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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教学模式在如今也在改弦更张。在传

统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教师和学生要求的时代背景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将传统课堂教学和新兴的多媒体线上教学相结合，凸显出

它顺应时代的特征。基于MOOC、超星等APP 的线上教学将网络

平台上的资源进行共享，使得学生能够进行多方面的学习从而得

到“不止于此”的知识，教师亦可利用便利的大数据对学生进

行多维度的考评。与此同时，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过程中得到的

数据掌握的学习状况与诉求进行，并及时做出调整。

当下许多实操课程已经采用了混合式教学模式，但许多教

师并没有将如何正确利用网络平台的大数据资源对学生学习效果

的反馈与对学生进行合理期末考评有机统一起来。“应当采用

哪些指标？”“哪些指标相对而言对于教学没有帮助？”等尚

不明确。实操课程，即指以实际操作为核心要求的课程，一般

该类课程分为理论教学和实际操作教学。例如：江西师范大学

的《PPT 制作与应用》课程，教师教学主要以“理论教学+ 操

作指导”来进行。下面主要以此类实操课程为例，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和探讨。

1  传统教学效果的剖析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主要是“课堂教学+ 课后练习+ 期

末考评”。教师在课堂上以传授理论为主，操作为辅。课后安排实

操作业来对学生进行巩固练习。但在调研中发现，有相当多学生

反映，由于课时安排紧张，上课期间安排进行操作的时间很短，甚

至没有实操练习，以至于上课听得懂，下课记不住，课后练习难

以掌握。显然，传统教学模式对于实操类课程存在严重弊端。

随着目前国内市场对于综合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学生

也趋向于选择一门或几门实操性课程进行学习。因此，某些实操

课程班级人数逐年增加，在大班制的状态下，凭教师一人无力管

理好班级。教师在操作演示、学生演练和作业评讲等环节和学生

的交流减少，除了极个别的优秀学生外，大多数学生缺乏参与的

欲望和深度，造成教学的质量和效果都不理想[1]。

根据调查，目前大部分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实操课程期末考评

采用“平时分+期末考成绩”进行加权的方式。传统教学模式下，

过少的指标难以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与成为合理的考核标准。

如某学生相比理论更擅长实操，而实操课程期末总评成绩却等于

甚至低于能力不如其他学生。这种由于考评方式选取指标少且不

合理导致的不公平的现象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屡见不鲜。因此，

对于实操类课程有必要采取多维度考评的方式使期末考评更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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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积极度的评价方式探究

开展一门课程，学生的积极程度往往被教师认为是最难考评

的一个方面，但对于教师而言它又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国内相当多的高校都通过平时成绩来反应学生学习的积极程

度，以往教师更多采用统计课程出勤情况来对学生学习积极性进

行反馈。但若使用了混合式教学，则教师将能够从更多维度对

学生积极性进行考评。

2.1学生出勤情况

面对面教学是教学组成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课堂上的

出勤率是教师对于学生平时成绩最重要的考察指标。但随着大班

制的发展，教师利用课堂时间进行点到不仅损耗了本就不多的课

时而且还降低了教师的体能。随着移动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当

前许多辅助线上教学的APP都为学生们提供了手势签到、定位签

到等功能，方便教师统计学生出勤率；与此同时，学生能实时直

观地查看自己的出勤状况，并以此对其自身起到警示督促作用。

2.2学生完成线上课程的情况

由于紧缺的课时与大班制下的众多学生数，对于实操课程，

教师仅仅利用课堂时间向学生介绍完理论知识与操作步骤是紧迫

的，因此将部分理论教学课时转移到线上将有利于节约课堂时间

用以教授更多的实操技巧。此时，线上课程的观看率将成为反馈

学生学习积极程度的重要指标。

2.3学生查看网络平台上的资源查看情况

如今网络平台资源无比全面，但却鱼龙混杂，教师可利用线

上教学平台发布课程知识拓展资源帮助学生拓展视野，同时可对

部分有趣的操作，与课程联系紧密的主题内容，优秀的作业样本

发布其上供学生观看学习。线上教学网络平台检测学生对于该类

资源的查看率、下载数量来反馈给教师学生的积极性。

在线开放课堂的评价方式已不能仅仅局限于专家评审，需要

更多地运用信息化手段，通过课程平台记录学生的学习痕迹和教

师的教学过程，对在开放课程质量进行量化评价[2]。教师也可以

充分利用QQ、微信等的网络交流平台，进行线上的沟通和交流，增

进师生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

3  作业评价方式探究

对于实操课程的学习评价和教学效果评价，作业完成度是一

项十分重要的考核项目。现今许多高校将其实操性课程作业考评

成绩占比为百分之八十。但从开学到期末，教师发布作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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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面对大班制教学的实操性课程来说，学生完成后也无疑

是给老师的批阅增加了难度；教师发布作业项目少则又不足以充

分考评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不足以反映教学效果。

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许多新兴的教学平台可以帮助

解决这个问题，如微信公众号“对分易”具备作业互评功能—

—学生可以选择一定数量的其他同学的作业进行查看、打分并进

行点评，帮助老师减轻批改负担。

3.1平时作业

尽管信息技术发展至今已趋于完善，但仍然存在例如

MOOC，超星等平台在作业互评功能上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然而

也存在一些其他平台可以与之形成优势互补。教师可选取适合自

身、较方便操作的网络平台进行作业批改。批改平时作业后可

以采取教师讲解，课上讨论，小组讨论等方式进行作业互评。

这也能促进学生对于作业的思考，帮助其更充分地掌握知识，

同时也能明显减轻教师的作业负担。互评作业流程完成后，教

师可以进行查验，对其进行适当修正，最终将成绩导出，以此

作为平时作业的考评指标。

3.2期末测验

学期末测验对于实操性课程，如同期末考试对于理论考试一

般重要，可将其视为最综合性、最全面性的一次考核和评估，

教师与学生都对此十分重视。此时教师应当亲自批改，全面深

入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查验教学效果，进行教学反思，

补齐教学上的漏洞，完善自身教学模式。

4  结语

笔者通过对于当今高校内实操类课程不懈探索与调查，从两

个考评维度，细分为五个部分探究了实操类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机

制较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势。本文旨在为当今实操类课程教师提供

科学合理应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提供理论支持。需要注意的是，

本文仅作为理论依据参考，实际混合式教学模式应当视实际情况

进行细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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