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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于雨课堂学习平台，借助于大语言模型，针对“线性代数”课程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

研究。采用“互联网 + 教育”新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雨课堂的线上教学优势。教学实施策略分为三个

阶段：课前学生自主学习、课堂教师引导分组探讨、课后完成Project与总结。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协作共进、探究探索的科研精神。为新时代摸索出一条实践

性强、效果好的适应时代发展的教育教学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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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ain Classroom learning platform, utiliz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conduct research about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practices for the “Linear Algebra” course. 
It adopts the new educational model of “Internet + Education” and fully leverages the advantages of 
Rain Classroom’s online teaching. The teaching strategy is implemented in three stage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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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ous learning before class, teacher-guided group discussions during class, and completion 
of projects and summaries after class. This approach effectively stimulates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fosters their curiosity, and cultivates a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exploration. It explores a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new educational model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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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品质和

学习内驱力，2018 年宁夏正式启动“互联网 + 教育”示范区建设。目前，发展出各种线上学习平台，比

如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终身教育平台、中国大学 MOOC (慕课)、学堂在线、超星尔雅、爱课程、

B 站等。这些平台上储存大量的国家级视频课程等优质资源，新的教育模式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教学资源，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科技手段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教学手

段和方式也应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时俱进，借助于移动互联网和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提高教学效果，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刻不容缓。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单独的输出方，学生是被动的接

受方，完全不能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学

习兴趣和内驱力才是持续不断主动学习的发动机，如何充分调动学生的自由、自主探索学习是当前面临

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因为缺少高效率的、多方式的学习途径，所以学生学习兴趣和

效果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教育行业必须跟上时

代的步伐，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极高生产力的生产工具，来激发学生的自主创造力、

自主学习力、科研探索力，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内驱力。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改革，探索

新时代背景下适应新环境的高效的教育模式[1]，以期望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加

优秀的接班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下，教育不应只是停留在教室里面，更应该存在于教室之外，互联

网之上！本文立足于雨课堂平台，对“线性代数”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同时还引入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辅助学生理解线性代数的知识，跟上时代的脚步，利用高效的生产工具提高学

习效率。 
线性代数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向量空间、线性映射和矩阵等代数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数学理论。

线性代数在数学、物理、工程、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它是许多高级数学课程的基础，并

为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数学工具。 
线性代数有诸多应用：(1) 在科学和工程上，线性代数广泛应用于科学和工程领域[2] [3]，包括物理

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例如，在计算机图形学中，矩阵和向量用于描述和操作图像，如转

换、投影和变换等；在工程中，线性代数用于建模和求解电路问题；在计算物理中，求解微扰方程实际

上是在求解本征值问题。(2) 在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中的应用[4]，线性代数是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的基

础之一。例如，在机器学习中，矩阵和向量用于表示数据和模型参数，线性代数的技巧和方法用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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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问题和分类等任务，矩阵分解技术如奇异值分解(SVD)被用于数据压缩和降维；在通信和图像处理

中，线性代数用于处理信号和图像数据。(3) 在量子力学中[3]，使用了大量的线性代数概念，如矩阵表示

的算符和态矢量等，矩阵和向量用于描述量子态和操作算符。(4) 在计算机科学中，线性代数被广泛用于

图像处理、密码学、数据压缩等领域[4]。(5) 在优化问题中，线性代数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解决优化问

题。例如，线性规划和最小二乘问题都可以通过线性代数的方法来求解。(6) 在生物学领域中，线性代数

方法被用于建立生物学模型、分析遗传数据和网络拓扑结构等。(7) 在统计学和数据分析中[4]，线性代数

被用于解决多元统计分析中的问题，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矩阵分解技术如奇异值分解

(SVD)和特征值分解被用于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 
总的来说，线性代数是一种强大的数学工具，在数学、物理、工程、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中都有重要

的应用，为建模、分析、优化和决策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数学框架和方法，为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

了重要的数学工具。 
然而，当下的《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模式和现状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界和科技界对学生的知识储备

要求。目前，教师主要还是以黑板板书的形式讲授《线性代数》课程，通过课堂上带领学生推导的模式

学习知识，数学教师很少使用电子课件以及教学视频、图片等辅助手段。如上所述，《线性代数》在生产

生活，工程科技中如此重要，但是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只是推导冷冰冰的公式，不能借助图片视频

等生动的实例引起学生的重视。 
在当前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期，学生无时无刻不在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学生的注意力

