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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在线开放课程取得的显著成就，以及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利用网络优质教学资源服务

高校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开展线上与线下相关联的混合式教学是高校当前教学模式的主要创新方

向。剖析了混合式教学的内涵，给出了三种划分类型并进行比较；指出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区别及关联，提出了

混合式教学三个基本原则，分析了混合式教学基本特征；论述了混合式教学设计，阐述了混合式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分析了混合式教学的难点与解决办法。混合式教学是高校当前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教学的主要形式，对教师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还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提升，推动教学模式更好地服务高校教学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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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China's online open courses and the deepening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utilizing high-quality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to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courses and teaching reform has become a widely recognized consensus. The main innovative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teaching mode in universities is to carry out blended teaching that is related to online and offline.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of blended learning, provided three types of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red them; The difference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were pointed out, and three basic principles of blended learning were 

propos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lended learning were analyz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of blended 

learning, elaborates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lended learning, and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of blended learning. Blended learning is currently the main form of using online resources for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which puts high demands on teachers and requires improvement from multiple aspects to promote teaching 

models that better serve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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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的变革一直在演进之中，推

动教学资源与内容、方法与手段不断发生变化，引发

教学形态与形式随之更新。2013 年以来，我国在线开

放课程快速起步，历经 10 年建设、应用与发展创新，

特别是经过疫情锤炼，后疫情时代的加速演进，“互联

网 + 教育”与“智能 + 教育”深入发展[1]，基本形成了

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教学资源建设与多模式应用上的显

著成绩[2-3]。2022 年教育部启动数字化战略行动[4-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6]，召开“2023/2022/2021 世界

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和“2020 世界慕课大会”，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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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7-8]。在此背景下，网络

教学、在线教学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等模式不

断涌现，高校教育教学的形态与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疫情更是对此带来加速变革的作用。 

以 MOOC 为标志的优质在线开放课程的出现及

快速发展，使得教学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线上）

网络教学与网络学习得到深入发展，学生可以在实体

课堂以外进行自主式学习，学习的环境与方式显著变

化。不仅于此，学生在课前通过 MOOC 学习获得了必

要的知识，教师就可以在线下课堂教学中做深入的教

学改革，也带动了传统线下实体课堂教学发生积极变

化，由此，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9-10]就出现了。 

在 2021 年 12 月召开的“第十二届新华网教育论

坛”上，教育部领导明确提出：混合式教学要成为今后

高等教育教育教学新常态[11]。混合式教学是线上教学

与线下教学相关联的教学新形式，促进教学资源、环

境、方法、技术等多要素进行了综合，能够发挥线上

与线下的综合优势，已经成为高校课程建设与教学改

革的重要内容。区别于传统线下实体课堂教学和完全

在线教学，混合式教学具有自身的内涵、类型、原则、

特征等要点，理解与掌握好这些对于高质量开展混合

式教学至关重要。本文主要对线上与线下相关联的混

合式教学进行深入探讨，以飨共勉。 

为了便于后续讨论，本文作如下两个约定： 

线上教学、线下教学——依据教师利用网络开展

教学与否进行的划分； 

课前、课中、课后——按照教学计划，依据传统

校园内教室中师生面对面的实体课堂教学划分为三个

阶段。 

2  混合式教学的内涵 

一般来讲，混合式教学被称之为教学模式，属于

高于教学方法范畴之上的定位。 

我国自 2013 年开始的慕课元年以来，随着慕课在

高校应用的不断拓展，带动了高校教学模式发生了积

极改变——以往课堂中教师为主体的单一、单向式的

“满堂灌”教学出现了新变化，课前教师组织学生登录

慕课平台进行自主式学习（也包括师生间与生生间的

线上互动），课中由教师组织开展研讨式、翻转式教

学，学生有基础、有准备、有能力参与课堂互动，这

促使了教学模式展现了新变化。 

肇始于 2020 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急剧地迫使高

校在教学模式上发生史无前例的改变[12-13]。网络教学

模式、在线教学模式、融合式教学模式等作为高校“停

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的首要选择，为抗疫保学取得

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一般地从广义上来讲，混合式教学主要是指，课

前学生利用网络学习资源进行以自主式学习为主的学

习，继而课中教师按照教学设计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

课堂教学，它是将课前自学和课堂教学相结合的一种

教学模式。 

毋庸置疑，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当前

的主流，这得益于慕课已成为网络优质教学资源的事

实。例如，“基于 MOOC+SPOC+翻转课堂”的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14-17]，在全国高校中已得到一定

