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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本科院校大学英语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现状调研与分析

——基于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的个案研究

滕婷婷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浙江 东阳，322100）

摘要：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学习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基于智慧平台的网络教学越来越受到国内各高校的关注。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也逐渐成为当前各类院校的主流教学模式。本文在调研笔者校内 384 位《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课程参与者的基础上，将从

被试者混合式教学的参与意愿、在线学习时长、线上资源和活动形式倾向、学习专注度与干扰因素、教学效果以及存在的困难和改进意

见这几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该模式在《大学英语》课程中的实践情况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后期教学调整和改进提供一定方向，

同时也期待能为其他院校提供参考或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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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学习者基于学习目的、

学习途径等也有了新的要求，各种网络教学及教辅平台便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教师和学生对网络的依赖和对网络平台的利用程度，

较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混合式教学模式已逐渐成为当前的主流教

学模式。

国际上最早提出混合式教学的是加拿大拉瓦勒大学的迈克

尔·鲍尔教授，混合式教学是指线上网络资源和网络平台的合理

利用与线下面授课程相结合的一种授课模式。国内将混合式教学

这一理念引入中国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克抗教授。与传统课堂

相比，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和丰富的网络资源的线上课程与传统

教学相比具有以下优势：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教师角

色由传统课堂的知识传授者、传送者、输出者、课堂主体转变为

新模式中的课堂内容组织者、学生学习协作者；更好地满足学生

对学习内容的多层次需求，个性化地遵守“i+1”原则，以利于学

生更好地习得知识；网络反馈评价及时有效，手段丰富多样，同

时帮助教师加强学生课后的学习监控和跟踪。

混合式教学优势很多，基于此的相关研究也数量庞大。目前，

在 CNKI 中输入“混合式教学”关键词得到的数据为 23893 条，

研究高校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的为 2400 条。然而针对职业本科大

学英语混合式教学实施情况的实证研究却寥寥无几，检索结果从

2011 至 2021 年相关记录为 98 条。由此可见，该领域的研究探索

仍具有很大空间。

基于此，本文以笔者所在院校的《大学英语》课程为例，开

展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施现状的问卷调查与随机抽样访谈，

结合统计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并做出相关分析和总结，以期为混合

式教学的改进与效果提升提供一定参考或启示。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2020 级本科学

生，通过问卷星方式向全体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

384 份，被试者的主要统计特征分布状况见表 1。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借鉴相关院校混合式教学调查问卷的基础上，根据

本校大学英语教学实际情况进行了修订。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学生

对混合式教学的参与意愿、时间分配、内容与活动形式倾向、专

注度、效果与存在问题七个方面，结合统计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和

处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混合式教学参与意愿与时间分配情况

数据显示，90% 以上的调查对象对参与《大学英语》课程混

合式教学呈现肯定态度（具体见图 1），其中 48.96% 的学生表示

自己非常愿意参与，仅 2.6% 表示不愿参加。学期间平均每天用

于该课程线上学习的时间超过 2 小时者为 8.59%，1-2 小时的占

17.45%，0.5-1 小时 47.14%，半小时以内则为 26.82%。可见，大

部分学生在学期间线上学习的参与度较高，能够抽出一定时间进

行在线学习。

    

图 1  混合式教学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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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期间平均每天在线学习时间

（二）线上学习资源与活动形式喜爱倾向

当问及学生对于线上资源的个人喜好时，得到的数据如下

图 3 所示。84.38% 的学生倾向于观看影视、微课等视频资源，

58.33% 的学生喜欢听力、朗诵等音频材料，文本阅读和电子习

题材料的喜爱人数均不超过 50%（本文阅读 45.31%，文本习题

33.85）。至于使用线上文本测试类内容的倾向则更低，仅为 4.69%。

可见，多数学生还是喜欢音视频等线上学习资源，对于文本类的

材料偏爱度相对较低。 

 

图 3　线上学习资源喜爱倾向

图 4　线上活动形式喜爱倾向                                               

有关课堂线上活动的喜好数据如上图 4 所示，超过半数的学生

较喜欢线上签到、线上视频观摩活动，分别为 61.72%、53.65%；次

之则为线上投票、讨论问答、完成练习、拓展阅读活动，比例介于

30%-45% 区间。听说训练喜爱人数相对较少，仅占 29.43%。                                                                                                  

（三）线上学习专注度与干扰因素

参与调研学生的线上学习专注度和相关影响因素如表 2 和表

3 所示。87% 左右的学生反映自己在线上学习的专注度较高，较

少受到主观或客观方面的因素干扰。但同时，有 12% 左右的学生

反映自己在线上学习时容易分心走神或直接抛开学习转而投入其

他无关活动。问及影响学生线上学习专注力因素时，58.33% 的同

学反映出于个人自我控制力因素，54.17% 的同学则认为学习内容

的有趣与否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和专注力。线上学习

过程中是否有互动即交互性也会直接影响学生的专注程度，其他

干扰因素还包括客观环境如噪音、同伴活动等。课程内容的难易

程度、学生学习态度也会对其专注力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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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效果与自主学习能力相关作用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的效果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肯定。

其中 31.77% 的受访同学认为对其学习收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29.95% 的同学认为在个人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方面也有很大帮助；

60.94% 的同学认为该教学模式效果良好，64.58% 的同学认为有助

于其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将近 7.2% 的同学则认为混合式教学效

果不太理想，超过 5% 的同学认为其对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没有太

大帮助。具体数据可见表 4 和表 5。

（五）线上学习挑战与课程资源改进意见

与传统教学相比，线上学习过程中学生面临的主要困难与挑

战为自主学习能力和自主学习意识的欠缺，具体数据如下表 5 所

示，分别为 75.78% 和 67.71%；其他导致学生对线上学习产生负

面评价的因素为任务重耗时多（26.56%）、内容过难无法坚持

（25.52%）以及其他学习或课外活动多等原因（22.4%）。对于本

课程线上资源的改进意见，66.93% 的同学认为应该增加或丰富音

视频教学资源，半数左右的同学反映教学设计和相关 PPT 仍需增

加趣味性，35% 左右则认为应该增加单元导学设计，课后作业形

式多样化且时间不宜过长。具体数据见表 6。

     

四、结语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已在本校《大学英语》课程中实施

一年左右，根据以上数据反馈大致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1. 本校《大学英语》课程在线上下混合式教学方面已进行了

一定探索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总体反映在 90% 以上的同学认为

混合式教学实施效果良好且对于提升自主学习能力有较大帮助，

他们愿意进行该模式下的学习和实践；在学期间，超过 70% 的学

生平均每天会分配半小时及以上在线上英语学习。

2. 关于线上课程资源和活动形式，多数学生倾向于音视频类

材料学习和在线签到活动，文本阅读和练习以及听说训练偏爱度

相对较低。根据抽样访谈结果得知许多学生对于强调语言产出的

内容和活动具有抵触情绪，一方面出于自身语言基础缘故，另一

方面则是长期的失利经验而导致的畏惧心理。因此，不少学生喜

欢选择轻松、难度较低、语言产出不多的任务。

3. 学生线上学习专注度表现总体良好，主要的干扰因素在于

内在自我约束力以及学习资源的趣味性；课程的互动性、外部周

围环境、课程内容难易程度以及个人学习态度和观念也发挥一定

影响作用。

4. 多数学生反映线上学习过程中存在的最大挑战为自主学习

能力和意识缺乏，少部分则反映学习任务量和难易程度也是他们

在线学习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有关课程线上资源改进意见，多数学生认为应该丰富音视频、

教学设计、PPT 等内容，增加单元导学设计，作业形式多样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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