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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合式教学结合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的优势，展现出传统教学无法预期的教学效果。作者在前期研究与

实践的基础上，对混合式教学效果从成绩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混合式教学促进

了学生学习投入，教学效果得到显著提高。通过分析教学实践中反应的问题，指出了下一步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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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ended teaching showed the teaching effects which can’t be expected by traditional teaching by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online teaching.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
search and practice,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blended teaching from the aspects of score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lended teaching promoted students’ 
learning investment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authors poin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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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of further work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reflected in blended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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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传统的教育中，教师讲课、学生听课，形成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常态。在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下，

教师为课堂的中心，学生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显然这种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也不符合现代化教学理念及教育发展的趋势。“互联网 + 教育”时代的到来使得“线上 + 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成为现代教育的热点。前期我们基于混合式教学理念和混合式教学课程设计及教学实施，对

《水质检测》课程“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进行了初步探索与实践[1]，本论文重点对《水质检测》

课程混合式教学效果进行分析并提出下一步教学改进的方向。 

2. 课程指导思想与建设目标 

2.1. 指导思想 

着眼于教学对象任职能力培养，依托课程团队建设的《水质检测》、《纯水保障》、《水处理微生

物技术》等在线课程实现线上教学，线下通过课中教学和课后拓展，围绕基础知识模块、专业知识模块、

实践技能模块和创新训练模块，进行供水水质检测“线上 + 线下”混合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通过“线

上 + 线下”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立足学员、教员、课堂实际实施，秉承“学生为主体，教师

为主导”的教学理念，最大限度发挥混合式教学的灵活性，充分提高学员时间的利用率，大幅度提升学

习效率与学习效果。探索围绕以提升学员岗位任职能力为目标，以线上教学的灵活性适宜调整改革的岗

位需求变化，培养学员学习兴趣为关键点的新型教学模式。 

2.2. 建设目标 

1) 认知目标 
根据教学大纲、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要求，结合供水专业人才的岗位需求，实现教学内容设计

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 
2) 教学方法目标 
在混合式教学实践下，将线上和线下活动有机结合，实现课内与课外、线上与线下、班级与个体、

集体与小组、自评与他评、纸质教材阅读与交互式电子课件学习完美结合。 
3) 学员技能目标 
通过科学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切实促进学员供水技能提升，有效满足供水保障人才需求。 
4) 学员情感目标 
混合式教学可以改变传统教学过程中过多的讲授导致学习者学习主动性不高、认知参与度不足等问

题，充分调动学员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员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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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研究内容 

3.1. 混合式教学设计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是混合式教学成功的关键。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学设计应本着以学生为中

心开展活动，充分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教学内容设计上与原本课堂教学计划相结合，保证混

合式教学与日常授课有效衔接。 

3.2. 混合式教学的组织实施 

1) 线上有资源 
线上资源是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前提。线上资源包括 PPT 课件、在线课程、配套的习题库、试卷库等。 
2) 线下有活动 
在线学习主要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点，而线下活动则是在教员掌握学生线上活动之后的查缺补漏、

重点突破、知识巩固与延伸。灵活、个性实现更高级的教学目标。 
3) 过程有评估 
基于在线平台或其他小程序开展在线测试反馈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这些反馈，让教学活动更加具

有针对性，同时将测试结果作为过程性评价的依据从而激励学习热情。 

3.3. 混合式教学有效性研究 

将传统课堂授课与在线学习两种教学评价体系融合，构建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混合式教学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混合式教学有效性评价研究现状分析、《水质检测》课程混合式教学效果分析及

《水质检测》课程混合式教学下一步改进方向。 

4. 《水质检测》课程混合式教学效果分析 

结合《水质检测》课程的特点和设计要求，课程考核评价突出对学员知识运用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

的考核，采取“形成性考核” + “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形成性考核主要侧重日常表现，包

括：知识点自测与单元自测、平时作业及回答问题交流情况、课堂纪律情况、线上学习情况、小组协作

情况、实验报告的完成情况以及学员教学展示情况等[2] [3]。终结性评价在学期末进行，采用闭卷笔试。

笔试内容理解性知识与操作要点。考核评价中既包括了基础知识又涵盖操作技能，既有线上学习效果的

考察又有线下学习效果的衡量，符合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 

4.1. 考试成绩分析 

教学效果是检验一切教学模式、手段、方法是否适合教学对象、能否达到学习目的的根本标准。为

此选取同级别教学对象、采用同等难度试卷对传统教学与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员成绩进行对比分析(表
1)。通过各分数段成绩分布与平均分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平均成绩及优良成绩比例方面线上 + 线下混合

式教学均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学习成绩的提高增加了学生持续学习的动力和自信心，也为教师后续不断

的深入推进混合式教学改革积累了经验，增加了信心。 

4.2. 问卷调查分析 

学习投入是指学生对教学的心理融入，以及在学习、理解和掌握知识、技能方面的努力程度，它包

括行为投入、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三个方面[4]。问卷内容设计从学生学习投入各方面展开，包括学生对

混合式教学的认同度、学生对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的认同度、面对面提问和线上提问参与热情度、学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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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展示的认同度以及存在的问题建议等方面。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27%的学生选择观看视频 1 遍以上，

分析这些是化学知识相对薄弱且具有学习主动性的学生，或是为达到更高层次的知识掌握程度，针对自

己实际情况反复多次选择自己所需要学习的内容的学生；91%的学生能按照老师要求观看视频自主学习；

但也有一少部分(9%)学习能力弱，自律性差，课下不能主动观看视频或容易受外界干扰而中途放弃(图 1)；
6%学生认为线上教学资料还不够丰富，建议增加一些教学资料(图 2)；48%学生认为线上学习理解不深刻，