程度的认可与应用，并因地制宜地产生了众多创新形

式（也是教学模式）。 

近些年来，由于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取得了丰硕成果，网络学习资源涵盖慕课、视频公开

课、资源共享课、微课、互联网上教学资源等。由于

慕课在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慕课平台成为课前学生

进行自主式学习的主要选择对象，登录慕课平台自行

自学与群学成为课前线上的主要学习形式。 

由于学生已进行课前学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

以开展针对性更加明显的教学，包括以讲解重点难点

和归纳总结为主的教学、讲解学科前沿与科研进展的

教学、检验学生课前学习成效的教学、开展研讨式或

翻转式的教学等等，也就是说，课堂教学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形式，并无定论。这其中，由于翻

转课堂在高校课堂教学中成为了选择的主流，因而也

诞生了各具特色的翻转课堂形式。 

可以看出，混合式教学自然而然地将教学或学习

过程划分为多个阶段，并将网络优质教学资源引入到

教学过程之中，集成了优质资源、学习自主学习、课

堂深化与提升等多方面的优势，因而受到欢迎。 

3  混合式教学几种类型 

课前，基于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必须要有自主式

或教师指导下的学习活动，一般是在线上完成；课中，

要基于课前学习开展线下教学活动。虽然目前基于

MOOC 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形式，但是根据课前与课中教与学

的差异，混合式教学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类型。 

 

3.1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课前，学生以线上方式开展自主式学习；课中，

针对课前学习情况，师生以线下方式开展针对性的课

堂教学；课后，学生依然可以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复习

和开展新知识学习。这种形式是最为常见的混合式教

学，即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我国开展

MOOC 教学的高校中应用得最为普遍，可以称之为传

统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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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如果学生课前通过 MOOC 平台进行自

主式学习，这就为教师的课中开展深层次的教学改革

带来了有力的支撑。例如，教师在线下实体课堂可以

开展汇报检验式、分组研讨式或翻转式教学，打破传

统以往教师“单声道”“满堂灌”教学模式，可以着重进

行总结、点评、归纳、答疑、引申、拓展等。例如，图

1 展示了一种混合式教学模式[18]。 

图 1 展示的基本过程是，课前教师在 MOOC 平台

进行线上 SPOC 教学（包括同步 SPOC 或异步 SPOC，

也可以是独立 SPOC），课中教师在实体课堂开展参与

式互动课堂教学（例如，利用“雨课堂”进行）和翻转课

堂教学。这种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还存在着多种

具体的模式，但总体上改革的重点与难点都集中下课

中教学上，即如何开展参与式、互动式、分组式、研

讨式、翻转式教学，使得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能够进

行深入的、充分的交流，提高课堂教学活力，为学生

创新思维和思辨能力培养构建良好的教与学的场景。 

线上SPOC教学

Online

参与式互动课堂 Offline

习
题

投
影

黑板

手机通信

 学生之间
问题研讨

研讨型翻转课堂

 任课教师
解疑释惑

 学习成果
汇报与展示

 学生课后
总结与反思

 

图 1  一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课前教师要组织开展线上教学，

或至少要求学生开展自主式学习，这一环节不能缺失，

这是线上教学或学习的过程；没有此过程，就不是课

前教学，如果教师不管不顾此过程，就是传统方式下

的学生选择性地预习或自学（学生当然有可能不会记

得进行这样的学习）。 

3.2  疫情期间特殊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与

线上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2022 年春季学期，全国高校都开展了完全线上教

学以应对疫情的突袭。由此，1.1 中传统的混合式教学

也被迫中断，或者调整为线上开展——将原来在线下

开展的课中教学转移到线上进行开展。随之而来的是，

产生了一种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与线上相结合

的混合式教学，实际上是上面 1.1 模式的一种特殊情

况。不过要特别指出，完全在线上开展教学，包括翻

转课堂等教学方法，一定要结合网络教学的基本特征

与要求进行开展。网络教学的基本特征是师生之间难

以见面，老师对学生的学习行为与状态不容易把握，

基本要求是网络教学方法一定要围绕互动参与进行改

革。 

在这种特殊类型的线上与线上相结合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中，课前学生依旧在线上进行自主式学习或教

