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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一流课程是新时代高校加强教育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要求。融合式教学

是促进一流课程建设的有效途径。“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教学团队通过思政教育与知识传授融合、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融合、理论教学与实践创新融合、教学环节与信息技术融合、多元考核与教

学过程融合，不断深化融合式教学改革，并着力打造教学团队、丰富课程资源、编写课程教材、

建立评价体系，有效促进了一流课程建设，课程被评为首届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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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 for General Plant Pathology: 
based on blended teaching 
LIU Shuyan, LI Yu*, SUN Wenxian, OU Shiqi 
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8, Jilin,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universities to 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new era. Blended teach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s. The teaching team of “General Plant 
Pathology” has actively adv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 by reforming blended 
teaching and by combi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ducation, 
online teaching and offline teaching,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e innovation, teaching step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iversified assessment and teaching process. Moreover, we also try to build 
an excellent teaching team, enrich curriculum resources, compile text books, an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system. The above efforts have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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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llowed the courses to be rated as national first-class online-offline blending course. 

Keywords: blended teaching; General Plant Pathology; first-class course; blending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

见》(教高[2019] 8 号)中明确指出：课程是人才

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

量。全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树立课程建设

新理念，推进课程改革创新，实施科学课程评价，

严格课程管理[1]。由此可见，一流课程建设是高

校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四个回归”、深化教育改

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必

然选择。在一流课程建设中，融合式教学正在成

为主流[2]。 
“普通植物病理学”是高等农业院校植物保

护专业本科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在吉林

农业大学是第四学期开课，理论课 40 学时，实

验课 32 学时，以两门独立课程同步开设，第五

学期前 2 周为课程实习。它是在学生修完植物

学、基础生物化学、植物生理学等课程基础上，

开设的第一门植物病理学相关课程，是进一步学

习农业植物病理学、植物检疫学等专业课程的前

提和基础，对学生专业养成和发展起重要支撑作

用。近几年来，吉林农业大学普通植物病理学课

程教学团队紧紧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不断增强课程的深度、难度和挑战度，对普

通植物病理学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

些成效，被评为首批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

课程。 

1  融合式教学的内涵 
融合式教学(blended teaching) (也被称为混

合式教学，二者无本质区别，只是从汉字的字义

上讲，“融合”更能体现各教学要素间的密切关

系，因此作者倾向用“融合”)在传统的教学中早

已存在，是一个不断发展扩充的概念。不同学

者关于融合式教学有不同的理解，早期有学者

强调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融合[3]，计算机技术

与传统教学的融合[4]等。近年来主要是现代信息

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如慕课与翻转课堂融合[5]，

“翻转+对分”融合[6]，基于云教学的混合教学模

式[7]，基于学习通平台的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8]

等，各种融合式教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

学者强调融合式教学是一种教学理念，无固定的

程式，也无绝对的所谓“方法技术”，“教学有法，

教无定法”[9]。也有学者认为融合式教学是为了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对教学的目的、主体、内

容、方式和评价进行多维系统融合的一种教学理

念[10]。基于众多研究成果和课程教学实践，我

们认为融合式教学是秉承“以学为中心”的理念，

紧紧围绕课程教学目标，有效利用各种教学技

术、手段和资源，实现相关教学要素、教学环节

的优化重组、融合增效，从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教学方式。其中的要素和环

节不应孤立存在，也不应简单叠加和混合，而是

有机融合，要发挥 1+1>2 的效应。融合式教学

运用系统化思维将课程要素重新组合、全面优化

教学过程[2]，始终要把更好地提高教学效益、更

好地实现因材施教、更好地实现学生的终身发展

作为终极价值追求[11]。 
近年来，在“互联网+”背景下，教育信息化

技术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基于信息化技术的线上

线下融合式教学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它将

有潜力成为高等教育的“新常态”[12]。这种教学方

式将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的优势结合起来，是目

前研究和使用最多的融合式教学方式。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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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植物病理学”一流课程建设中积极推进了

