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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法在外国文学课堂中的运用

马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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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校教育中系统化的外国文学教育对于学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其不仅能够有效加强学生对于各国文化氛

围和特点的了解和掌握，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和文化素养。但是由于这些文学作品本身所涵盖的知

识范围较广，对于学生阅读和理解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运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学生不能够很好地掌握这些文

学作品的特点，深入理解其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因此，在新时期高等教育变革的背景下，结合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在

高校教育过程中提出了混合式教学的理念，能够有效针对外国文学课堂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补充和改良。使学生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中全面掌握外国文学作品，并且提升自主阅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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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信息化不断进步对于

各个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很多人在获取信息和学习

新知识的过程中，所应用的渠道已经从以往较为单一的模式

转变为更加丰富多样的方式。在此过程中，对于高等教育来

说以往传统的线下授课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高校学生的学

习需求，需要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作为教学的支撑，形成开

辟出一条全新的线上教学模式。然后在教学中将线下和线上

教学模式进行融合，就发展成为混合式的教学形式，能够从

各自的优势出发，给学生呈现出更好的课堂内容。在高校的

外国文学课堂上，教师就应该运用混合式教学来实现文学教

育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更好地挖掘更多有价值的文学知识，

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

一、混合式教学法的内涵

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下，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教育都

采取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给学生开展各专业的课程，在此

过程中通过传统教学模式和新型教学模式的融合，所产生

的教学方式就是混合式教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

地培育学生在学习外国文学专业知识过程中的独立学习和

自主阅读能力，从而既可以实现课堂上的面对面互动教学，

也可以在线上随时随地展开学习，极大地提高了外国文学课

堂的效率，对于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文学素养具有一定的

保障。当前在高校中外国文学课堂上所采取的混合式教学体

系，并不是简单地将传统教学和网络教学的方式相加，而是

在将其教学思维、内容和策略进行全方位的融合，使学生可

以在这样的课堂氛围下提高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在混

合式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能够有效发挥出教师在专业知识教

学过程中的辅助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够使学生在课堂

上的能动性被凸显出来，更加符合高校教育的目标和期许 [1]。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校外国文学课堂中的应用价值

1. 有利于创新课堂讲授模式，提高学生文学兴趣

相较于单纯的传统线下教学模式和完全依赖线上的教

学方式，混合式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的优缺点进行

互补，从而形成一个更为完善的教学体系和范式。在此过程

中有利于创新外国文学课堂的讲授方式。一方面，学生可以

在线下课堂中与教师面对面进行知识的获取，并且遇到问题

可以在课堂上直接问教师，通过双方的即时性互动维护良好

的课堂氛围。另一方面，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所涉及的

知识体量比较大，因此有限的线下课堂时间并不足以给学生

进行全面化的教学，所以就需要借助线上教学的优势开展诸

如大学生慕课、专业微课堂等相关的线上视频课，让学生可

以利用空闲时间在这些平台上进行延伸学习，有利于提高学

生对于文学阅读和赏析的兴趣。

2. 有利于实现教学去中心化，发挥学生主体意识

在传统的线下课堂普遍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但是这样

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发展学生的自主性和学习的能动性，因此

就需要融合线上教学模式来调动学生的独立学习意识，培养

他们在课下学习的习惯，从而更好地实现更为开放性的外国

文学课堂。由于在外国文学知识学习的过程中，这门学科具

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每个学生对于作品的理解都是不同

的，开放的教学氛围会让学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

的教学创新有利于进一步实现教学去中心化的目标，让课堂

的主体由教师逐渐转变为学生，在此过程发挥出学生在课堂

上的主动权 [2]。

3. 有利于契合学生学习习惯，拓展多元渠道教学

由于学生在进入到大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他们的学

习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学生比较喜欢线下

课堂上活跃的氛围，喜欢和其他学生针对课堂内容进行实时

讨论。但是还有一部分学生喜欢在安静的环境下进行独自学

生，这样对于他们来说学习的效率会更高。因此，采取混合

式教学就是能够既让学生参与线下课堂的互动和讨论，也能

够满足学生自己学习的要求，更好地契合学生在学习外国文

学知识过程中的习惯。此外，混合式教学还有利于给学生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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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元化的学习渠道，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

适合的学习方式。

三、高校外国文学课堂上混合式教学的实践策略

1. 开发线上教学资源，整合外国文学课堂内容

在高校所开展的外国文学课堂上，教师应该利用混合

式教学思维，在坚持线下课堂优势的同时，能够开发出更多

的线上教学资源，将其制作成为一系列的大学慕课和微课等

线上课程资源，让学生可以在线上也可以自由地接受相应的

专业教学。在此过程中一些高校已经开启的系统的线上慕课

教学，例如，北京语言大学所开设的《外国文学名作赏析》

在线课程，这样的课程不仅可以让本校的学生进行线上学

习，还能够让更多的外校学生也能够系统化地接受外国文学

教学。教师在此过程中需要充分整合课堂上的内容，在课本

的基础上整理更多的教学资源将线下的教学氛围可以一直

延续到线上教学过程中 [3]。例如，教师在讲授一些日本文学

作品的过程中，就需要开设日本文学专题，通过不同时期、

不同写作风格，如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川端康成《雪国》

《千只鹤》、三岛由纪夫《金阁寺》《鹿鸣馆》等作品给学

生串联起日本文学的历史和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进行教学。

2. 汲取各自教学优势，合理分配混合模式占比

在高校外国文学课堂上，教师需要运用混合式教学，

从中汲取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各自的优势，然后给学生展示

出更为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在开

展混合式教学过程中教学方式所占据的比例，能够进行更加

合理化的分配，让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以线下的课堂模式

为主，而在日常的兴趣学习和课后知识延伸等方面可以多采

取线上教学的方式。例如，教师在给学生讲解日本作家村上

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时，就需要能够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掌

握正确的阅读方法，从而可以从作者写作特点出发，从中透

视出作品想要表达的内涵。在线下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主要

以这部作品为主，围绕着作品内容引导学生进行探究，他的

能够给予的人性上的、精神上的东西，也总能让读者得到心

灵上的共鸣。此外，对场景诗情画意和象征性的描绘，给予

作品无限的美感。而在线上课堂中，教师则可以由作者的写

作风格展开，进行他的其他作品的讲解和赏析，合理地分配

混合教学模式的时间和内容占比 [4]。

3. 转变教师课堂思维，熟悉掌握混合教学方法

在当前的高校教育改革中，教师也需要不断转变自身

的教学思维，提高信息素养，才能够更好地应该混合教学的

要求，这样教师不仅可以在线下课堂上更好地发挥教学的

价值，还可以灵活运用一系列的新兴教学应用来创新线上教

育。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该熟练掌握各种教学方式的运用，可

以开设一些线上平台成为线下教学的有益补充。例如，在给

学生教授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系列作品时，由于其作品以悬

疑类型为主，因此教师可以在线下课上给学生展示一些已经

翻拍为电影的文学作品，让学生通过观看影视作品对于作品

内容有更加直观的了解。此外，教师还可以在微课平台上开

设专门的日本文学兴趣课程，带领学生一起阅读和赏析更多

的文学作品。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外国文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

该充分认识到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概念，然后利用其在教学中

的优势价值，给学生开展外国文学教学和赏析，使学生可以

在线上和线下相融合的教学模式中，更好地提升文学素养，

提高对于外国文学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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