师组织开展线上教学，课中教师在线上完成传统线下

实体课堂的教学活动。显然，其改革的重难点是线上

课堂如何开展。可以将线下实体课堂教学中教师“中规

中矩”的讲授、互动参与和研讨交流等过程转移到网络

上进行。例如，集成“习题测验+教师讲授+提问与答疑

+线上翻转”的线上课堂就是一种将实体课堂教学转移

到网络课堂进行开展的较好形式，它较为高效地利用

了网络的基本特征，也满足了网络教学的基本要求，

成为一种新创见。 

3.3  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 

上面的 1.2 节是师生完全在线上以网络教学的情

况开展教学活动。实际上，由于疫情很多时候在我国

发生具有局部性，导致高校会遇到另外一种特殊情况

——例如，2021 年秋季学期、2022 春季学期和 2022

秋季学期开学前，当时，全国疫情主要是局部地区出

现，也就是疫情防控的常态化阶段，一般按照防疫政

策，身处高风险地区的学生，很难返回到学校进入到

实体课堂学习，除此之外的绝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到了

校园进入实体课堂。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如何开展教

学呢？这是个前所未遇的难题。因为既要开展线下实

体课堂教学，同时又要确保没有返校或者是被隔离的

学生也能享受到等效的课堂教学。 

互联网

Online

线上实时课堂

板书 机位1

投影
幕布

互联网

机位
2

线下实体课堂 Offline
 

图 2  基于“双机位”的线上线下实时融合式教学模式 

面对这种特殊情况，高校教学就要进行针对性的

思考与设计，在短期内给出解决办法设计教学来应对。

为此，我们提出了“双机位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模式
[19]，这是个新尝试。在这种模式中，任课教师在线下

教室授课计算机上运行直播类软件（例如“腾讯会议”

等）对授课的 PPT 和授课声音等进行共享直播，这是

一个“机位”；同时采用手机或 PAD 等移动计算设备运

行直播软件对教师的板书和现场教学场景进行直播，

这是第二个“机位”，这样就形成“双机位”的直播环境，

它能够复原出或者是呈现出实体课堂教学场景。居家

学生或者是被隔离的学生利用一台笔记本即可还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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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实体课堂教学的场景，享受到课堂教学。图 2

展示了这种基于“双机位”的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模式。

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线上线下实时性教学，对任课教

师的信息化数字素养与能力要求是很高的。 

这种特殊类型的混合式教学中，线上与线下教学

是同时发生、同步并发的，这是与传统混合式教学的

最大区别所在。 

3.4  三种混合式教学模式比较 

综上，可以看出，考虑到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

关联，混合式教学存在着至少三种类型。在这些类型

中，在时间安排上，线上与线下或者是有先后顺序即

分离的，也有实时进行的，还存在线下教学转为线上

开展的。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多种混合式教学的本质

区别，表 1 对三种混合式教学类型进行了概要比较。 

表注：表中及本文中所指的课前、课中与课后，

是按照传统线下实体课堂教学（即为课中）来进行划

分的。 

如果刨除疫情的影响，混合式教学主要是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这是最为基本的形态，由

这种形态可以衍生出多种子类型或子模式。 

 

表 1  三种混合式教学类型比较 

混合式教学

类型 
场合 内涵 课前 核心要点 难度 课中 

线上与线下

时序 

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混

合式教学 

日常教学 

（无疫情或

疫情对教学

没有影响时

期） 

常见的线上

与线下相结

合的混合式

教学（例

如，基于

MOOC的混合

式教学） 

学生进行自

主式学习或

教师组织开

展线上教学 

“课前线上

自主式学习+

课中线下研

讨式教学” 

一般 

教师有针对

性地组织开

展实体课堂

教学 

分时 

线上与线上

相结合的特

殊混合式教

学 

课堂教学完

全转为线上

开展（疫情

爆发时期） 

传统线下实

体课堂教学

转为完全线

上方式开展 

学生进行自

主式学习或

教师组织开

展线上教学 

“课前线上

自主式学习+

课中线上研

讨式教学” 