也完全被这些电子设备所吸引，因此，这种传统的板书式教学模式已经不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所以

上课期间会发现很多学生在偷着玩手机，刷视频等。这种现状必须要作出改变，利用学生手中的电子设

备，同时利用学生的注意力，向着无纸化学习方向改革。 
相关的研究在文献中也有涉及[5]-[8]，这些研究只是笼统而简单地介绍雨课堂平台带来的方便性，并

没有进行教学实践研究，也没有进行实践效果对比研究。因此，本文借助于雨课堂平台对《线性代数》

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实践方案和措施。 

2. 研究设计 

(一) 基于雨课堂教学模式革新 
雨课堂是一款智慧教学工具，由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共同研发。雨课堂线上学习平

台在很多高校做了推广，并被学生接纳，高校教师的反馈也都是好评如潮。因此本文的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模式主要基于雨课堂线上学习平台。本文作者也是长期使用雨课堂进行教学实践。雨课堂在诸多线上

教学平台中脱颖而出，是因为雨课堂平台具备一些独特的优势。 
1) 师生互动手段创新 
雨课堂支持互动性和个性化学习，雨课堂通过在线讨论、实时问答和作业反馈等功能，促进师生之

间的互动和交流，提供了个性化学习的机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雨课堂支持实时互动和

反馈，雨课堂支持实时在线讨论和问答，课堂上支持实时答题和弹幕互动，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性，

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学生可以及时提出问题并得到解答，同时教师也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

进行及时的反馈。 
由于我国学生相对来说比较腼腆，不善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堂上学

生与教师互动很少，教师是单独的输出方，学生是被动的接受方，很难有思想上的交流、碰撞和讨论，

这样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深刻理解。利用雨课堂的互动学习模块，可以增加师生互动频率，增加学生对

知识的理解深度，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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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前预习手段创新 
雨课堂支持课前预习课件推送，教师可以将剪辑好的预习视频、MOOC 视频、习题等课前预习课件

推送到学生手机上，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手机学习。这种预习模式实现了学习不必在教室，学习就在

移动互联网之上！学生的学习情况将被雨课堂监测到，比如学生是否预习，视频是否观看，视频观看多

长时间，观看人数等情况。同时，雨课堂支持数据与个性化报表，雨课堂提供完整立体的数据支持和个

性化报表，自动任务提醒，使教与学过程更加明了。在学生考勤方面，传统模式下，教师每次上课都要

点名，这占据了大量的讲课时间，雨课堂支持课前调查与签到，教师可以通过雨课堂 App 进行课前调查

和签到等操作。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给学生下达的课前预习任务很难被完成，也缺少监测机制，学生是否预习

教师也无从知道，缺少监督机制很难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除了少部分学生有内驱力的动力源泉，只有

监督才能有利于培养大部分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和自律能力。利用雨课堂的预习监督模块，可以逐渐唤醒

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 
3) 讲课方式和学习手段创新 
传统的讲课模式中，教师只能在教室讲课，学生只能在教室才能听到一堂课的内容。假如学生有事

请假后，该学生便不能听到本堂课的内容，在这里传统教学模式存在巨大的弊端。教师利用雨课堂平台，

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录制一节课的内容，请假的学生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本堂课的内容，该学生不会丢下

本课堂的知识。另外，假如教师由于公差或者其他事情而取消某堂课，教师可以抽出时间在雨课堂上录

制本节课的内容，学生就可以及时地学习。雨课堂可以记录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时长等内容，通过雨课堂

的记录，教师可以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并做到及时提醒和监督。 
雨课堂支持手机端操作，教师可以通过手机进行开启弹幕、出勤、发送题目、点答以及翻页等操作，

相当于一部遥控器。学生也可以在手机上进行随时随地地答题，预习，学习等任务，实现了学习不必在

教室，学习一直在路上！ 
4) 教学反馈总结手段创新 
雨课堂支持课后数据分析，后台系统会记录所有教学数据，如学生进入课堂的时间点、上课人数、

预习、答题和掌握情况以及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等。同时，雨课堂支持个性化教学，通过数据分析，教师

及时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并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以学生为中心。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雨课堂是一款非常适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平台，实现了课前、课上、

课后的相互贯通，结合了线上资源共享与线下言传身教的优点，覆盖课前–课上–课后每一个教学环节。

雨课堂在新的教育模式下具备了相当的优势，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模式改革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本文旨在利用雨课堂平台进行“线性代数”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实践研究，探究线上线下教学

