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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传统育人模式的变革，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混合式的方式，为学生与教师提供更灵

活、便利、高效的学习与教育体现已经成为高校值得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烹饪原料学是烹饪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是一门直观性与综合性较强的课程，探索该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创新应用有利于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提

升学生的烹饪理论水平与技能水平。基于此，文章将概述烹饪原料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以及该课程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构建原则，并以雨课堂为例探究混合式教学在烹饪原料学教学中的应用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

教学优化策略，期望能发挥混合式教学的优势，推动烹饪原料学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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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driv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s. Creating an online-offline hybrid teaching approach to provide students and teachers with 

more flexible,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has become a timely topic for in-depth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oking Raw Materials Science"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in culinary majors, featuring strong intuitive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Exploring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an online-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l for this course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enhancing students' culinar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kill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necessity of hybrid teaching reform for "Cooking Raw Materials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its hybrid teaching model. Taking Rain Classroom as an example, it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and challenges of hybrid teaching in this course and proposes specific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iming to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hybrid teaching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oking Raw Materials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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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要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我国餐饮行业对于烹饪行业的从业人员提

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需求，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

教学的质量与效率已经成为主流。高校作为烹饪人才培养的关键人地，应当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与行业发展需求，从提升餐饮行业服务人

才素质的角度考虑，探究烹饪原料学课程的改革实践，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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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样板课（kcszybk-2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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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烹饪原料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一）推动教学理念的革新

传统的课堂教学理念重教不重学，忽视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

的能动性。线上教学资源的构建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学

生创造了随时随地学习的条件 [1]。同时，学生也能够通过课前测

验、课后测验、讨论等形式参与学习，主动掌握知识，教师能够

借助线上平台的数据监测功能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根据实际需

要调整教学计划，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创造力，提升教

学效果 [2]。

（二）重构现有的教学内容

传统的烹饪原料学课程教学内容主要根据人才培养方案、教

学计划和教材来确定的，导致内容的呈现过于结构化且教学容量

有限，无法充分满足学生对知识深度和广度的探索 [3]。另外烹饪

原料学与其他相关课程在内容上存在交叉重复现象，不仅造成教

学资源的浪费，还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4]。通过混合式教学模

式改革，在线上进行课程建设，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全面重构，

整合丰富的网络资源，同时根据学员的个性化需求和行业发展趋

势，针对性地进行知识点拓展。

（三）改革目前的评价方法

传统的评价方法主要以闭卷考试的形式开展，侧重于对学生

知识记忆的考核，线上教学平台能够详细记录学生学习过程中的

各项数据，使教师可以从多个维度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评估，

从而更加准确地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 [5]。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原则

“雨课堂 + 传统课堂”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旨在整合线上线下

教学优势，形成互补协同的教学体系。在烹饪原料学课程教学实

践中，开展混合式教学设计需紧密结合课程实际与教学现状，严

格遵循以下核心原则，以保障教学活动科学、高效开展。

（一）学生主体地位

混合式教学模式始终将学生置于学习活动的核心位置，强调

教师发挥引导与辅助作用，全面关注学生学习全过程与个体学习

效率，推动雨课堂与传统课堂教育的深度融合。教师可依托雨

课堂平台的互动功能与传统课堂的空间优势，创新教学流程设

计 [6]。例如，在传统课堂中重新规划教学空间布局，营造便于小

组讨论与互动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借助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

等智能移动终端，在雨课堂平台上获取丰富学习资源，参与课堂

投票、实时弹幕交流等互动环节，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活跃课

堂氛围，切实彰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7]。同时，教师

依据学生知识基础与学习进度，在雨课堂设置课程章节测验与试

题，帮助学生及时开展自我学习效果检测，进一步强化学生自主

学习意识与能力。

（二）针对性原则

构建烹饪原料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师应深入分析学生的

专业背景、知识储备、学习习惯与兴趣爱好，以此为依据优化

课程内容，筛选并拓展契合学生需求的教学资料 [8]。在教学过程

中，借助雨课堂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实时跟踪学生学习动态，

针对学生在知识掌握、学习进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及时开展个

性化沟通与指导，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三、基于雨课堂的烹饪原料学课程混合教学实践应用

信阳农林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的学

生存在明显的分层现象，约30%的学生能主动利用网络资源拓展

学习，而近半数学生仍依赖传统课堂的被动灌输。此外，受地域

经济与教学资源限制，学生对烹饪原料的地域特性、营养配伍等

跨学科知识的整合能力较弱。这一学情特点表明，单纯依赖线下

教学难以满足学生差异化需求，而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弥合

学生能力断层，提升课堂教学效果。下文就以雨课堂为例，展开

烹饪原料学课程混合教学的应用探讨。

（一）课前阶段

课前阶段教师要发布预习任务，通过雨课堂发布微课、课件

等资料，让学生提前对所学进行预习有初步的了解。学生在课前

通观微课、做课前检测等能够将预习过程中的难点、疑点问题发

布在讨论区，便于教师掌握学情，为后续的课程设计提供参考。

教师则可以通过雨课堂后台的数据了解学生的课堂预习情况，并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优化线下课堂教学方案。