非常高 线上开展 分时 

线上与线下

相融合的混

合式教学 

（疫情常态

化防控时

期） 

线上学习者

与线下学生

同时参与实

体课堂教学 

学生进行自

主式学习或

教师组织开

展线上教学 

“课中线下

实体课堂教

学+课中线上

实时性还原

实体课堂教

学” 

较高 

教师要有意

识地组织线

上学生参与

实体课堂教

学 

实时 

4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区别及关联 

线上教学应该是凝练的、浓缩的；线下教学立足

实体课堂，针对线上教学整体成效，创新运用情景式、

案例式、互动式、研讨式、翻转式等教学方法，开展

有针对性的教学，实现知识的升华、能力的拓展、素

养的提升、价值的认同。以课程思政教学为例，线上

MOOC 中的课程思政应该是“点到为止”，线下实体课

堂中的课程思政教学可以结合案例，与教学内容做进

一步的深入融合。 

线下教学应该注重线上所学知识的检测与总结、

巩固与提高，实现对知识的内化，继而对新知识的讲

授和前沿进展的拓展，配合研讨式与翻转式教学向着

提高思辨、启迪、求真、探索、创新的能力进行推进。

线上与线下各有优势，宜将二者进行叠加进而发挥出

综合效应，这样，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应

运而生。此外，关于实体课堂教学，即线下见面课中，

师生面对面教与学的情景，教师现场进行言传身教，

其一言一行、言谈举止甚至是气度神韵等，展现的是

教风甚至是校风，流露出的是教师对教育教学的敬畏

与投入，表达出的是教师亲身对学生的关爱与尊重，

这些是网络线上端到端视频形式教学所难以比拟和具

备的。 

总结而言，线上教学是基础，线下教学是重点，

线上与线下协同是难点。 

5  混合式教学基本原则 

5.1  教师要组织课前线上教学 

混合式教学至少要包括课前（线上）教与学、课

中（线下）的教与学。为了确保必要的教学效果，课

前通常由教师组织开展线上教学，存在明确的学习或

教学任务，如果没有教师在课前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进

行教与学，这本质上与传统方式下的学生预习没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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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差别，势必难以确保课堂中开展具有高阶性质的翻

