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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网络在线对传统课堂教学带来挑战的时候，“混合式教
学”进入人们的视线，教育的O2O来临；当我们经历了2020年特
殊教育教学时期的时候，在教学中实际进行了形式多样的线上教
学活动以后，对“混合式教学”有了新的认识。笔者结合自己的
思考从以下方面进行阐述：

1  混合式教学理念与混合式教学模式辨析

对“混合式教学”的再认识

闫　寒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222

【摘　要】2020年的特殊教育教学时期，通过“线上”+“线下”，在高职教学中开展了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结合的“混合式教
学”活动，笔者根据实际教学中的体验，从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狭义混合、广义混合、混合式教法、混合式学法、与理实一体化
的融合等方面对“混合式教学”作了阐述和再认识。

【关键词】混合式教学融合；再认识
【基金项目】本文系校级课题“基于理实一体化及网络教学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以《金融企业会计》课程为例”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从以上（图 1 ）的释义可以看出：就转化顺序而言，应
该是从教学理念到教学模式，即先有“混合式教学理念”然后
建立起“混合式教学模式”。2003 年北京师范大学率先提出了

“混合式教学”的思想，认为混合式教学是在教学过程中不但
要强调教师引导、启发、监控的主导作用，更要重视作为学习
主体的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因此，“混合式教学”正是依据上图的转化关系，在形成
了“混合式教学理念”的相关信念以后，再建立起“混合式教学
模式”，进而形成与传统教学程序不同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见
图2）

2 “混合式教学”是一种狭义混合还是广义混合

从以上（图3）混合式教学构成释义可以看出：“混合”是狭
义混合，仅仅是“线上”+“线下”两种教学媒介的融合，不包括
具体的教学理论阐述、教学策略设计、教学方法实施等其他内容。
然而，教学其本身都是具有广义混合特征的，既包括教学资源的
混合、也涉及教学环境的混合、同时更有教学方式的混合等。

因此，“混合式教学”是在狭义混合的条件下开展了更为
广义角度的混合，是狭义混合与广义混合的自然结合，其目的
就是提高学习效果。

3 “混合式教学”是混合式教法还是混合式学法？

从以上（图 4）对“混合式教学”的普遍释义可以看出，
更强调学习者由浅到深的学法。学习层次体现了学生逐步深入学
习的过程，同时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与学法必须具有目标同一指向
性，共同完成同一个任务。在教学前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
和效率、已经具备的先导课程知识水平、学生将教法转化为学法
的适应能力等，在教学中教师还要加强对学生的指导、给学生做

图1       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的转化顺序关系

图2        根据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相关图片整理

图3       混合式教学构成

图4        混合式教学中教法与学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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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加强学生的实践活动。这样，才能将教师的教法为主导
要转变为学生的学法为主导，教师的主导作用才能不断转化为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组成教和学的双向活动。

因此，“混合式教学”是在学生由浅到深的混合式学法的
过程中转化为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混合式教法，即：教师会千方
百计创造条件，设计教学环节，使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整个学
习过程中实现自我探所研究、自我辨别分析、自我磨砺锤炼，
从而最终获得真知、达到娴熟技能、提升综合能力的程度。是
学法与教法的混合及统一，并不是完全的学生自学过程。

4  “混合式教学”能否与“理实一体化”相融合？

图5       理实一体化教学构成

针对传统真实课堂提出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是将抽象的理论
教学和直观的实践教学轮流循环往复进行，打乱原有的理论与实
践教学的时间先后顺序，教学活动灵活多样，讲练做结合，理实
融合，目的是将满堂灌、一堂言变为学生学习有兴趣、教师讲授
有热情。

由以上（图 5 ）释义可以看出：
4.1 理实一体化可以在混合式教学下（线上+ 线下）进行

“理论”与 “实践”的交替混合。
4.2理实一体化可以在狭义混合条件下，采用多种理实一体

化教学方法的混合。例如：将线上线下和理中有实的讲授法混合、
将线上线下和实中有理的演示法混合、将线上线下和理实结合的
练习法混合等。

4.3 理实一体化是“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
是教师由浅到深的设定混合式教法的过程中转化为学生与之相
对应的混合式学法，是混合式教法与混合式学法之间的转化、
融 合 。

因此，“混合式教学”与“理实一体化”是完全可以相
互融合统一的。（见图 6 ）

综合以上分析，“混合式教学”不论是在“线上”+ “线
下”的教学环境下，还是在只有线上教学或线下教学的条件下，其
实质是回归教学的本源，用师生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达到同一的
教学目标。尤其对高职学校而言，教学的目的就是为社会输送知
识厚实、实践技能强、综合素质高、后续发展潜力足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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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混合式教学”与“理实一体化”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