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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本校“硕士研究生英语”课程为例，重点聚焦课堂中所涉及依托超星学习通为智能移动学习平

台的“混合式课堂互动”模式，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探究学生对“混合式课堂互动”的满意度及

该模式的效用。探究结果表明学生对于“混合式课堂互动”的满意度比较高，而且还可以提高大班课堂

教学的互动率与教学效率，为大班课堂互动模式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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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Postgraduate English” of our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focusing on the “blended 
classroom interaction” mode in the classroom, which relies on the Superstar Learning as the intel-
ligent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 and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
plore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blended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the efficacy of the mo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blended classroom interaction” is relatively high, 
and it can also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rate and teaching efficiency of large class, which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interaction mode of larg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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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教育部于 2017 年和 2018 年相继颁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

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

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

养的有机结合”[1]。“我国教育信息化已逐渐步入了融合创新、智能引领的新时代”，“新兴信息技术

促进并支持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2]。人工智能具有跨学科的属性[3]对外语教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尤其是受疫情的影响，混合式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的新模式，智能化移动学习平台工具为混合式教学的应

用实践提供技术支撑，也为课程建设带来便利。 

1.2. 文献综述 

随着 MOOC 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普及，以及信息技术与各种智能移动教学平台的发展，混合式教学逐

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查尔斯等人曾提出了混合式教学的实施框架，认为混合式教学的实施包括

三个关键要素：策略、结构、支持[4]。兰迪·加里森等人[5]提出的探究社区理论框架模型已经成为混合

式教学设计和实施的理论基础，该理论通过社会存在、认知存在和教学存在三个关键要素去解释混合式

教学过程的学习体验。国内冯晓英等人[6]基于混合式教学的相关文献构建混合式教学的概念框架和分析

框架。基于框架与理论，马莉萍与曹宇莲[7]对同步在线教学中的课堂互动与课程满意度进行研究，胡科

等人[8]对混合式教学课堂中生师互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关于智能移动学习平台，杨芳等人[9]基于雨

课堂探索混合式教学实践，吴玲娟、张德禄[10]研究基于雨课堂的通用英语设计学习模式，葛福洪、张丽

萍[11]基于 UMU 互动学习平台进行混合式教学实证研究。基于超星学习通的研究大多都涉及教学模式改

革，探究超星学习通融入混合式教学的课程设计，例如“基于超星学习通的《综合英语》混合式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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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改革”[12]，“基于超星学习通的智慧课堂构建与案例研究”[13]等。 
总结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基于智能移动平台的研究主要以课程设计为主，比较少的研究聚焦混合式

课堂互动，并且探究依托学习通融合线上与线下结合的互动方式的满意度的研究也比较少，因此本研究

以“硕士研究生英语”课程为例进一步研究学生对于以超星学习通移动学习平台为依托融合线上与线下

“混合式课堂互动”模式的满意度，并进一步分析研究此互动模式的效用以及对大班教学的启示。 

1.3. 研究问题 

基于研究内容，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 学习者对“混合式课堂互动”模式的满意度如何？ 
2) “混合式课堂互动”模式具有什么效用？ 

2. 研究设计 

基于学习通为智能移动平台，“混合式课堂互动模式”经过一学期的课堂实践后，为解学生对此课

堂互动模式的满意度及效用，获得相关真实数据，对参加“硕士研究生英语”课程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与进一步访谈。问卷是基于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测评、投票平台——问卷星设计、发放并回收分析，

共收集到有效问卷 102 份。问卷中所涉及到的有关满意度的调查均采用五级量表设置，给予调查对象合

理的选择范围。部分问卷数据使用 SPSS 进行相关性分析。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随机选取 6 位同学进行

访谈，涉及内容与问卷调查基本一致，以期通过访谈进一步佐证和补充问卷调查的结果，在采访过程中

及时记录采访内容，并对收集到的采访数据进一步分析。 

3. 混合式课堂互动模式应用 

3.1.“硕士研究生英语”课程简介 

以学术英语交流能力为目标、应用为目的，“硕士研究生英语”课程是本校以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

生为授课对象开设的一门公共英语必选课，课程时长共计 64 学时，学分共计 4 分。 

3.2. 单位“混合式课堂互动”模式具体应用 

为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内外实践活动，充分利用新兴技术优势进行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该

课程运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模式共涉及三类互动方式，此三类互动方式为： 
1) 线上 + 线下：课堂中教师根据课程目标抛出问题，依托超星学习通线上平台技术支持，随机抽

取学生线下分享回答(主要包括：投屏、摇一摇随机选人或手动选人，抢答)，营造出紧张感的氛围，刺激

学生提高课堂注意力。 
2) 线下：a) 为开阔学生视野、锻炼学生口语能力，每堂课设置线下英文新闻分享环节。学生课前需

利用网络资源及其他渠道阅读、收集，提炼所要介绍的内容，在课堂中与同学及老师面对面互动，并接

受同学老师的提问。b) 依据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让学生主动探究，教师根据教学任务与计划，安