转课堂教学的成效。由此，可以得到混合式教学的第

一个原则： 

原则 1：课前学生自主性学习原则——混合式教

学中，教师要在课前组织学生开展（线上）自主式学

习，或者给出明确的学习任务要求，为更好地开展课

堂教学创造条件。 

例如，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中，任课教师会

提前通知学生登录 MOOC 平台进行视频观看、参加互

动、完成测验与作业等，为接下来的课堂学习做好准

备和奠定基础。 

5.2  线上与线下要有较强的关联性 

学生在课前线上进行自主式学习，为的是能够在

课中（线下课堂）更好地学习和参与教学（例如翻转

课堂等），或者是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复习与巩固等，

因此线上与线下不是割裂的，不能是两个孤立的环节，

应该是整体的、一致的和统一的。因此，任课教师要

能够统筹好线上学习要求安排和线下教学活动的开展，

做到线上与线下的有机贯连、高效协同，促进课程教

学的整体目标达成。由此，可以得到混合式教学的第

二个原则： 

原则 2：线上与线下有机衔接原则——混合式教

学中，学生课前线上自主式学习内容应该是线下课堂

教学的前奏，或者是线下课堂教学的巩固，线上与线

下是相互促进与协调统一的整体，统一于整个课程的

教学过程与教学目标。 

例如，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中，任课教师在

课中对 MOOC 视频中内容进行测验、概要性总结、重

点讲解难点疑点，组织开展研讨式教学等。可见，没

有课前线上环节的铺垫，课中教学就没有了依托，甚

至是无法开展。 

5.3  线下教学要有针对性的改革 

基于原则 2 可以看出，线下与线上具有较强的关

联性，线下教学没有必要对线上已经学习过的内容进

行重新教学，因此线下教学改革是必要的。这种改革

既可以是内容上的调整或重构，也可以是教学方法上

的改变，例如开展研讨式教学或翻转课堂教学等。由

此，可以得到混合式教学的第三个原则： 

原则 3：线下教学进行适应性改革原则——混合

式教学中，任课教师要对线下课中授课内容或教学方

法进行重新设计，做到线下对线上的检验、强化、补

充、拓展和提升，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与学习成效。 

例如，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中，任课教师在

线下课中组织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就是在教学方法上进

行的改革，讲解重难点和前沿进展就是对教学内容上

的改革。 

6  混合式教学基本特征 

与传统线下教学模式相比，混合式教学在环境上、

资源上、形式上、技术上、方法上、评价上等方面，

有较大区别，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混合式教学是新型

教学模式，对此要有新的认识，不是简单引入网络教

学资源和学生自主学习那么简单。 

6.1  线上场景与线下场景的混合 

学生在课前登录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线上学习，这

是在网络教学场景下完成的；教师在课中开展的针对

性课堂教学，包括翻转课堂教学等互动或参与式教学，

这是在线下实体课堂场景下完成的。混合式教学至少

是这样两个教学场景的混合。 

6.2  多种教学资源与内容的混合 

课前学生自主学习内容主要来自网络教学资源，

包括当前主要流行的 MOOC，以及视频公开课、资源

共享课，也可以是高校校园网上教学平台中的资源，

甚至是电子版的微课，还有任课教师上传到教学辅助

工具（“雨课堂”、“云班课”等）上的资源（比如授课 PPT

中、电子版教材与习题等）。 

6.3  多种教学方法的混合 

线上（网络）自主式学习与教学方法、相匹配的

实体课堂教学方法，特别是研讨式与翻转式教学方法。

前者需要教师组织开展网络互动与研讨。这些教学方

法是有先后顺序的。 

6.4  多种教学活动的混合 

如前所述，混合式教学就其过程而言，是多个阶

段或环节的有机综合。线上教学中教师组织教学，线

下教学在线上教学的基础上，开展传统课堂教学（讲

授科研、前沿进展等），或是以翻转课堂为显著特征

的新形式教学。 

6.5  多种教学评价的混合 

课程总成绩是线上评价与成绩同线下评价与成绩

的混合——学生线上学习成绩往往是系统基于规则自

动进行计算的，其评价也主要是自动评价以及学生之

间的互评；线上评价是课堂测验、课后作业、期末作

业等的构成。 

这些方面的混合，是教学过程的延伸，教学资源

的丰富，教学方法的融合，教学手段与技术的提升，

只有做好线上与线下的有效衔接与深度融合，即做好

混合式教学设计才能开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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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合式教学设计、组织与实施 