还需要老师在课堂进行进一步讲解(图 3)；更多同学喜欢案例和实践教学模式(图 4)；学生更喜欢在面对

面提问交流(图 5)；64%学生积极参与线上教学平台的学习活动，并按时完成教学任务；79%学生认为通

过线上学习对学习指导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所有学生认为通过混合式教学能够鼓励探究和反思，提高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模式得到了学员的认可，并建议更多的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根据学生

们对各种教学活动的评价，混合式教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Table 1. Grades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teaching modes 
表 1. 不同教学模式下成绩区间的分布情况 

生源 授课方式 平均分 90~100 (%) 80~90 (%) 70~80 (%) 60~70 (%) 

2017 级 传统授课 78.5 
77.6 

23.1 
11.6 

7.6 
20.5 

53.8 
43.6 

15.4 
24.4 

2018 级 传统授课 76.7 0 33.3 33.3 33.3 

2019 级 混合式教学 88.3 
89.1 

50 
58.5 

37.5 
27.1 

12.5 
14.6 

0 
0 

2020 级 混合式教学 89.8 66.7 16.7 16.7 0 

 

 
Figure 1. Online study 
图 1. 线上学习情况 

 

 
Figure 2. Online resource evaluation 
图 2. 线上资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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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Online learning effect statistics 
图 3. 线上学习效果统计 

 

 
Figure 4. Survey of favorite teaching methods 
图 4. 喜欢的教学方法调查 

 

 
Figure 5. Survey of preferred questioning methods 
图 5. 喜欢的提问方式调查 

5. 《水质检测》课程混合式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混合式教学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但学生提出的意见及反应出的问题也值得深思。 

5.1. 促进线上与线下活动的有效衔接 

在问卷调查中发现，通过线上导学学生不同程度了解了部分学习内容。但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却很

少提出问题。未能形成预想的有效讨论和互动，线上学习和课堂授课出现脱节现象，学生仍缺乏主动思

考环节。鉴于此，接下来教师要花更多的时间用在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组织课堂对话及讨论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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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线上线下活动的有效衔接，推动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融合发展，更好的发挥混合式教学模式

的作用。 

5.2. 学生学习主动性有待提高 

在调查中发现，约有 20%的学生未能按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对应的线上内容的学习，也有部分同学

存在刷视频的现象，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混合式教学的效果。通过与这些学生谈心交流，造成以上问题的

原因有以下几点：1) 基础差，学习内容理解困难，造成学习中断；2) 时间未能合理安排，想学习的时候

没有学习条件；3) 对线上学习没有重视。以上原因归结为自主学习能力缺乏及对在线教育的认识。对学

生来说观看视频、总结问题以及课堂中与老师、同学们的互动，均建立在自主学习能力的基础上。学生

良好的自学能力不仅是保证混合式教学有效进行的关键，也是学生今后继续深造和职业发展必备的能力。

因此，在实施混合式教学的过程中，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1) 教师在布置线

上学习任务时要考虑任务量和难度。任务量过大难度过高会使学生陷入焦虑，造成挫败感从而中断学习。

选择难度适中的学习任务，引入能激发学习兴趣的与实际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由浅入深的进行思考，

使学生在学习体验中获得满足感，建立自信心。2) 合理设计线上学习互动，丰富学习形式。如问题设置、

动画讲解、PPT 制作以及简单易行的实验设计等，在实践中使理论内化。3) 加强对学生的监督、指导和

评价，督促学生持续性自学。教师应增加线上互动，通过督促、引导、评价做好线上学习的领路人。4) 加
强条件建设。条件建设包括教学资源及教学环境。线上资源除教学视频以外可增加应用实例、动画图解、

研究热点以丰富教学资源。加大线上学习教室的开放力度，保障学生能够按时按需完成线上内容的学习。 

5.3. 提高教师信息化水平等综合素养 

教师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混合式教学模式从教育理

念、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策略、教学评价等各个方面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混合式教学要求

教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培育改革创新的基本素养、投入持续和长久的精力和时间[5]。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是新型的基于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代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教师需要掌握的教学技

能和手段比传统的课堂教学要更多。目前而言，教师所具备的综合技能水平与混合式教学技能要求存在

较大的差距。广泛开展教师信息素养及技术应用能力测评，阶段性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与经验交流。在

实施过程中要不断进行课程反思，查找问题，积极改进，不断学习，及时更新信息化教学认知，提高混

合式教学效果。 

5.4. 以全过程、多方位理念落实教学效果评价 

教学评价应尽可能系统、全面地反映教学活动内容和质量要求。根据李秉德提出的教学 7 要素——

学生、教师、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反馈、教学环境，评价指标应围绕这 7 个要素展开

[6]。目前我们对混合式教学评价尚未建立系统完整的评价体系，评价大多关注教学效果，而缺乏对教学

资源及条件建设等课程质量的评估。管恩京围绕混合式教学实践，构建了混合式教学有效性专家和学生

评价指标体系，归纳出高校混合式教学有效性因素[6]。郑震、朱金霞[7]从全过程管理理论出发，从课前、

课中、课后三个混合式教学实施阶段，研究了不同环节课程质量建设的评估方法和内容，探讨了基于分

类评价、多元化、过程性及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课程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构

建。以上研究均为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教学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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