融合式教学，探索了相关教学要素、教学环节的

有机融合，不仅是线上线下教学方式的融合，还

包括教学目标的融合、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多种

教学资源的融合、教师间的协同合作等。通过融

合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突显学生的学习主

体地位[13]。 

2  融合式教学是促进一流课程建设的

有效路径 
一流课程建设的高标准、高要求，决定了一

流课程建设是一个复杂而有序的过程，是一个能

够充分使课程教学各要素、各环节在学生学习中

体现最大价值的过程。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团队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从教学目标、教学模式、

教学活动、考核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融合式教学改

革，促进一流课程建设。 

2.1  思政教育与知识传授融合重塑课程教

学目标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高校开设的每

一门课程都要围绕这一根本任务。一门课程不应

单纯地传授专业知识，而应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专

业知识传授有机融合起来，实现立德树人的一流

课程建设目标。我们在“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教

学中，深度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其

有机融入教学，培养学生专业责任、科学态度以

及服务“三农”的意识。如在学习植物病原微生物

时，引入著名科学家朱有勇院士等深入农村和农

业生产第一线，用科技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和保护

粮食生产安全的例子，引导学生树立知农、爱农

的专业自信心和责任感。在近两年学习植物病毒

时进行拓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当前的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深刻领悟我国在抗疫过程中所取得巨

大成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在讲授我

国的植物保护方针时，让学生深入理解“预防为

主、综合防控、持续发展”的内涵，引导学生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保意

识。教师通过课程准备、知识传授引导学生学习，

使学生切实感受到知识魅力、人文情怀和社会和

谐，培养学生爱国敬业、诚实守信、严谨自律、

勤奋好学的思想道德品质。 

2.2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融合转变传统教

学模式 
随着计算机网络和手机客户端的发展，大大

推进了教育信息化进程，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被

逐渐打破，越来越多的大学课程采取了“线上+
线下”的教学模式，并融合多种教学手段把学生

引向深度学习。我们在“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教

学中建立了线上线下融合式“三步学习法”： 
第一步为线上自主学习，在每周的课程安排

上，先让学生用 2 学时或更多的时间在线上自学

教学视频、教材、辅助资料等，完成自学笔记、

任务点、章节测试、思维导图和自学反思等，掌

握核心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勤

于思考、综合分析等能力。 
第二步为课堂合作学习，由教师组织开展  

2 学时的课堂教学，课堂上不再是简单听讲，而

是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师设计的答疑解惑、

模拟训练、问题研讨、案例分析、小组辩论等教

学活动，引导学生进行知识内化和能力提升，培

养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

果学生未进行充分的自主学习，上课时就会跟不

上课堂节奏。 
第三步为学生课后巩固练习、拓展提升，不

同学生用时不同。教师通过网络指导学生完成作

业，并开展标本采集、病原鉴定、实践调查等活

动，如在讲授植物病原细菌时，让学生在校园采

集标本，然后以小组形式设计实验，让学生掌握

通过喷菌现象观察、分离培养、革兰氏染色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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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植物病原细菌诊断的方法。学生在这些活动中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了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意识。 
通过上述线上线下融合式“三步学习法”，线

上教学不再是线下教学的辅助或延伸，而是教学

的必备环节。基于学生的线上自学成果，使得线

下的教学更富有针对性，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

质量。如植物病原微生物的种类繁多，包括菌物、

细菌、病毒、线虫等个体微小、形态特征多样，

学生学习难度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精心

制作教学视频供学生线上反复学习，以解决不同

学生的学习差异需求问题。在线下的课堂上，教

师通过实物标本鉴定、图片辨识、知识竞赛等方

式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化理解，提升运用知识分析、

判断的能力。课后教师引导学生自己采集标本或

查阅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充分培养学生的观察力

和判断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理论教学与实践创新融合提升学生综合

实践能力 
锻炼学生独立思考、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素质是专业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在普