7.1  混合式教学设计 

线下教学要聚焦课程重难点、理论与实现问题、

案例和项目，开展翻转课堂教学，通过展示讲解、讨

论交流、研讨思辨等深化线上内容与课堂内容的理解

认知，进而提升创新意识与能力。教师要认真、精心

备课，重点是做好混合式教学设计。特别是，翻转课

堂带有研究型与探究性教学的浓厚色彩，教师设计得

当是能够取得较好成效的关键。翻转课堂教学必须要

有相应的课前准备及进行充分的教学设计，做到有案

可依。没有方案和预案，完全将课堂交给学生的做法

是极其危险的，也是违背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和教学基

本规律的。由此可以看出，教师做好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设计尤为必要。 

在本文前述已经对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进行论述

的基础上，这里着重强调一种较为特殊情况下的混合

式教学设计——开展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中，线

下课堂的学时没有任何减少，线上的学时陡然增加。

此时，学生需要参加课堂教学，同时还需要拿出很长

时间进行课前线上在线学习（自学观看视频、做测验

和作业，以及参加讨论等）。教师也同样面临着线上

线下两部分时间的付出。考虑到学生通过 MOOC 已经

学习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课程知识，因此如果长期

开展基于“MOOC+SPOC+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要

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综合设计： 

（1）减少课堂学时 

教师组织进行翻转课堂，根据学生的学习成效进

行重点、难点、疑点内容的答疑式讲解，以此来为减

少课堂学时提供可能。当然，这需要教务部门和教学

单位（学院等）的同意，并要确保教师的线上线下整

体付出与回报相匹配甚至是有一定量的激励。 

（2）教师重新设计线下教学 

减少课堂学时决不能降低教学质量，尤其是学生

的学习成效。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教师做好如下三个

方面的工作，并具备与之相要求的能力匹配： 

① 高效地组织好线上教学部分，提供优质的网络

教学服务——学生线上学习通常是提前自学（即在课

堂教学讲授之前），因此要为学生首次接触和学习好

新内容做好服务，这是第一个重点也是难点，比如提

前告知学生要进行线上学习的内容与要求等； 

② 准确深入的了解学生的线上学习状态尤其是

成效，是高效开展好线下教学的重要依据——可想而

知，如果学生线上学习环节没有很好的掌握住知识，

课下实施翻转课堂就不会收到良好效果。因此教师不

仅要组织好线上教学，更要深入了解学生在线学习的

具体情况。 

③ 配合着线上学习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翻转课

堂——翻转课堂从形式上来讲是学生参与教学、展示

学习成果、与师生进行研讨互动，但本质上是锻炼和

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探索和研讨式学习能力，为创新

能力提升做积累准备。因此，教师要充分设计有针对

性的翻转课堂内容，并组织高效的翻转课堂教学，确

保在有限的时间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 

课前学习成效一定要进行考核或检验，可以在网

络课程平台上以习题、作业或线上考试的方式进行，

也可以在线下实体课堂上进行考核，包括翻转课堂的

评价（比如，采用分组教学的方式，开展组间评价与

组内评价）。 

7.2  混合式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混合式教学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但一定

是由教师来主导的过程，确保教学计划能够顺利完成。 

教师要按照混合式教学设计，组织开展课前线上

环节教学和课中线下教学的实施。在课前，教师要组

织学生登录网络系统（或平台）进行学习，例如 MOOC

平台，要求学生观看指定的内容、进行测验或作业，

与学生进行网络交流，探讨问题，给予必要的答疑释

惑，引导学生高效利用网络资源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效。

组织与实施的难点是课中线下教学，即实体课堂教学

的开展，特别是翻转课堂教学或分组研讨式教学的实

施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学生是翻转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是翻转课

堂教学的主导者，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更需要教师发挥

积极主动创新性。例如，作者单位有任课老师开发了

随机参加翻转课堂的点名软件、在课堂上利用手机进

行测验、将“遗传算法”翻转内容与流行游戏“植物大战

僵尸”进行结合、融合“雨课堂”[20]和“实验楼”网络在线

实验平台开展翻转课堂等，这些都为实施效果带来益

处。关于翻转课堂教学，作者在前续研究中进行了深

入的阐述[21]，这里不再赘述。通过多年组织与实施混

合式教学，我们得到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启示值得阐释。 

（1） MOOC 引发的教学改革丰富实践证明，课

堂教学依然是教学的主阵地、主渠道，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决定性作用。 

（2） 翻转课堂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

率，更加凸显了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好钢要用在刀

刃上” 

（3）基于 MOOC 的线上教学越来越呈现出学生

自主式的知识学习，而线下的翻转课堂越来越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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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知识的学习和研讨式的高阶能力提升，二者的有