排学生课下分组合作探究学习，课上由每组代表走上讲台运用多媒体、板书或其他方式展示分享小组成

果。 
3) 线上：运用超星学习通讨论区功能，学生根据教师发布的不同主题利用文字、语音、图片等形式

分享见解、相互评价，总结反思。 
三类互动方式不是割裂的三部分，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混合式课堂互动”的一个整体，并且与

学生以及教师构成一个动态闭环结构(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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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low chart of blended classroom interaction 
图 1. “混合式课堂互动”流程图 

4. “混合式课堂互动”学生满意度及效用分析 

4.1. 提高课堂注意力——线上 + 线下互动方式分析 

在涉及“课堂互动方式的选择对课堂的互动效果很重要”此题目时，98.04% (包括非常同意 78.43%，

比较同意 19.61%)的学生表示同意此说法，以学生的视角来看，课堂互动的方式针对互动效果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并且，在对比传统的课堂互动方式，90.2%的学生表示更喜欢依托学习通线上线下结合的互动

方式，这说明“混合式课堂互动”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赢得学生的青睐，而且 96.08%的学生明确表

示依托学习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方式更能引起其注意力。 
根据学生对依托学习通线上 + 线下课堂互动方式(投屏、摇一摇随机选人或手动选人，抢答)满意度

调查与反馈，67.65%的学生对投屏的方式表示非常满意，27.45%的学生表示比较满意；对于摇一摇随即

选人或手动选人的方式 55.88%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35.29%的学生表示比较满意；61.76%的学生非常满

意抢答的互动方式，26.47%的学生比较满意此方式(详见图 2)。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整理，88%以上的学生

均对此互动方式持满意态度，并且在进一步访谈中，刘同学表示“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老师的课堂互动方

式，将线上与线下，面对面互动和学习通 App 的结合运用得恰到好处，方便快捷，提升效率”。王同学

如是说：“我认为结合学习通平台的互动方式在签到、抢答、投屏，评论区回答方面都表现出了很大优

势。” 
有研究发现，当授课班级人数过多时，学生的出勤率会下降，在课堂上看手机、听音乐、看电视节

目、网上购物的比例也会上升[14]。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在大班教学中普遍采用讲授式授课方法，学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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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习，师生互动很少[15]。在大班授课的课堂中，学生数量多，传统的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效率偏低，而

且引起学生的抵触和逃避心理，运用学习通平台的线上相关功能结合线下课堂互动增强了课堂互动的趣

味性，给学生营造出紧张感，有助于敦促学生提高课堂注意力，同时提高教师课堂问答互动环节的效率，

为课堂讲授及其他环节提供更多的时间。 
 

 
Figure 2. Satisfaction of online + offline interaction 
图 2. 线上 + 线下互动方式满意度 

4.2. 聚焦能动性——线下互动分析 

为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性，引领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线下互动方式主要涉及英文新闻分享环节

以及小组探究协作学习。 
1) 根据英文新闻分享环节互动方式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其中 67.65%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25.49%

的学生比较满意，由此可见占比 93.14%的学生对此互动方式持满意态度(见图 3)。在进一步访谈过程中，

充分了解与收集到学生对此互动方式的见解与心得体会，乔同学如是说：“每周的英文新闻分享是我最

期待的环节，因为最开始的两周我大概需要三天才能搞懂一篇文章，但是后来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搞懂一

篇文章了。”刘同学提到“在课堂上进行了多次英文新闻分享，提高了信息总结能力和英语口语能力，

视野拓宽不少，自己的英语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教育者[16]，在每一准备及

分享新闻的过程中，都是学生自主学习积累的过程。英文新闻分享环节带给学生不仅是英文阅读能力的

提升，而且拓宽其视野为同学们提供一个用英语开口表达的机会，锻炼其口语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对于

改善“哑巴英语”具有正面的积极影响，而且在回答老师及同学们针对新闻内容的问题时，也锻炼了学

生的迅速分析反应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2) 根据学生对小组协作互动方式的满意度调查与分析结果反馈，69.61%的学生非常满意小组协作

学习的互动方式，23.53%的学生表示比较满意，3.29%的学生认为此方式一般，1.96 的学生不太满意此

互动方式，0.98%的学生表示不满意(见图 4)，分析可得共计 93.14%的学生对小组协作的互动方式持满

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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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atisfaction of English news sharing 
图 3. 英文新闻分享环节的满意度 

 

 
Figure 4. Satisfaction of group collaboration 
图 4. 小组协作的满意度 

 
在访谈过程中郭同学提到“在进行小组协作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几个不同专业的朋友，和他们研讨，

