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7), 1122-1126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71282 

文章引用: 冯曼, 黄晓曦, 张海涛. “互联网+”时代的 OMO 课程教学模式及其应用研究[J]. 教育进展, 2024, 14(7): 
1122-1126. DOI: 10.12677/ae.2024.1471282 

 
 

“互联网+”时代的OMO课程教学模式 
及其应用研究 
——以线性代数课程为例 

冯  曼1，黄晓曦1，张海涛2 
1宿州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安徽 宿州 
2宿州学院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安徽 宿州 
 
收稿日期：2024年6月15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18日；发布日期：2024年7月25日 

 
 

 
摘  要 

线性代数课程内容高度抽象，难以理解。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本文探索将互联网学习与传统教学有

机结合，通过搭建智能化网络教学管理平台，实现线性代数课程的线上线下有机的融合，激发学生学习

动机，提升学习兴趣，进而提升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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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of linear algebra course is highly abstract 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n the contex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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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et plus er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Internet learning and tradi-
tional teaching. By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network teaching management platform, it realize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linear algebra courses, stimulates students’ learning mo-
tivation, improves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and then improves the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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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经济学人杂志》上李开复首次提出了 OMO 概念，他提出 OMO 模式是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给教育行业带来的新的发展模式。疫情催生了 OMO 教学模式的应用热潮，与线上教学

和线下教学模式相比，OMO 教学模式仍是新生事物，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形式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2020
年 7 月，由发展改革委、网信办、教育部等 13 个部分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

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中提出，要“大力发展融合化在线教育。构建线上线下教育常态化融合

发展机制，形成良性互动格局”[1]。这是国家从政策上肯定了教育行业 OMO 模式。OMO 教学模式可以

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大规模、快速的传播与普及、实现互联网+与大数据浪潮下大规模的因材施教[2]。
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式发展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信息化的时代，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浪潮下，OMO 
(Online-Merge-Offline，线上线下融合)课程教学模式对传统教学和互联网学习进行整合，进行优势互补，

将信息技术和高等教育进行深度融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进而为国家培养个性化和应用型人才。 

2. 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现状 

2.1. 教材设置 

普通应用型高校开设的线性代数课程是公共数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工科专业的一门重要的

学科基础课。这门课程在计算机、生物学等众多领域都有相关的应用，所以教师们一直致力于线性代数

课程的探索和研究，试图使其适应现代教育教学的发展。由于线性代数课程知识点的连贯性，所以教材

的内容设置都是大同小异。而以宿州学院的线性代数课程为例，教材内容是按照矩阵、线性方程组、向

量空间、行列式、矩阵的等价、相似与合同以及二次型这一逻辑思路来编写的，教师也根据知识点之间

的关系和连贯性进行讲授。由于教材内容的设置对知识点、定理和定理的证明的过度重视，导致弱化了

线性代数的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这样使得学生学习起来比较吃力。其次，教材的案例过于落后，

没有创新意识，不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渐失去对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3]。 

2.2. 教学组织 

普通应用型高校开设的线性代数课程一般每学期授课十六周，每周三节课，采用固定的教室，固定

的桌椅，教师采用多媒体课件将书本的内容投放出来，结合板书进行教学。而教师主要是以课本知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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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缺少网络化教学管理平台。教师鼓励学生做课前预期和课后复习，但是由于缺少监管，很多学生完

成不了。教师使用数学化的语言进行教授，强调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和连贯性，以及推理的严谨性，但却

很少把这些知识与其他学科例如：金融学、生物学等学科进行交叉融合，导致学生还是停留在对基本定

义和定理的理解阶段，不能将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融合，不能学以致用。这种教与学的方式是无法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不出学生的创新能力。 

2.3. 考核方式 

普通高校线性代数课程的考核方式主要是以期末成绩为主，占比 70%，而平时成绩占比 30%，包含

课堂出勤、课后作业和课堂讨论三部分[3]。但由于线性代数课程都是大班教学，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统

一，师生互动时间有限，整体比较形式化，教学缺乏过程评价，不能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学生的平

时表现；而期末成绩，部分学生在期末突击复习，也能考取不错的成绩，而最终的学习考核就成了期末

的一次性考试。因此考核指标中对学生的学习过程没有明确的考核，期末考试的知识点主要是计算和证

明，这种情况下不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3.“互联网+”下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的构建 