机融合，发挥出效应。 

（4） 预习式学习、知识学习通过 MOOC 或 SPOC

来完成，答疑、讨论、研讨等由翻转课堂来完成，显

然，线上是线下的基础。 

7.3  需要强调的内容 

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 

（1） 混合式教学注定会增加学生的学习或课业

负担，因此，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学生的

有效时间长度、精力与体力的承载量等现实因素，如

果不顾及这些，在学生已经难堪学习重负的情况下，

再开展混合式教学，无疑会使得学生难以应对，出现

一些负面问题。 

（2） 混合式教学是新型教学模式，具有很多优

点，但它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教

学模式，并不是万能的，将来还会有其他更为先进的

教学模式出现，因此必须要理性地对待，特别是要结

合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使用，绝不是“照搬”“拿过来应

用”就可以的。 

8  混合式教学的难点与解决办法 

混合式教学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难点，

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合理的混合式教学设计、合

理的课程内容重构、合理的翻转课堂开展，以及时间

与精力投入少等。 

8.1  课程内容重构 

混合式教学的教学资源与内容主要来自于线上或

线下，要求学生课前进行学习，这增加了学生学习的

负担，如何规划、编排，甚至是重构是首要考虑的问

题，特别是当多门课程同时开展混合式教学时，这种

问题就会愈发明显。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教师要对线

上线下资源进行统筹，采用差异化、精准化的方法向

学生推荐资源。采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的办法对内

容进行重构，适应混合式教学改革要求。 

8.2  混合式教学设计 

混合式教学是新形式教学，与传统线下教学带有

明显区别。要把混合式教学设计作为线上线下教学资

源实施的“先手棋”，把线上教学的内容、组织、学习与

评价规划好，重点是有针对性地做好线下教学改革的

设计。线下教学要减少线上内容的重复，做好测评、

内容深化、前沿拓展、教法创新，利用好线上教学的

固有优势，整体提升线下实体课堂教学质量，形成二

者互补、协同与融合的综合效应。 

8.3  翻转课堂实施 

翻转课堂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一种“颠覆”——学

生登台进行展示、讲解与研讨，教师变成了组织者、

学习者，师生地位与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翻转

课堂引发了教与学关系的改变，比较而言，这不仅是

一种新颖的教学方法，也是教学组织形式上的明显变

化。 

线上教学、翻转课堂教学体现的均是学生作为学

习主体的自主性学习（即自我学习），是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育理念的具体表现，突破了传统课堂教学形式。

因此，为了确保翻转课堂教学顺利开展，不出现混乱

或造成教学任务的无法完成，教师要在课前进行翻转

课堂教学设计，这是非常必要的。 

9  改革基本成效 

自 2016 年至今，面向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等专业，围绕《计算机组成原理》和《嵌入式系统

原理》两门课程，笔者连续开展了 8 年混合式教学，

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基本的改革成效。 

9.1  翻转课堂教学内容持续优化 

随着混合式教学设计不断完善，翻转课堂教学随

着内容改革的深化而得到持续优化——由早期完全针

对教材内容进行翻转（2016 年—2020 年），到中期以

来针对华为鲲鹏处理器和昇腾 AI 处理器内容进行翻

转（2021 年以后），以及到 2024 年将基于华为云的在

线实验作为翻转内容，实现了翻转内容、形式的持续

升级，学生的参与性提高的同时，解决书本理论支持

下的实际问题创新能力也逐步提升。 

9.2  教学效果与学习成效显著 

通过课堂教学信息技术运用、互动课堂教学设计

革新等举措，学生互动课堂与翻转课堂学生参与率达

到 100%，大大提升了学生有效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

与成效性，学生自我学习意识与能力、组内协调沟通

能力、组间问题研讨思辨能力，特别是由于学生登台

讲解与讨论、移动终端融入教学，课堂活跃度显著提

升。 

改革以来，大班教学平均分数总提升实现了明显

增长。以 2022 秋为例，230 余人大班中，优良率超过

50%，不及格率低于 5%。学生课程满意度测评整体保

持为“优秀/A”等级。学生在科创实践、国家级等竞

赛中创新运用课程理论知识，复杂计算系统设计与开

发高阶能力明显提升；同时，学生系统能力与综合本

领得到学业导师、创新创业与科研导师赞誉。 

9.3  混合式教学改革做法得到传播 

课程获得一系列荣誉，包括省首批“混合式一流

课程”、省首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学校华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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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基座-金课”和“首批课堂教学改革示范课程”，以

及全国慕课联盟联席会“慕课十年典型案例”和“慕

课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典型案例”。此外，课程负

责人多次受邀作混合式教学相关报告，交流改革经验

与做法，混合式教学改革实现向外辐射。 

10  结束语 

相比较传统教学方法，网络教学、混合式教学、

翻转课堂教学带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需要教师持

续进行设计实施总结和提高。需要教师充分认识到必

要性、重要性与紧迫性。 

规划好线上与线下的关系。目前，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是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教学理

念、模式、方法、技术、标准与评价上已与传统实体

课堂教学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数字

化转型的深入，无论是从教学数字化的宏观上来看，

还是从传统课堂教学质量与成效提升来看，网络化信

息化教学是当前与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形式，教师

是必须要进行教学能力提升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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