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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混合式教学刍议
贾新明

（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随着广大师生对混合式教学手段接受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生态圈发生了改变，混合式教学成为了主流的教学方式。混合式

教学有以学生为中心的天然属性、教学效率高、教学方式多样化、教学反馈及时、教学评估多元化等特点，需要遵循通用性、可比性、

导向性和时效性构建混合式教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词：混合式教学；趋势；主要特点

一、混合式教学的趋势

据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的数据，在没有教师监管的情况下，

靠学生自主学习，在线课程完成率不足 10%，可见无监管的线

上教学难以维持。2015 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提到“我们将通

过教育信息化，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大力促进教育公

平”。共享资源、打破壁垒，促进教育公平适用于高等教育。中

国大学 MOOC 等平台免费开放了优质课程资源。粤港澳大湾区高

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已解除了非联盟成员高校的限制，上线到联

盟门户的课程资源面向非盟员高校全部免费开放共享（邹园园等

2020）。可以预见，优质课程资源跨越校门，在全国、甚至全球

流动和优化势必成为必然趋势，这为混合式教学的应用和推广提

供了最佳助力。

随着混合式教学模式日渐增加，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生态将

发生改变。谢幼如，吴利红等（2017）提出混合式教学深度融合

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中，重塑在线教学观念与资源供给方式、重构

课堂模式与教学流程、创新组织管理与条件保障，进而构建混合

式教育新生态。对于混合式教育生态圈的认识，始于对混合式教

学的特点的把握。

二、混合式教学的主要特点

经与传统教学模式相对照，从教学主体、教学准备、教学过程、

教学评估等环节对混合式教学的主要特点进行分析，主要为以下

几个方面。

（一）具有以学生为中心的天然属性

虽然教育者反复强调教育的主体是学生，不应以教了多少、

而是以学了多少作为教学效果的评价标准。但是在传统的课堂教

学中，学生依旧处于被动地位，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在预习环节

学生往往是按照老师的要求阅读教科书等学习材料，即使学生不

按老师的要求来做，回到有教师监管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可以在

课堂上对知识性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进行有效学习，传统课堂

的教学主体是教师。但是，在混合式教学中学习的主体天然是学

生，而且知识性的基本概念和观点讲解回移到线上，学生在弱监

管的情况下完成。在线下课堂，教师将引导学生就网络学习中知

识点进行启发式教学，增加互动，围绕学习内容进行深入探究，

此时因学生已经通过在线学习了解了主要的知识点，互动的意愿

和能力都较传统课堂有所增加。然而，如果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

理解能力不足或受其他因素干扰，势必不利于核心知识点的掌握，

在随后的线下课堂互动环节，效果也很大打折扣。反之亦然，如

果学生认真，是可以通过反复观看视频加深理解，更好地掌握知

识点。邹园园等（2020）认为混合式教学本质是学生在教师指导

下的自主学习。李逢庆，韩晓玲（2017）研究表明教学效果受到

学生自学行为的影响，比如平台登陆、视频观看次数、反刍比等。

为此，混合式教学具有以学生为中心的天然属性。在混合式教学

模式下，如何考量教师在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互动以及促进

生生协作方面的努力，需要研究。

（二）教学效率高

在课程准备环节，教师从早期需要准备纸质讲义，到上世纪

90 年代准备电子版 PPT，到今天教师需要提前录制视频，或使用

同行预制好的视频等多媒体素材，虽然都需要根据课程目标和学

情特点进行预先准备，但是制作的素材和使用技术手段发生了改

变。当课程以视频为主要的形式呈现的时候，过去用文字或者图

片难以表达清楚的内容，可以借助视频、动画和游戏等多媒体手

段进行生动呈现，学生理解起来会更加容易，学习难度能得到有

效降低。而且，教师不需要在每堂课中都对照 PPT 讲解一遍，而

是录制一次，可以对多个班级、甚至对跨校的学生重复播放，大

大降低了重复劳动。习题和考试题等题库建设等颇为便利，客观

题可以进行自动批阅，成绩可以自动导出，事务性、重复性工作

大为减少，事半功倍，教学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三）教学方式多样化

混合式教学与传统面授教学在教学流程、教学方式和教学手

段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混合式教学时需要学生登录平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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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学习，在线参与小组讨论，在线提交作业等。教师可以采用