信息时代的发展加速了我国教学模式的改革与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下的教学，个

性化、信息化的教学模式正在逐渐形成，教学方式和教学目标也要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3.1. 网络教学管理平台的构建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资源是学习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各式各样的、性能优越的应用软件层

出不穷，例如 Mathematica、Matlab、Maple 等，这些软件应用到数学领域，一方面减少计算量，另一方

面在速度上使得复杂的行列式、矩阵的运算简单易行[4]。因此在线性代数课程上引入这些软件，让学生

学会使用数学软件来解决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线性代数问题，同时帮助学生在具体的线性代数的运算上

理解抽象的代数的概念，从而加深对知识点的概念和理论的理解。 
构建网络化的管理平台，是为了使学生和老师的沟通交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还能降低学习资

源的成本。教师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通知、教学大纲和教学任务，还可以布置知识点的讨论、家庭作业，

不但将老师从重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教学设计和培养学生素养。从学生角度

来讲，学生通过老师发布的一系列的通知，根据要求进行学习，学生逐渐养成去自主学习的习惯，强化

学生对学习的能动性。智能学习为学生的主动学习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增强了学生对学

习的兴趣。 

3.2. OMO 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式教学，教学时间有限，教师在讲课间隙插入点名提问、讨

论等环节，课堂气氛沉闷乏味，讨论也是流于表面，因此教师根本无法准确及时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以及存在的问题，以至于无法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习兴趣。 
OMO 课程教学模式绝不是简单的线上自学和线下课堂教学的融合，而是完整的一条线上线下的学习

线。教师不但要传道授业解惑，还要培养学生的各方面的能力，根据学生的需求，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合

理地分配教学资源[4]。首先，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设计，将教学目标、教学计划等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

并在系统中公布课前任务、教学内容，通过提出问题引导学生主动完成线上预习，完成任务，学生也可

以在线提问并进行讨论；学生根据老师要求制作课件并提交至系统，教师查阅课件并作出批注；在线下

的课堂上，教师不完全按照教材，可以借助网络课程进行新知识的讲授，并引导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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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课后，教师进行课堂效果和知识点的总结，并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和策略，并上传优秀的线上教学资

源，以供学生学习交流[5] [6]。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在系统里发布章节测验，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

情况，实现课堂教学质量的监检测和优化。因此应构建能够充分发挥线上资源交流共享和线下课堂教授

相融合的教学模式，在教师的启发、引导和监督下，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3.3. 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改革 

普通高校线性代数课程内容偏重知识点的基本定义定理的理解和逻辑性，弱化了线性代数知识在实

际生活中的应用，所以导致学生学起来比较吃力，而且教材的案例过于落后，没有创新，激发不了学生

的兴趣。 
教师在教授知识时，可以借助网络资源，从具体到抽象，由低维到高维，从简单到复杂得介绍定义

定理，不能只关注定理的证明。例如对于讲解行列式的计算，要介绍三阶行列式时可以先讲解二阶行列

式的解法，并利用二阶行列式去求解三阶行列式的值。 

1 2 3
2 3 1 3 1 2

1 2 3 1 2 3
2 3 1 3 1 2

1 2 3

1 2 3 2 3 1 3 1 2 1 3 2 2 1 3 3 2 1

a a a
b b b b b b

b b b a a a
c c c c c c

c c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 − +

= + + − − −  

根据行列式的按第一行展开求出三阶行列式的值，从而推广到 n 阶行列式的求解上，并讨论求解行

列式的实际意义，例如可以利用行列式求三角形的面积以及空间四面体的体积等。其次，教师在讲授线

性代数的知识点时，可以引用有实际背景的案例作为引例，阐述其应用，并注重多学科的综合性，将线

性代数与几何、概率论、微分方程等数学知识相联系，并与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

融合，讨论线性代数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有创意和有实际意义的知识点的传授，不但

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探索欲，还能使得学生想要创新的想法。 
对于线性代数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平时成绩(家庭作业+课堂表现)占 25%，阶段考核

(线上测试+线下阶段测试)占 50%，期末考试占 25%。这种考核方式侧重过程性考核，侧重对学生学习过

程的评价，教师可以随时查看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积极主

动的学习，提高教学质量，实现线性代数课程教学的价值[1]。 

4. 结束语 

构建 OMO 教学模式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之一，符合国家大力发展融合化在线教育的趋

势。学生通过线上资源交流共享和线下课堂教授相融合的教学模式，完成课前预习、课堂探讨、课后任

务，提高学习兴趣的同时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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