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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视角下高职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认同度调查研究
——以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丁宇彤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0）

摘要：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混合式教学已然成为思政

课教学的新常态。思政课混合式教学中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和可持续发展，提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学习效果。从学生个

性化视角出发，了解和分析大学生对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认同度情

况，是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从教学形式、教学

内容、考核评价、学习效果、学习资源五个维度，对影响思政课

混合式教学认同度各个因素深入分析，提出实证依据和建议，为

充分发挥思政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优势，推进新时代思政课

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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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

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在顺应教育数字化转型、信息

化时代教学变革的大背景下，混合式教学已然成为思政课主流教

学模式和教学新常态。充分有效发挥思政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的优势，对推进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混合式教学

模式形式上是线上学习和线下教学方式相结合，思政课混合式教

学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提升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的学习效果，这是提高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质量的关键。

大学生对思政课混合式教学的了解和认同，直接关系学生自

主探究和合作学习，影响思政课混合式学习效果。为更好地了解

和把握高职院校大学生对思政课混合式教学的认同情况，本文以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通过对学校不同专业和年级的在校大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认同度，并对影响思

政课混合式教学认同度的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为推进高职思政

课混合式教学改革提供实证依据和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大学生对思政课混合式教学的认同度，要针对大学生实

际，问卷设计要主题鲜明，有吸引力，命题明确，提问直观。其

次，题量合理，控制好时间，保证问题的有效性和数据的准确性。

本次调查主要了解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大学生对思政课混合式

教学的认同情况。问卷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

象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级、专业等基本信息，以及对思政课

混合式教学的认识情况。第二部分主要是从教学形式、教学内容、

考核评价、学习效果、学习资源五个维度考量学生对思政课混合

式教学认同度情况，问题设置采用的是李克特五级量表，设为非

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借助问卷星系统，面向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不同专业、

年级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回收问卷共计 1184 份问卷，为保证问

卷质量，对填写时间低于 60 秒的问卷予以删除，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067 份，有效率为 90.12%。有效样本数据显示，男生 585 人，女生

482 人，性别比例相对均衡。年级分布上，大一学生人数最多 723 人，

占比 67.76％；大二学生 291 人，占比 27.27％；大三学生 53 人，占

比 4.97%。专业主要涵盖信息、机电、经管、艺术、机电等五大类。

其中，信息类专业学生 519 人，参与人数占比 48.64%；机电类专业

260 人，占比 24.37%；经管类学生 140 人，占比 13.12%；艺术类学

生 115 人，占比 10.78%；教学类学生 33 人，占比 3.09%。

图 1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92.78％的学生表示传统课堂与信息化课堂有

必要结合，7.22％的学生则觉得两者没必要结合，学生对学校思

政课采取混合式教学认同度较高。关于思政课教师使用混合式教

学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29.90％的学生认为思政课教师经常使

用了混合式教学，55.20％的学生则认为只是偶尔使用混合式教学，

14.90％的学生觉得从不使用混合式教学。所以，学校在思政课教

学管理中，应加强做好对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和推广工作，提

升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质量和水平。

图 2 混合式教学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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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认同度

大学生对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认同度高低直接关系到思政课教

学质量，影响学生自主探究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本调查着眼于

学生个体视角，围绕教学形式、教学内容、考核评价、学习效果

和学习资源五个维度对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认同度的影响进行探究，

并从影响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认同度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比较，对

混合式教学有效开展提供对策建议。

影响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认同度的各因素的数据分析显示，一

是教学形式上，98.51％的学生对线上线下教学形式丰富影响认同

度表示赞成意见，2.5％的学生表示不赞成；二是教学内容方面，

98.69％的学生对混合式教学内容实用性强影响认同度表示赞成，

1.31％的学生表示不赞成；三是课程考核评价角度，95.69％的学

生对混合式教学中采用过程性评价来跟踪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和

轨迹影响认同度，表示赞成，4.31％的学生表示很不赞成；四是

学习效果方面，98.22％的学生对混合式教学有助于增强自主学习

能力表示赞成；98.60％的学生对混合式教学能够提高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表示赞成；98.69％的学生对混合式教学通过线上线下

交流讨论，有助于学生知识的互补表示不赞成。

图 3 影响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认同度的各因素

思政课线上学习平台资源对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和探究具有重大

帮助。在对平台学习资源的兴趣度调查中，认为对视频资源感兴趣

的学生人数最多，占到样本人数的90.47％，并且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

视频时长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为宜。71.92% 的学生对课件学习感兴趣，

60.82％的学生对线上讨论形式感兴趣，48.08％的学生对音频动画感

兴趣，24.65％的学生对练习作业内容感兴趣，仅有 6.19% 的学生对

拓展阅读材料感兴趣。这启示我们，学校可以多增加学习平台上视

频和教学课件等内容，同时加强线上精品资源建设，提高学生对思

政课混合式教学的认同度和不同专业和学生的个人化学习需求。

图 4  线上学习平台资源的兴趣度

图 5  线上学习平台教学视频时长

四、结论和建议

（一）更新教学理念是前提，树立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

混合式教学是一种教学组织模式，也是一种新的教学理念。

要深刻认识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是顺应教育数字化转型和信息

化时代教学变革的必然趋势。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立

足新时代大学生发展实际，尊重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从大学

生个性化需求发力，关注学生的兴趣点和焦点问题，加强思政课

混合式教学资源建设力度，丰富混合式线上线下教学形式，创新

教学内容、流程和设计，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有效提高思政

课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课程资源建设是基础，打造线上精品教学资源

线上教学资源是影响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认同度的重要因素之

一，目前，思政课网络教学资源多而不精，吸引力不足。要以建

设思政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为契机，深耕线上平台建设，加强线

上教学视频、课件、案例、习题等数据库资源建设，打造精品线

上教学资源。探索红色文化资源和混合式教学相融合，精准定位，

打造虚拟仿真思政课教学网络平台。协调多方力量，形成资源共

建合力，线上教学资源制作、运行和维护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

要通过思政课专业团队合力和争取聘请技术支持，实现线上课程

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保障。

（三）课程考核评价是重点，重构多元评价体系

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要因势而新、顺势而为，健全完善课程考

核评价体系。为适应思政课线上教学实际需要，完善多元评价体

系是关键一招。一方面，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对课程评价标

准进行细分，建立多层次学习评价体系。对可量化的内容采取定

量方式，比如学习通平台上，对于参与主题讨论数量、阅读时长

都可以量化赋分。对于学生课堂的表现和态度则可以通过定性评

价来考量。另一方面，采取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相结合，侧

重对学生课前、课中、课后的接续过程来记录学生学习轨迹和学

习成效。

（四）教学团队建设是关键，建立有效保障机制

要提高思政课教师以混合式教学模式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的

行动自觉，加强思政课线上教学团队的建设力度，做好思政课混

合式教学研究和理论阐释。强化思政课教师教育信息化技术的学

习和培训，学会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制作和发布各类教学资源和

学习任务，能够轻松熟练驾驭混合式教学。建立思政课混合式教

学考核评价机制，把混合式教学实施作为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和绩

效考核的重要指标，调动思政课教师积极参与混合式教学改革和

实践的主动性，形成思政课师资集群效应，最大限度发挥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优势，努力推进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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