规定小组的研究主题，外出采访，上台展示我们的 PPT，感觉很有成就感。”学习不是一种孤独的体验，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助学关系体现为自主学习者之间的协作互助学习，最常见的形式为小组协作

学习，协作学习可以成为自主学习的有效补充[17]。在协作学习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同学们各取所长，最大程度发挥每个人的潜力，调动每一位同学的积极性，帮助同学们意识到团队协作

的重要性与意义，增强集体凝聚感。同时，小组互动促进各专业同学之间的交流，加强学科之间的联系。 

4.3. 营造社区感——线上互动分析 

在大班教学中，有机会表达自己意见的学生更少，而且教师用来诊断和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更少，为

突破课堂互动的时空限制，本课程充分利用智能移动教学平台——学习通的讨论区功能，为同学们提供

极具包容性的探讨、总结反思空间，充分提供其表达观点的机会。通过此线上互动方式的满意度调查及

分析，73.75%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24.51%的学生比较满意，认为此方式一般的学生为 1.96%，不太满

意以及不满意的学生均为 0% (见图 5)，持满意态度的学生高达 98.26%，充分表明了学生对此互动模式的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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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atisfaction of online interaction 
图 5. 线上互动方式满意度 

 
讨论区是学习社区的一种表现形式，集结了持有共同目标的学习同伴，学生彼此是学习的支持者、

推动者和促成者[18]，讨论区的包容性使学生的自我身份被确认和接受，这会引起学生的社区归属感和对

于社区的积极态度[19]。在讨论区中同学们可以用文字、语音、图片等形式互相评价小组作品，讨论内容

永久保存，任何时间均可查看。讨论区的包容性允许不同观点及立场的存在，从而在评价小组作品时同

学们可以直观看到自己的优缺点，由此进行查漏补缺，扬长避短。而且在讨论区提交总结反思的过程中

对于学生而言也是知识二次消化与重新制定学习计划的过程，有利于其对知识点的再次梳理，进行自我

反思与调整。对于教师而言，可以利用讨论区的词云分析功能，智能提取学生的高频词汇，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更加高效便捷。收集到的数据与反馈助于教师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灵活调整接下来的教

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 

4.4. “混合式课堂互动”满意度与学习效果满意度相关性分析 

通过使用 SPSS 相关性分析学生对“混合式课堂互动”方式的满意度与学生对此互动方式下学习效

果的满意度之间的关联度，获得相关系数“如表 1”所示。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1. 相关性分析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混合式课堂互动满意度” 学习效果满意度 

“混合式课堂互动满意度” 1.28 0.45 1  

学习效果满意度 1.34 0.55 0.87** 1 

注：*p < 0.05；**p < 0.01；**在 0.01 级别，相关性显著。 

 

由分析结果可看出：学生的“混合式课堂互动”满意度与学习效果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 0.87，此系

数在 0.01 级别说明这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所以学生对于“混合式课堂互动”模式的满意度与学习

效果的满意度是密切相关的。戴心来等人[20]研究表明学习者满意度对继续学习意愿有重要影响，其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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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效应为 0.661，意味一个满意的学生有 66.1%的可能性愿意继续学习。学习者是课堂的直接感知者，

学生对于课堂互动方式的满意度将会直接影响其学习成效，因此优化课堂互动方式对于课堂教学尤为重

要，尤其是对于大班教学更为重要。 

5. 结语 

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与大班授课的制约，学生课堂参与度比较低，无法保障学生的课堂效率。人工

智能时代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课堂模式变革提供技术支撑。本校“硕士研究生英语”紧跟时代的步伐，

结合智能学习平台——超星学习通，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混合式课堂互动”实践，优化课堂互动。本次

研究通过调查问卷与访谈的方式探究学生对此课堂互动模式的满意度及效用，在收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

了解到学生对“混合式课堂互动”模式所涉及的三类互动方式接受度比较高，满意度也比较高，而且此

互动模式具有一定的效用。1) 线上 + 线下的互动方式增强了课堂互动的趣味性，激发了学生对于互动

的热情，提高其课堂注意力与参与度，同时提高了教师课堂问答互动环节的效率。2) 以英文新闻分享与

小组协作学习的线下互动方式锻炼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在协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充分发挥其主

观能动性的同时加强了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联系。3) 依托超星学习通讨论区功能的线上互动方式有助于鼓

励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为其提供总结与反思的空间；同时也为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提供

便利。 
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趋势日趋显著，在一定程度上给教师群体带来技术上的挑战，但是这也

不失为一次优化教学模式的实践机遇。这对于大班课堂来说可以提高课堂互动率、提高教学效率，在基

于数据的基础上更加高效便捷地了解学生情况以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希望本次研究可以为广大教师群体

课堂中的互动设计提供一点参考与启发。同时笔者也深知在本次研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虽然采取了定

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但是研究结果仍存在偏主观性的不足，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会继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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