（二）课中阶段

课中阶段，教师可以展示课堂二维码，让学生扫码进入课

堂。教师可将课件在学生手机上进行展示。根据学生雨课堂的课

前预习情况，教师要有针对性地讲解课程内容，并通过为学生推

送练习题进行实时互动。教师可到雨课堂后台对学生查看学生的

答题数据，并对学生易错的知识点进行强化讲解。此外，对于一

些主观题，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堂完成后通过手机拍照上传至平

台，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实时讲解同样也可以在下一堂课境界。

学习过程中，对于感到不懂的地方学生可以在点击平台“不

懂”的按钮，这样教师能够得到学生即时的反馈，提高教学的针

对性。另外，教师还可以采用随机点名等功能，活跃课堂的气

氛，提高学生的课堂注意力。

（三）课后阶段

课后阶段教师可以查看雨课堂的后台，根据学生的答题情

况、课堂反馈情况，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基于此布置课后作

业，让学生对于错误率较高的问题进行巩固。另外，根据雨课堂

后台的数据反馈情况，教师可以对课堂情况进行复盘与反思，完

善后续的教学计划。

四、基于混合式教学的烹饪原料学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 线上教学模式不够精简化 

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学生的学习能力水平不一。基于教学

实践来看，多数学生对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态度是接纳的，但是

他们对于这种学习模式的接受程度却不同 [9]。如部分学生的自学

能力比较薄弱，那么对于教师布置的自学任务自然难以取得较好

的学习效果；平台的内容、功能过于复杂，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

效果，降低学生对于该课程学习的兴趣。

（二）在线学习时学生注意力不集中 

线上学习过程中，教师很难顾及每一名学生，确保所有学生

都能够集中注意力学习，甚至有部分学生对于线上学习采取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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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然的态度。再加上学生缺乏生生与师生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容易

让学生感到课程无聊，最终适得其反降低教学效果 [10]。

（三） 学生的适应能力存在差异性 

信息化时代，教育领域的信息化普及也逐渐加快，雨课堂是

当前教育信息过程中出现的智慧网络教学终端，能够与微课、慕

课等相结合，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及哦啊学。其功能包含课前预

习、课堂互动、课后复习等，能够提高教学的效果 [11]。但是这种

教学方式与传统的教学方式有较大的差别，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有较高的要求。部分积极主动性差的学生在自学环节、讨论环

节等会表现得比较消极。

五、基于混合式教学的烹饪原料学课程教学优化策略

（一）增加交流互动频率，增强学习体验感 

烹饪原料学混合式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设置随机提问环节

以及固定的答疑时间段，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同时，教

师也可以利用平台的弹幕、投屏等功能开展话题讨论，增加教学

活动，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线上线下式的互动模式，能够充分

调动学生思维积极性，让学生沉浸在学习过程中，同时也能够在

互动过程中促使教师不断地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促进教师教学

水平的提高 [12]。

（二） 丰富教学内容，资源共享化 

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通常以教材为基础展开教学，这样虽

然保证了教学的规范性与系统性，但是也在无形之中强化了教材

的权威性，容易固化学生的思维模式。新时代背景下，餐饮行业

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因此教师应当丰富烹饪原料课程教

学内容，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整合网络课程、行业前沿

研究成果、美食纪录片等优质资源，将其有机融入教学内容 [13]。

例如，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纪录片，让学生了解地方特色的采

集、制作等，拓展学生的认知边界。此外，高校应当加快线上资

源共享平台的建设，打造教学资源库，让更多学生受益。

（三） 合理安排课堂时间，灵活调整课堂形式 

在烹饪原料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进程中，引入线上教学环

节并非意味着弱化线下课堂的作用。以“雨课堂 + 传统课堂”为

基础的混合式教学旨在充分发挥线上线下教学的优势提升教学效

果 [14]。具体在实践中，教师需要针对不同的课程内容，采取差异化

的较化的教学策略。以跨文化饮食中的原料运用教学为例，这类内

容涉及了知识的拓展与延伸，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通过线上资源自主

学习、开展小组合作等方式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能力。

另外，在课堂教学形式的设计上，教师要基于线上、线下教学的特

点与长相互，以最大程度发挥育人效果。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师利

用雨课堂的实时互动功能，组织知识抢答赛，让学生参与到课堂学

习中。线下教学教师要注重实践教学与案例分析的结合，教师带领

学生分析烹饪案例，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活动中，提高学

生对于烹饪原料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与学习效果。 

（四）建设教学团队，健全教学激励机制 

基于雨课堂 +传统课堂的混合教学模式对教师的素质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应当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建设，为教学质量提

供保障。首先，学校应当构建以专业教师为主的教学团队，系统

规划教学内容，设计符合混合式教学特点的教学方案，确定线上

线下教学的衔接方式与教学重点，搭建起整个课程教学的基本框

架。其次，是建立由教务人员、助教以及部分学生构成的教学技

术团队，负责协调教学过程中的各项事务及教学技术的保障工

作。最后，建设专业的平台信息技术团队负责课程资源平台的维

护与管理，以及雨课堂等线上平台的日常运行监测、数据安全保

障以及系统功能优化 [15]。

另外，在烹饪原料学混合课堂的实施过程中，存在部分同学

注意力不够集中，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导致课堂完成率不高等

问题。因此，学校可同步健全教学激励机制通过设立专项奖励基

金，对在课程设计、教学实施、技术创新等方面表现优异的团队

与个人进行表彰；将教学团队建设成果纳入教师职称评定、绩效

考核体系，为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开展教学经验分享

会、技术培训等活动，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与成长，形成良

性竞争与协同合作的良好氛围，从而推动整个教学团队持续发

展，为烹饪原料学混合式教学质量提升提供坚实保障。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为“烹饪原料学”课程

的教学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通过整合数字化资源与课堂互

动，该模式不仅突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更能优化知识传

递、技能训练与学习反馈等教学环节，进而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与实践应用水平，同时促进教师教学方式的精准化与个

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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