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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多维教学方法在刑事法律课堂的运用 

 

当今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应用在教学领域，网络教学平台日趋成熟和完

善，为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刑事法律课程组积极探

索“课堂革命”之路，在教学中主要采取了线上线下交互的混合教学模式，并运

用了“六化”教学法：“线上预习常态化，线下复习趣味化；线上交流全员化，

线下讨论深度化；线上学习个性化，线下讲解典型化”，将线上线下教学有机融

合在一起，线上、线下配合，提升教学实效。目前初步形成教改成果，将线上、

线下交互的“六化”教学法，总结成教改文章，“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刑

法》教学中的运用”发表在《亚太教育》第 21 期。（参见后面图片） 

主要做法如下： 

一、线上预习常态化，线下复习趣味化 

（一）布置任务，线上预习常态化 

针对大多数高职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自主学习能力较弱的学情，

我们在布置课前学习任务时，根据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提出相对具体的要求，比

如，观看刑事责任年龄的微视频，了解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使学生

有的放矢地开展线上预习，并将线上预习常态化。 

（二）创新形式，课后复习趣味化 

为了引领学生更为有效的复习巩固相关知识，我们在布置课后复习任务时，

也本着激趣增效之目的，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创新学生的线上、线下复习形式。 

一是线上题库作业或附件作业的形式检测、巩固学习内容，作为过程性考核

的组成部分。 

二是引导学生阅读线上的拓展案例，比如学习了正当防卫的内容以后，引导

学生查阅“于欢案”、“昆山反杀案”等具有法制里程碑意义的典型案例，进行

线上讨论，拓展思维和锻炼分析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三是设计一些有特色的线下复习作业，比如学习了犯罪构成内容以后，学生

需要构架理论框架，请同学们运用思维导图，梳理、归纳、总结犯罪构成要件及

各个要件下的具体构成要素。学习了刑罚“死刑”以后，让同学们课下思考死刑

的优劣，对死刑进行评价，组织“死刑存废之争”的辩论赛等（参见后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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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新线上、线下复习的形式，既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也能够着力提升复习的实效性。 

二、线上交流全员化，线下讨论深度化 

（一）精心设计问题，线上讨论全员化 

由于课堂时间有限，班容量大学生人数众多，线下课堂教师不可能让学生全

员发言，但线上学生可以全员化发言，学生互相能看到其他同学的回答，彼此交

流学习，能够让学生更为通透、全面、精准地理解相关知识。比如，让学生预习

“危害行为”内容时，先设计了一个问题“不作为能否构成犯罪？”有的学生在

预习前想当然的认为，不作为不就是没有实施任何行为吗，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

当然不能构成犯罪；也有学生说，不作为也是一种行为方式，不作为是“应为而

不为”，如果一个人有履行行为的义务，他不履行义务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

当然能构成犯罪；还有学生查到了一些案例，如“饿死幼女案”，母亲将 2 岁孩

子置于封闭家中独自外出长久不归，致孩子饿死，法院判决故意杀人罪，就是不

作为形式的犯罪；学生还对“见死不救”是否构成犯罪进行了讨论……教师通过

浏览学生的留言讨论，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学生法律思维的程度，

甚至了解学生看问题的世界观等问题，有利于教师进行方向性引领。 

（二）甄选典型案例，线下讨论深入化 

以全员化的线上交流为契机，教师还应该适时适度、合情合景地组织学生开

展深度化的线下讨论。（参见后面图片） 

精心准备教学案例：甲男与乙女谈恋爱，后甲男提出分手，但乙女不同意。

某日，乙女找甲男商谈，要求继续保持恋爱关系，被甲男拒绝，乙女当着甲男的

面喝下自备的农药，甲男未加制止，却起身离开，乙女喝药后中毒死亡。甲男对

乙女之死，是否应负刑事责任？针对该案例组织学生开展了辩论赛，进行线下深

度辩论、讨论。通过线下辩论、讨论，学生能够分清法律性质的义务与道德义务

掌握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和构成条件，还能够运用理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三、线上学习个性化，线下讲解典型化 

（一）建设线上精品课，促进线上学习个性化 

经过几年建设，2020 年刑法被评为院级线上精品课，刑法同时在 MOOC 平

台开课，学生可以自主学习取得合格、优秀等级证书。学生线上学习可以根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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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情况灵活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选择学习内容，对一遍没看懂的可以反复学

习。由于线下教学课时有限，线上平台大量的冗余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

了保障。 

（二）课堂检测，线下讲解典型化 

为了检测学生线上学习效果，教师在线下教学时，可以利用平台的课前测试

或课堂测试进行诊断，选三五个小题进行线上小测试，每个学生的成绩，每道题

的正确率都一目了然，教师针对学生的共性问题，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开展线下典

型化讲解，面对面解决疑难问题，并润物细无声的融入思政元素引领学生的世界

观、价值观，这是线下教学的优势。 

四、线上、线下配合，提升教学实效 

（一）线上学习、线下展示 

为了鼓励学生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教师可以适时给学生

提供展示学习成果的机会。选取学生能够自己学习掌握的内容，布置小组展示任

务，让学生先去线上学习，分工制作课件，搜集、整理资料，然后在线下课堂当

“先生”进行讲课展示，听课学生进行评价提问。学生为了当好“先生”，充分

展示成果，就会进行充分准备，一些学生制作的 PPT 很精美，一些学生对知识的

总结很准确，表达流畅。学生线上学习、线下展示，契合了高职学生爱动手爱表

现的特征，他们既学习了相关知识，又训练了团体协作精神，锻炼了表达能力，

增强了自信。（参见后面图片） 

（二）线下教学，线上活动 

教师在线下课堂教学中，可以利用线上平台的一些功能辅助课堂教学，活跃

课堂气氛。如检查学生到课情况，采用线上签到，迅速查清学生到课情况；提问

时，教师可以根据情况采用手选、摇一摇、抢答等方式选学生，用摇一摇方式选

学生，看哪位同学幸运中奖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利用头脑

风暴、讨论等功能调动学生积极思考等。这样线下教学过程中利用网络教学平台

设置一些线上活动，平台会自动形成教学过程记录，学生参与活动情况也会形成

过程性记录，有利于对学生公平评价。 

总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既能充分利用线上教学满足学生学习个性化

的需求，又能够提高线下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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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教学中，注意融入思政内容，为了让学生能关注社会，充分与社会实

践联系，让学生搜集分享实践中的典型案例，认识社会充分思考。如学生分享的

“于欢案”、“马加爵案件”、“北大弑母案”等（参见图片），适时对学生进

行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引导学生珍爱生命、尊重生命，形成健康心理。课程组

还形成了《刑法教学中浸入思政元素探讨》，《基于 MOOC 模式下的职业教育

信息化建设研究》等教改成果。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进一步探索更多教学方式，

提高教学实效。 

  

学生分享案例“于欢案”、“马加爵案” 

  

学生进行课堂辩论 

   
学生分组讨论、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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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享分析案例 

  
学生当“先生”讲课展示 

 

教改成果：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刑法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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