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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野下混合式教学绩效研究
汤　敏　韦　熠通讯作者

（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　要】随着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混合式教学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要求，创新的同时要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本文

以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性问卷调查影响混合式教学绩效的因素。最后以新文科视角从技术和教学环节结合以及教学

团队的建设两个方面对混合式教学绩效影响因素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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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教育部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上发布《新

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新文科混合

教学研究既是顺应教育部对新文科建设中的所做出的部署要

求，也是信息和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推进文科学科教育深化

的必然要求。

1 研究综述

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催化了传统教学方法的变革。冯晓

英指出自 2013 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混合式教学在物理

特性、教学维度、关注重点、关注角度有了新的内涵。这个

阶段的混合式教学概念强调的重点是 “以学生为中心”。

他还指出针对混合式教学效果的评价主要从学习成效和认知

水平、交互和社会知识建构、情感态度三个层面进行。有学

者就课程制作、科学选课、过程学习、考核方式、监督反馈

几方面探讨学习绩效的影响因素。有研究将学习成绩还有学

习满意度作为衡量学习绩效的指标。任晟姝和何东煜梳理了

中国电影经典影片鉴赏课程的建设经验。还有学者对高校市

场营销专业的教学团队进行建设探索。燕道成、张佳明以新

文科为背景探讨网络与新媒体的一流专业建设。有学者从专

业课程的痛点出发从教学目标、教学设计、考核评价三个方

面改革。总的来说，目前新文科视野下的混合式教学研究基

于某个课程就教学历史、团队、专业建设痛点等进行研究。

本文对混合式教学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

首先是对新文科视野下学习绩效研究内容的补充。其次是视

角的补充。目前的研究大多是从教师端出发，以教师为主体

进行创新，缺少针对学习者的视角进行改进。在混合式教学

要求视角转向的发展态势下，本文基于学习者进行混合式教

学的绩效研究无疑是对视角上的补充。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梳理，问卷设计以师生互动、技术使用、教学