模式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的作用，研究新教学模式对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的提升情况。为新时代

背景下的新教育模式的摸索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二) 设计方案 
本研究借助于雨课堂平台对《线性代数》课程开展新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研究对象为秋季学期三

个教学班的学生，一个实验教学班，另外两个是对照教学班。本文的研究设计主要分为三个模块：模块

一，课前教师针对基础知识制作教学视频、教学动画等课件并上传到雨课堂平台，该部分内容比较简单

和基础，以学生自学为主，学生在规定的时间自学完成后参加线上小测，教师通过雨课堂对学生学习情

况的数据分析，可以掌握学生学情，并修订符合学生学情的更优教学方案。模块二，课堂中教师引导学

生对重难点部分分组讨论式学习，由“填鸭式”教学模式改进为“自主探究性”学习模式，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讨论、思想的碰撞、语言的辩论等方式增加对知识的理解深度。同时，利用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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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测试以及弹幕等方式增加学生与教师的沟通频率，加深教师对学情的了解。模块三，课后完成课题

研究，教师准备一些与课程相关的课题，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并利用科学计算软件对课题进行研究，最后

学生在课堂上展示小组的成果。基于雨课堂平台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设计方案如图 1 所示[9]。 
 

 
Figure 1. The design scheme of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l via Rain Classroom platform 
图 1. 雨课堂平台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设计方案 

3. 研究过程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新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新的教育、教学方式，是“互联网 + 教育”环境下的一

种教育模式。该种教育模式旨在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讨合作式

学习以及科研研究性学习习惯，由学生被动学习模式转变成师生相互合作的学习模式。新的教学模式规

避了传统教学模式中“灌输式”学习、教师为主的教学的弊端。在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和学生是合作

的关系，探究式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主要包括 3 个阶段：课前学生自主学习基础

知识、课堂教师领导探讨式学习、课后 Project 与总结。 
(一) 第一阶段：课前学生线上学习 
课前学生自主学习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重要环节。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指借助于网络平台的

教学视频，学习新课程的基础知识部分。为了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线上课程，教师可以借助 B 站、爱课程、

超星等网站将基础内容的课程进行视频剪辑，将每次课的基础知识整理成一个短视频，也可利用手机、

平板电脑自制微课，将视频提前推送到雨课堂平台，让学生通过雨课堂自主学习。 
学生在雨课堂上自学完成之后，需要参加一个线上的测评，该测评在雨课堂上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雨课堂可以监控学生完成人数，可以设定测评完成的时间，对于客观题雨课堂可事先设定好答案，学生

完成后可以自动得到分数，并且雨课堂可以总结提炼出哪些题目学生做得较好，哪些题目做的较差。同

时，在线上测评中，可以设置 1~2 道主观探究题目，激发学生思考和讨论，学生也可将疑惑发到雨课堂

弹幕上，学生可以通过弹幕进行讨论，激发学生讨论的兴趣。教师可以根据雨课堂对学生完成情况进行

总结，了解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并及时灵活地微调教学方案。因此在课堂环节中，教师可以有重

点地解决学生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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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展示了学生课前预习课件和相关学习视频。 
 

 
Figure 2. Preview the courseware before class 
图 2. 课前预习课件 

 
(二) 第二阶段：线下课堂讨论式教学 
线下课堂教学环节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灵魂部分，该环节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整个新教学模

式的成败，是对传统“填鸭式”教育模式最大的改革创新之处。该阶段主要包含三个环节：解答课前疑

惑、重难点讨论引导式教学、联系实际学有所用。 
环节一：解答课前疑惑 
有了课前学习的阶段，教师根据学生的掌握情况，只需将基础知识部分的疑难问题作出重点解释，

并将疑难问题提出，引导学生思考，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自己的问题的理解。在此环节，教师可以节省出

大量时间，在下面的环节中将时间还给学生，以学生讨论和思考为主。 
环节二：重难点讨论引导式教学 
线下课堂教学阶段的重点在于该环节。教师在课堂上主要讲解本节课程的重难点知识点，并且将重

难点知识点的教案做成专题模块，进行探讨式学习，教师引出探讨式问题，学生分组讨论。教师根据学

生的学情差异把全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小组 6~8 人，学生按照小组进行讨论、交流，鼓励学生表达

自己的观点，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发言，积极发言的小组将增加平时表现的成绩分数。在小组讨论、探