通植物病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联

系非常紧密，因此课程的实习实验内容占比较

大。为了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提高学生的动手

能力，让学生感受到科学研究的魅力，我们在实

验课中压缩验证性实验数量，大幅度增加综合性

和设计性实验。如我们把通过观察永久玻片掌握

菌物无性孢子和有性孢子形态的验证性实验，改

为由学生自己在生活中寻找发霉的面包和水果、

发病的植物叶片、茎秆、种子等材料，然后自主

进行显微制片观察、记录、描述等；再如将直接

告诉学生观察某种病害的病原物形态的验证性

实验，变成由学生对未知病害的症状和病原进行

诊断和鉴定。每个实验都要求学生在实验课前查

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完善方

案。为了进一步突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普

通植物病理学课程还安排了 2 周的教学实习。实

习前，教师给学生布置任务利用假期回到家乡

采集标本。实习期间，教师带领学生在校园周

边和实习基地进行标本采集，然后到实验室由

教师指导学生对采集到的标本进行鉴定。有的

学生采集并鉴定出新记录植物病害后很有成就

感，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热情。 

2.4  教学环节与信息技术融合提升课程教

学效果 
近年来，信息化教学技术及方法，特别是校

园互联网和智慧教室的建设为一流课程创造了

条件，为混合式教学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教师

通过课程教学设计和课程教学组织，把课程教学

环节与种优质的教学条件有机地融合起来。 
“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充分发挥学校智慧

化的信息网络系统、多功能的智慧教室、在线教

学视频、手机学习通 APP 等信息技术手段的作

用，通过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把各个教学环节

与现代信息化手段有机融合，使教学内容更加丰

富、教学手段更加先进、组织学习研讨更加容易、

学生学习更加方便，课程学习充满趣味性和挑战

性，从而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如在学习菌物的有

性生殖过程时，我们将各种有性孢子的显微形态

制成微视频，同时引入模拟动画展示孢子形成过

程，使学生通过学习通平台进行反复学习，解决

不同学生学习用时不同的问题。课堂通过小组讨

论等形式，对病害症状和病原孢子形态图片进行

识别，课后通过标本采集等进一步加深对病原有

性和无性孢子的认识。这些过程都是通过学习通

平台完成，使原本枯燥难懂的知识变得生动、形

象、有趣，使知识性学习变为探索性的能力培养。

教师采用学习通 APP，随时可以组织学生开展

讨论、答疑、测验、提问、抢答、案例等教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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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而且通过现代教学

技术手段，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可以有效地采取启

发式、案例式、项目式、互动式、讨论式、研究

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避免了一些教学方法因为

技术条件的限制而无法使用。教师讲授的知识

内容由教材延伸到网络，教师讲课的空间由课

堂延伸到平台，教师讲授的时间由课表上固定

的课节延伸到随时随地，大大提升了教学效果。 

2.5  多元考核与教学过程融合优化课程考

评方式 
课程考评是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内容，既贯

穿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也对课程教学进行有效的

延伸，不仅是师生对前一阶段课程教学的总结和

评价，同时也对新课程教学起到铺垫和指引作

用。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较

强，学生要通过该课程的学习熟悉各类常见植物

病原微生物的形态特征和分类系统，能够对常见

的植物病害进行准确诊断，运用植物病害研究的

基本方法和技能，解决常见病害防治问题，为其

他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扎实基础。为此，我

们根据课程特点积极探索贯穿于普通植物病理

学课程教学全过程，以及能够促进学生掌握知

识、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多元化的综合性

考评模式，使课程考评融入课程教学之中，成为

有机组成部分。 
课程考评方法在课程开始之初就告知学生，

并将详细的评分细则放在在线课程的课程概述

中，学生可以随时查阅。理论课程考评由自主学

习、课堂活动、课程总结、期末考试等部分组成

(表 1)，并进行了合理的分值分配，过程考评占

60%，期末考试占 40%。运用“学银在线”平台自

动记录学生参与的各种活动、以项目为导向的学

习(project based learning，PBL)、讨论等，并记

入过程考评。实验实习课程考核减少对知识性内

容的考核，增加对学生实践技能的考评。同时注

重对综合能力和素质的考评。考评中利用平台上

的统计功能，自动生成和统计分析学生自主学习

及参与课程活动情况，并将结果告知学生，帮 
 
表 1  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各项考评分配比例表 
Table 1  Proportions of diverse evaluations for General Plant Pathology course 
项目 
Item 

  所占比例 
Proportion (%) 

合计 
Total  

知识+能力考评

Knowledge+ 
ability evaluation 

线上 
Online course 
(18%) 

视频观看 Video learning 8 18 
章节测验 Chapter test 2 
思维导图 Mind map 4 
预习笔记 Preliminary note 4 

知识+能力+ 
素质考评 
Knowledge+ 
ability+quality 
evaluation 

线上+线下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42%) 

课堂互动(问卷、抢答、选人、讨论、测验、小组任务等)  
Classroom interaction (questionnaire/answer/pick/discuss/ 
text/group task, etc.) 