设计等为主题。本文研究选择结构式问卷调查方法，通过方

便抽样即将问卷链接置于校园交流平台上，通过发布消息动

员学生进行填写。本次调查共收到问卷 412 份，其中有效问

卷为 408 份。对收集的数据使用 Spss.23 进行分析统计。

2.2 整体分析

2.2.1 信效度分析

对问卷数据相关信效度检测，从 KMO 测度和巴特特利球

形检验结果可看出，KMO 值为 0.743 大于 0.5，Bartlett 球

形检验值为9155.310，自由度为45，Sig为 0.00,达到显著，

说明数据具有信效度。

2.2.2 相关分析

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研究因素与学习绩效影响。以

师生交互、技术应用、教学设计为主题与学习绩效进行相

关分析，各个主题与学习绩效的相关系数值都＞ 0.5，p 值

为 .000(P<0.05), 说明存在正相关。（表 1）

表 1：皮尔逊相关系数一览表

   教学设计 交互情况 技术应用

学习

绩效

Pearson 相关性 .765** .595** .621**
显著性（双尾） .000 .000 .000

注：** 表示在 0.01 水平（双尾）上相关性显著

数据整体说明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说明：本次共有 408 份有效问卷。在

性别分布上男性为 176 人，女性为 232 人，性别约为 4∶ 6。

在年级分布上，总共有大一、大二和大三参与问卷，三个年

级比例为：29.41%；34.31%；36.27%。

2.3 具体分析

其中对问卷数据进行多因素响应。通过对学习者关于混

合式教学效率的认可情况与认为影响混合式教学的影响因素

进行交互分析（表 2）。该表选取影响因素频数前 50% 的因

素进行分析。

从频数上对超过半数的占比进行分析。根据占比分布，

可以得出有关教学设计的影响因素数量更多，如每个教学

视频的时长、教学视频内容质量、教师讲解水平等。其中关

于技术应用方面的分析得出技术应用不是独立存在的影响因

素，而是贯穿于教学设计和课程设置的各个环节，如视频上

传的质量、讨论区建立，平台系统个性化数据统计等。

3 基于研究的建议

基于调查数据对提高混合式教学绩效从两个方面提出改

进建议。

3.1 利用技术手段提升教学质量

把握技术革命浪潮，让教学走向技术化和信息化，实现

与时代的融合。

3.1.1 结合已有课程资源进行交叉视角备课

新文科要求学科之间打破边界，进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

合。科学素养的培育应当成为与人文素养培育同等重要的一

个目标。

3.1.2 授课时提高技术水平保证视频质量

对于混合式教学的线上教学部分，无论直播还是录播都

需要保证质量。视频质量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要求：视频的

清晰度、音画同步情况、是否有字幕等。     

3.1.3 课后利用技术进行教学反馈

线上线下教学都存在反馈时效性的问题，但时效性在线

上和线下教学部分呈现要求不同。线下教学的教学反馈可以

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即时实现，线上教学部分的反馈机制更依

赖于切实有效的沟通平台的建立。

3.2 建设优质教学团队

新文科背景下的教学团队建设就是要实现教学能力、课

程建设、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协同发展，进而推动新时代背景

下卓越人才的培养。教学团队可以将跨学科理念融入专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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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建设 , 可以实现在多维度提供跨学科视野 , 帮助学生构建

更为完善的知识体系，引导学生产生交叉辩证分析问题的能

力。

4 总结与反思

本文研究发现在后疫情时代学生认为影响学习效率的影

响因素在线上教学层面，以新文科为视角对影响在线教学绩

效因素提出技术融入教学各个环节和建立教学团队的建议。

但本文的调查数据存在调查方法没有选用概率抽样，样本量

不够大的问题。这会导致数据分析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期

待未来能够收集更广泛的数据，更准确的分析混合式教学中

关于学习绩效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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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多重响应交叉汇总表

影响因素 您认为混合式教学学习效率更高吗（%） 汇总（n=408）
非常同（n=76） 同意（n=164） 一般（n=132） 不同意（n=32） 非常不同意（n=4）

教学课程视频的音

质、画质
60（14.71） 124（30.39） 80（19.60） 28（6.86）

0

（0.00）

292

（71.57）
每个教学课程视频

的时长
48（11.76） 88（21.57）

92

（69.70）
24（5.88） 0（0.00）

252

（61.76）
学习平台是否存在

监督刷课机制
20（4.9） 72（17.65） 56（13.73） 20（4.9） 4（0.98）

172

（42.16）
是否有相应的练习

题帮助理解
20（4.9） 100（24.50） 48（36.36） 8（1.96） 0（0.00）

176

（43.14）

对这门课程的兴趣 36（8.82） 116（28.43） 100（24.50） 12（2.94） 0（0.00）
264

（64.71）

授课老师教学风格 36（8.82） 116（28.43） 88（21.57） 28（6.86） 0（0.00）
268

（65.69）
对这门课的学习投

入时间
16（3.92） 96（23.53） 56（13.73） 16（3.92） 4（0.98）

188

（46.08）
老师线下线上的授

课质量一样
16（3.92） 100（24.50） 68（16.67） 8（1.96） 0（0.00）

192

（47.06）

直播和录播相结合 32（7.84） 88（21.57） 68(16.67) 8（1.96） 4（0.98）
200

（49.02）
老师能够及时在线

答疑
68（16.67） 132（32.35） 96（23.53） 24（5.88） 0（0.00）

320

（78.43）
建立讨论区交流互

动
48(26.26) 112（27.45） 52（12.75） 16（3.92） 0（0.00）

228

（55.88）

教师讲解生动有趣 40（9.83）
132

(32.35)
84（20.59） 28（6.86） 0（0.00）

284

（69.61）
系统定期进行个性

化数据统计
28（6.86） 76（18.63） 40（9.83） 8（1.96） 4（0.98）

156

（38.24）
系统记录并反馈学

习轨迹
64（15.69） 76（18.63） 56（13.73） 12（2.94） 4（0.98）

180

（44.12）
注：数据表示方式为：频数（占总体的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