究学习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表达能力。教师结合学生们的理解情

况，进行校准更正，给出问题的正确的理解。由于《线性代数》课程的概念比较抽象，有些概念不好理

解，因此教师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一些动画和视频在课堂上播放，生动形象地帮助学生理解某些概念。比

如，网络上制作的通过图形的面积和体积来理解行列式的本质。 
为检查学生对重难点知识的理解情况，教师针对本节课程的重难点知识，整理出典型的例题，利用

雨课堂进行随堂练习。一方面雨课堂可以给出学生解答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随时检测学生出勤的情

况，作为本次课程的考勤。 
环节三：联系实际学有所用 
为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该次课程知识点的重要性的认识，教师应做好充足的教案设计，精挑细选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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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节课程知识点相关的实际问题，首先教师提出实际问题场景，试着让学生应用已学到的知识解决问题，

最后老师讲解如何利用本节知识解决该实际问题。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学生对知识的重要性和实用

性的认识，使得学生产生出一种学有所用的感觉，可以提高学习兴趣。 
图 3 展示了课堂讨论环节的分组情况，由于本次是大班教学，因此每组人数较多。 
 

 
Figure 3. Group discussion in class 
图 3. 课堂分组讨论 

 
图 4 展示的是某次课堂测验中，学生课堂的表现情况，由此可以看到出勤人数为 118 人，未出勤人

数有 7 人，也可看到学生发送弹幕数目。图 4 还展示一次课堂测验的完成情况，其中包括：完成率、平

均分以及每个分数段的人数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此次课堂测验结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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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tudent classroom performance 
图 4. 学生课堂表现 

 
(三) 第三阶段：课后巩固环节 AI 赋能完成  
该环节是课后巩固环节。学生需要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作业的同时，还会定期完成与教材知识点相

关的科研小课题[6]，同样也是按照课上分组情况，让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该阶段的设定旨在加深

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提高学生对知识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课后，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探究，并通过查询相关参考文献，利用 GPT 等大语言模型以及一些计算软件(比
如，MATLAB、MATHEMATICA、PYTHON、R 语言等)完成科研课题[10]。在学习科学计算软件时，GPT
可以给出代码的解释，并可以命令 GPT 写出一些代码的实现，GPT 对代码的学习帮助非常之大。另外，

线性代数的基本概念以及文献搜索都可借助 GPT 等工具完成。此阶段完全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

习内驱力，主动地完成课题任务，在此过程中不但提高学生对该知识的理解，而且还学习了相关科学计

算软件，为后面学生的科研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最后，以小组为单位随机选取一个组将自己的课题完成情况进行课堂汇报[11] [12]，并对该课题涉及

的知识点进行总结和提取，也将科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收获进行总结和分享。 

4. 研究结果 

下面是利用雨课堂平台线上线下混合模式教学的实践过程的部分实践结果。图 5 展示了秋季学期教

师上课次数和时长情况，同时反映了师生互动的总次数。由此可以看出，雨课堂平台确实增加了学生和

教师的互动情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图 5 还反映了学生的整体到课率，虽有极少数学

生没有出勤，但整体到课情况较好，雨课堂签到考勤功能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Figure 5. Classroom performance 
图 5. 课堂表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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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展示了本学期雨课堂发布的线上测试情况，共发布考试次数为 32 次，试卷提交率为 94%，平均

得分率是 86.9%，结果表明学生对所讲知识的理解情况较好，基本掌握了所学的知识。另外，该学期雨课

堂发布的课后习题展示在图 7 中，其中部分习题需要学生借助于科学计算软件完成计算，在此过程中促

使学生掌握使用科学计算软件的能力，在使用计算软件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借助于 ChatGPT 等大

语言模型学习某个科学计算软件的语法，并学会利用科学计算软件解决研究课题中遇到的问题。 
 

 
Figure 6. Summary of the online test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图 6. 学期末线上测试情况总结 

 

 
Figure 7. Rain class exercises after class 
图 7. 雨课堂课后习题 

 
在这次教学实践中，利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班级称为实验班级，为避免结果的偶然性，增加

了两个传统教学模式下的班级作为对照班级。图 8 展示了三个班级的学生平时表现的成绩分布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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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班级 1 和对照班级 2 所示，在传统教学模式下 70 分以下的人数有一定比例，甚至 60 分以下的人数

比例也不太小，而平时表现优秀的人数只占到了 15%左右，因此只有少部分人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多数学生也只能做到按时完成作业，并不能积极主动地与教师交流和讨论。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作业完成