10 42 

PBL (文献阅读+调查报告) 
Project-based learning (literature reading+investigative report) 

10 

病原识别竞赛 Pathogen identification competition 10 
课后反馈 After-class feedback 4 
期中考试 Mid-term exam 4 
课程总结 Course summary 4 

综合测试 
Comprehensive test 
(40%) 

期终考试 Final exam 40 40 

合计 Total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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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教师根据

学情统计调整教学方法，促进个性化教学，提高

教学效果[14]。 

3  加强教学相关要素建设，促进融合

式教学开展 
融合式教学不仅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

教师的授课方式，也对教师和教育行政管理者的

专业素养提出较大挑战。同时融合式教学的高效

开展，必须要有高质量的课程资源、教材等做支

撑。因此，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建设中，在开展

融合式教学的同时，还开展了教学团队、课程资

源、课程教材、评价体系等方面的建设。 

3.1  打造优秀的教学团队 
融合式教学改变了教师的教学工作方式，从

单纯的备课、讲课转变为设计教学、开发学习资

源、建设线上教学平台、组织引导学生学习等。

因此，教师要转变思想观念，积极投入教学改革

之中。要认真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熟练掌握教

育信息技术运用、课程资源收集制作、融合式教

学方法使用等方面的技能。注重优秀教师的内培

外引，加强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不断提高教师

队伍的建设水平。 
经过几年的建设，吉林农业大学普通植物病

理学课程形成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级教学

名师为引领，以中青年博士、教授为骨干的高水

平教学团队。团队成员为全国首批“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和植物保护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的骨

干成员。同时，我们还依托“食用菌新种质资源

创制”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经济菌物研究与利用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菌类作物优质高

产抗病种质资源挖掘、创制及应用”学科创新引

智基地(111 基地)等多个科研平台，邀请国内外

知名专家学者为本科生作学术报告，提高了学生

的学术水平，开拓了国际视野。 

3.2  建设丰富的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主要包括教学课件、微视频、案例

集、试题库和辅助性学习材料等，可以帮助学生

有效思考并引发深度学习[15]。我们在深化普通

植物病理学课程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线上、线下

课程资源建设。在线上课程资源建设中，我们根

据教学大纲的重点内容录制了 77 个课程视频及

与视频相对应的 PPT 课件，制作了含有 1 880 道

习题的在线题库，收集了 71 个辅助教学资料等，

把这些课程资料上传到超星学银在线和智慧树

等学习平台上，并按 Fudan-Quality Matters 在线

课程标准进行建构，使学生可以方便畅通地开展

在线自学、讨论和测试等。同时，我们还收集了

大量实物标本、植物病害症状图片以及菌物、细

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显微形态图等供学生参

考学习。实验平台和实验室向学生全天候开放，

校内外实习基地设施齐全，为学生开展实践探索

提供条件。 

3.3  编写适用的课程教材 
优质适用的教材建设是一流课程建设的重

要组成。教材是课程教学的重要部件之一，教学

内容的选择、组织和教学重点、难点的安排在很

大程度上受教材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在一流课

程建设过程中，一些新的教学技术和方法的应

用，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如线上教

学与线下教学相关内容融合后如何直观体现，怎

样使用多媒体和信息技术开展教师教学和学生

自主学习等，需要有相关的教材支撑，目前这方

面的教材很少。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高质量的

《普通植物病理学》在线教材，教师和学生使用

手机 APP 即可方便阅读图文并茂的教学内容，

同时还可以连接到自制的教学视频或百度百科

等，方便学生进行知识查询和拓展阅读。同时，

我们还根据实际需要正着手组织编写《普通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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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融合式教学指导》等系列教学材料，充分

