2H4O2)。这是一种外用高效安全抗菌消毒剂，可以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先请同学们计算一下醋酸氯已定的摩尔质量。然后我在讨论区中看

到学生们这样留言： 

第一条：2 班：1、xxx（人名）265g/mol 

第二条：2 班：1、xxx（人名）265g/mol；2、xxx（人名）265g/mol 

第三条：2 班：1、xxx（人名）265g/mol；2、xxx（人名）265g/mol；3、xxx（人名）

265g/mol 

第四条：3 班：1、xxx（人名）265g/mo5g l 

第五条：3 班：1、xxx（人名）265g/mol；2、xxx（人名）265g/mol 

…… 

就这样我上课前只需要看看最后几条留言就知道已经有多少同学上线了，还有哪些同学



没有进入课堂。而且同学们很热情，有人做错了还会互相提醒指正。就这样我完美的将基础

练习巩固与课前点名结合在一起，这真是一举两得。更关键的是学生们对这个话题讨论的形

式很有兴趣。那节课后真的有学生找来家里的免洗洗手液拍照给我看，有效成分确实是醋酸

氯已定。还有同学和我讨论她家的免洗洗手液有效成分是苯扎氯铵，还有的是最常见的乙

醇……这些成分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优缺点。更有人自己按照我的模式自己编制了讨论话

题，问我可不可以课前在讨论区里与同学们交流。就这样我调动起了同学们在生活中寻找、

编制化学题的积极性，真正做到了化学源于生活。所以到了线上教学的中后期这个课前讨论

话题已经不再需要我来发布，而是学生们自主的轮流出题，而且乐此不疲！ 

二、“微”实验 

对于化学教学来说，实验教学是很重要也很有特色的一块。有多少学生就是先被化学实

验深深吸引而后爱上化学学习的啊。而线上教学就意味着所有的实验只能通过视频形式展示

给同学们看，这种不能亲身感受到化学反应的声、光、热……变化的实验，其实对学生而言

是大打折扣的。怎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实验教学呢，这又成为我做“女主播”后遇到的第二个难

题。酸碱盐的很多常规实验之前在学校都是作为课堂演示实验或者学生实验，让同学们切实

的感受到酸碱盐之间反应的产生气体、沉淀、放热、颜色等变化。而在线上教学中这些统统

都以视频、动画等形式取代，看不到学生兴奋的表情、听不到学生惊奇的欢呼整个课堂“褪

色”了很多。但观看了几节市教委组织优秀教师们录制的《空中课堂》课程后，很快我又有

了新的发现和想法。 

这里我先说说我对于《空中课堂》课程的使用。我并没有请学生直接观看，而是下载下

来我先看一遍，将视频剪辑切割开来融入我的课堂，由我一边讲一边按需配套播放给学生看。

在观看空中课堂时，我发现老师们教学真的非常精彩，而且配套了很多平时我们课堂中不做

的实验，例如利用热成像技术、传感器分析……这使得我一下子如获至宝，当我在教学中向

学生展示这些“高端”实验时，学生也很感兴趣。我这里截图几张热成像技术显示热量变化的

图片。 

浓硫酸脱水实验中热量变化 浓硫酸溶于水中热量变化 

以前对于浓硫酸入水后热量变化学生们只能靠摸一摸来感受，而且当我拿着仪器在班级

走一圈最后一排学生再摸时热量变化不要明显了。而视频中利用热成像技术，一下子让学生

“看到”了放热，这实在太形象了，也让学生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知识点。类似的实验在空中

课堂中还有很多，这就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的腾讯课堂，也开阔了我和学生的眼界！ 

在解决疫情中的化学课堂实验问题上，除了有效利用了《空中课堂》中实验视频外，我

和学生一起还意外的开发出了若干有趣的家庭小实验。 

例如，在讲解《酸》这部分内容时，涉及到酸碱与指示剂的相关知识，我突然想到了波



义尔不就是利用紫罗兰发明出石蕊试纸的吗。于是我发动学生在生活中寻找酸碱指示剂，然

后利用“腾讯课堂”、“晓黑板”、“微信”等平台进行交流，可以是视频、图片、甚至文字。于

是紫甘蓝、牵牛花、玫瑰花、咖喱……纷纷出现在了学生们的交流报告中。在自己的动手实

验和资料查询过程中，大大的加深了学生对酸碱指示剂的认知和对溶液酸碱性的掌握。 

还有一次，在讲解《盐》这部分内容中“焰色反应”时，课堂上我给学生播放了以前学生

在家里天然气灶上用食盐做的焰色反应的视频。不想这一操作又意外的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

用。接下来的两周中我看到了各种焰色反应视频。食盐就成为了最常见的“普货”，还有用妈

妈的花肥做的钾元素的焰色反应、杀虫剂做的铜元素的焰色反应、钙尔奇做出的钙元素的焰

色反应……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和探究能力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化学真的变得多姿多彩了！ 

 

学生自己利用食盐做的焰色反应 

看着学生们一次次的交流和反馈后我突然想到，我这样的形式不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技术学院的何克抗教授提出的“混合式教学”嘛。在课堂知识点教学中我不就是发挥了教师

引导、启发、监控的主导作用，而课后学生自主探究实验过程又充分体现了学生作为学习主

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三、“微”检测 

教学离不开成果检测，以往的面授课堂，作业和考试就是教师对教学成果有效地一种检

测手段。可是当面对线上授课时，作业通过图片传送是可以有效反馈的。可是，考试就存在

一定难度了。如何发卷？如何监考？等一些列问题再次考验了我们这些“女主播”。困难是打

不倒聪明的园丁们的。 

首先，我们备课组长借鉴其他组的经验，利用“问卷星”对客观题进行了检测，而且这些

习题的选项会随机变换位置。将链接作为一次作业通过 “晓黑板”发送给学生，学生们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问卷。最后系统会自动统计出各题的答题情况方便教师有效地评讲。  

我们并不满足于仅仅进行客观题的检测，经反复琢磨后，我们化学组在五月中旬又进行



了一次较为正式的在线测验。这次我在统一开考前五分钟将试卷上传至 “晓黑板”，并设定

好结束时拍照上传答题纸的时间节点，逾期将不能再上交答题纸。这样就有效地控制了每个

学生的答题时间。另外我用两台设备利用“腾讯会议”对两个班分两个考场进行实时监考（因

为腾讯会议开摄像头的数目是有上限的）。会议号我提前一天就发给了学生们，他们考试当

天提前设置好了摄像头（主要对着手和试卷）。一次线上考试就这样顺利的完成了。后来复

学后又进行过几次检测，发现这个在线测验成绩还是很具有可信性的。 

短短三个月的线上授课，在全化学组老师的通力合作下完美的画上了句号。然而在这三

个月中，我却学习到了很多，深深地意识到这种混合式教学的优势所在。虽然“女主播”的

日子结束了，但是这种混合式教学的才刚刚开始。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更多的尝试各种教学

模式，微课程、翻转课堂……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充分的发挥出来，让我们的化学学习真正

深入生活、深入学生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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