较差(70 分以下)，上课时也是自顾自地埋头不听。在实验班级中进行线上线下混合模式教学的实践下，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明显增强，学生与教师的互动明显增加，优秀人数的比例由对照班级的 20%左右上升

到 45%左右。表现良好的学生比例也大幅度上升，接近 40%，表现为及格的学生所占比例大约 2%，十分

之少。而且，没有表现为不及格的学生了。从此结果观之，在新的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大大

提高了，同时增加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频率，课堂讨论式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提高了学习兴

趣。 
图 9 展示了实验班级与两个对照班级的结课考试成绩分布情况，明显地看出实验班级的成绩优于对

照班级的成绩，实验班级中不及格的比例较于对照班级少很多，而优秀和良好等级的比例远远大于传统

教学模式下的对照班级情况。图 10 展示了学生总成绩的分布情况，总成绩由平时表现的过程成绩与结课

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无论是结课考试成绩还是总成绩，实验班的学生的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班级的学生

成绩，另外，对照班级 2 的学生总体成绩较优于对照班级 1 的学生总体成绩。 
 

 
Figure 8. Comparison of process performance between experimental class and referenced class 
图 8. 实验班级与对照班级过程成绩对比 

 

 
Figure 9. Comparison of test scores between experimental class and referenced class 
图 9. 实验班级与对照班级考试成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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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Comparison of comprehensive scores between experimental class and referenced class 
图 10. 实验班级与对照班级综合成绩对比 

 
由此观之，利用雨课堂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新的教学模式极大

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增强了师生互动频率，摒弃了懒惰、被动学习的坏习惯，因此学生的

成绩也有较大的提高；在讨论中进行思想的碰撞，发现科学知识的美妙和乐趣，在有动画的课件中生动

而形象地理解线性代数课程中抽象而晦涩难懂的概念，这也使得学生对知识不再感到乏味和空洞；学生

在完成教师精心布置的课后课题中，分组讨论并一起学习科学计算软件，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这种学有所用也使学生获得巨大的成就感，并且学会了一定的科研思维和科学计算软件，为后面参加数

学建模大赛以及科研之路打下夯实的基础。 

5. 研究讨论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参与度、好奇心与求知欲得到了较大

的调动和激发。因为我国学生传统上比较羞涩，利用雨课堂平台学生可以在线与教师互动，避免了直接

地与教师面对面沟通，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得到了一定的释放。学生与教师的课堂上的互动明显增加，改

进了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独讲，学生独听的困境，学习成绩也有很大提高。 
之前的一些研究多数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论述[1] [7]，具体表现为文献只是强调雨课堂的使用方法以及

线上线下教学的理论方法，文献中似乎并没有体现一个学期的《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实践过程和结果

讨论，单纯是给出了线上线下教学方法的理论指导，当然，这些理论指导也尤为重要。本研究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得到了较好的结果，对前人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践佐证，并作

出了一些扩展和补充。这种新的教学模式还需进一步探究和改进，希望形成一套方便、可行性更强的教

学方案，使之更具有可复制性和推广性。同时，教学手段、方式方法需要紧密结合人工智能等先进的科

技手段，因为人工智能正在解放生产力，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也将大大提高教育生

产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精尖人才。接下来的研究将聚焦于人工智能赋能

课堂教学与创新实践的课题研究，探索人工智能对教育、教学的促进作用。 

6.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雨课堂学习平台，在秋季学期的《线性代数》教学班内开展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实践研

究。研究对象为一个新教学模式下的实验班，两个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对照班。以提高学生学习内驱主动

性、激发学生探究性学习兴趣、提高师生互动频率为动机，借助于雨课堂平台开展课前线上学习基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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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课中分组讨论式学习重难点知识、课后小组共同完成相关课题的教学实践。 
实践结果表明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潜力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旧的、落后的教学模式不再适应新时代背

景下的青年学生的生活习惯，新时代下的青年学生大部分的注意力完全被手机、平板以及人工智能大语

言模型所吸引，因此，教学模式必须借助于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先进的科技手段，跟上时代的步伐，

才能重新得到学生的注意力。同时，先进的科技手段也将会大大提高教学生产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在新的教学模式下，学生的积极性和成绩大幅度提高，因此教学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教学手段和

方法必须适应和应用新时代下的先进科技生产力。 
总体来讲，此次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为我校公共基础课的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探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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