体现如何把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

学技术有机融合，为师生快速掌握全新的教学方

法提供指导。 

3.4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建立了教

学质量标准，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课程资

源收集制作、教学内容及方法改革、现代化教学

条件有效运用、教学效果反馈等方面构建了较完

善的教学质量标准。课程团队在学校课程教学总

体评价框架内，根据“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教学

特点，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评

价机制。学校和学院组建了包括教学秘书、教学

督导、学生信息员在内的教学质量督导组，对普

通植物病理学课程教学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导

和评价，并及时反馈评价结果，以评促教，提高

教学质量。在教学平台上设置了意见反馈栏，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针对课程教学随时可以提出意

见和建议。教学团队认真分析教学督导和学生反

馈的问题，并及时加以改进。 

4  关于实施融合式教学的几点思考 
从课程建设实践中可以看出，融合式教学很

好地促进了一流课程建设，但课程的有效实施还

需要相关部门给予政策、技术支持。为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还要有高水平科研平台的支撑。 

4.1  要有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一流课程建设离不开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

的政策导向，只有建立起加强教学工作的有效机

制，才能真正调动教师投入教学工作的积极性。

一流课程建设也需要优秀人才，学校要加强高端

教学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要像重视科研那样重视

教学，要像引进学术高端人才那样，注重引进教

学高端人才。对教师的评价要坚持二元化标准，

既要看科研实力的业绩，更要看教学能力和水

平。在职称评定、人才称号遴选等工作中要加大

教学指标的权重，引导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教学当中。 

4.2  要有优质高效的条件保障 
新时代的大学课程教学改革不是任课教师

修改几张 PPT、增加点教学内容、改变几个教学

方法就能够实现的，真正的改革是一个综合的系

统改革，是一个现代教育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

合的改革。学校要加强基础网络建设，实现无线

网络全覆盖，师生在校园能够方便快捷地运用网

络进行学习讨论。学校要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

教学信息化企业进行合作，将课程资源数字化，

在信息化教学平台开展在线课程开放运行，实现

在线课程资源的充分共享，促进在线课程的实际

应用。根据课程建设实际需求，学校要为课程教

学提供智慧教室等教学条件，为教师成长提供更

多的培训、锻炼机会，并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 

4.3  要有落实到位的主体责任 
一流课程建设不能仅凭任课教师的一己之

力，需要社会、学校、教师的多方联动，共同努

力。除教师和学生全情投入外，相关企业要深入

学校调研，及时了解学校教育教学的现状及发展

趋势，开发出更多适合学校课程教学的信息化软

件和硬件产品，助力学校的一流课程建设。学校

要在加强一流课程建设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通

过鼓励政策引导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一流

课程建设之中。学校要积极营造优良的教风和学

风，建立起促进一流课程建设的良好环境氛围。

教学管理者要为一流课程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服

务，在条件支撑、人员培训、教学评价、秩序管

理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 

4.4  要有优势特色的学科支撑 
由于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注重社会大学

排行榜忽视“教学内功”等现象，导致一些高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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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与学科建设割裂开来。事实上，课程教

学是学科建设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学

科建设的其他部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如在“普
通植物病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把主讲教师在

菌物学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当

中；在开展学生的实习实践时发挥教育部食药

用菌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平台作用；在学

生国际视野培养中，充分发挥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111 基地)的作用，引导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活动，近距离聆听国际学术大师的报告。上述活

动对课程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结束语 
建设一流课程是高校深化教学改革、提高

课程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举措。

在新时代，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技术的发展、

教师能力的提高及教学条件的改善，为“普通植

物病理学”课程实施融合式教学改革、促进一流

课程建提供了良好契机，取得了一些成效。当

然，在课程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

探讨，比如一些教师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教

学方法的创新之中，而忽视了传统教学方法精

华的传承与发扬，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离开智

慧教室就不知道如何讲课，离开 PPT、多媒体

就不会板书了，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总之，

推进教学改革、加强一流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

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高校教师要为此做出

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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