在线督学的方式强化学习效果，师生可就学习中的疑问以讨论、

解答等方式进行在线互动，这些对教学效果促进作用明显。回到

线下课堂，教师将引导学生开展研讨、实操等教学方式。而且，

目前的在线教学平台主要是商业公司提供，各地区、各高校、各

位老师选用的平台都有很大的差异，包括中国大学 MOOC、超星

学习通、ZOOM、钉钉、腾讯会议等多个平台。而且，据全国高等

学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等（2020）的调研，83% 的教师会采用多

个平台同时进行在线教学，而占比最高的超星平台被选用的比例

也只有 11%。一方面，学生需要适应不同的平台；另一方面，也

为教学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管提出了挑战。

（四）教学反馈及时

混合式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渠道随时对学生的学习

情况进行了解，比如通过学生学习进度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

通过课前测来了解知识的掌握程度，通过课后习题的在线完成情

况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而且，在线学习中丰富的学习过程材

料也是过去传统课堂所难以获得的，所有的教与学都是在线的、

有数字轨迹的、可追踪的，这使得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估有实时性

和动态性的优势。混合式教学中在线部分因全程可留存、可追踪，

数据可分析，为教学质量的实时评价和客观评价增加了可操作性。

教师对教学效果做及时反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增加了可能

性。这与传统教学方式中，学期末进行学生集中评教，并进行反

馈的方式不同，从评教反馈的滞后性，可以过渡到混合式教学评

估和反馈的及时性。

（五）教学评估多元化

由于混合式教学的特点，评估环节必然包括线上教学部分、

线下教学部分，评估内容包括学生行为、教师行为以及学习效果，

同时要考虑到不同平台的可比性等。李逢庆（2017）提出将教学

过程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评价阶段进行评估。刘智勇等

（2017）提出了从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等

进行评价。然而，这些评价方法在可操作性方面比较欠缺，在方

便和快捷性方面存在不足。马玥璐等（2019）从授课视频、学习

任务单、课堂小组活动、课堂讨论效果等四个方面给出了量化评

价的建议，但因未付诸实践，缺乏实证结果作为支撑。杨力（2021）

认为混合式教学评价将改变传统课堂教学评价方式单一的问题，

以慕课、微课等在线课程资源为载体，结合线上和线下各种活动，

并在多种教学形式的基础上，形成多种方式构成的课程线上线下

达成度评价体系，构建符合多元化事实又具有包容性的教学评估

体系任重道远。

三、对混合式教学评估的思考

建立课程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发挥教学评价的诊断、导向和调节作用，课程评价也必然作

为教师业绩考核、职称评聘等的重要参考因素，对混合式教学课

程的评估将成为常态化和广泛化的工作内容，也将引致对于混合

式教学持续评估、管理以及不断改进的需求。

由于混合式教学中具有以学生为中心的天然属性，为此在评

估中需要抓住重点，凸显学生的主体性，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性

和主动性，对于师生互动的评估应该有效衡量。由于混合式教学

的素材比较丰富，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感受，为此在评估中应该

在教学形式和内容上参照线上教学的评估方式进行衡量。而且，

由于教学方式的多样化，要充分考虑到各个平台的差异性和可比

性，同时，需要促进线上部分和线下部分有机评估，各参与主体

的融合互助，公正公平地反应教学效果，需要及时构建混合式教

学质量评估体系，也有课程质量评估体系创新之需求。因混合式

教学的及时性特点，可由传统教学中年末一次性评估，转为动态

评估、实时评估并反馈，从而改善过去教学评估对教师教学促进

作用有限的局限性。各位任课老师可以随时根据学生的反馈和动

态，做出相应的教学调整，对学生做个性化的辅导、培养。因混

合式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故需要构建一套具

有通用性、可比性、导向性和时效性构建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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