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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深入，混合式学习模式以其应用优势和发展趋势，成为大学英语信息化教

学的重要方面。文章基于湖南工业大学搭建的网络教学平台，以艺术类“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

2018~2019秋季学期的教学实践为例，从学习设计、学习环境、学习内容、学习活动以及学习评价等方

面对听说混合式教学进行了深入探究。该课程混合学习实施结果表明，个性化、多元化的混合学习设计

是听说混合学习中必不可少的前提；线上线下无缝对接是听说混合学习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新颖性、

系统性、互补性的学习内容是听说混合学习中的核心部分；及时、有效的师生交流、师生互动是听说混

合学习的关键一环；过程化、指标化的学习评价是听说混合学习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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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Internet+” era, blended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in-
formation-based teaching with its application advantages and growing trend. Based on the net-
work education platform set up by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is paper takes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2018~2019 autumn semester of “College English View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urse as an example, and make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blended teaching from learning 
design, learning environment, learning content, learning activity and learning evaluation. The re-
sults of this course show that personalized and diversified design is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for 
the blended lear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effec-
tive implementation of blended learning. Novelty, systematicness and complementarity of learn-
ing contents are the core of blended learning. Timely and effective teacher-student communica-
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are the key elements of blended learning. Process-oriented 
and specific learning evaluation is a powerful guarantee for blend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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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的逐步推进为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有学者把“互联网+”与教育的结合定义为

一种新型教育形态，并指出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进步和革新教育[1]。具体而言，“互联网+教育”

不同于传统的教育模式，它指运用科学技术，跨越时空限制，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优质化、弹性化的

服务模式[2]。由此可见，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为混合式学习的开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与思想保障。早在

2013 年，全国就有超过 3/5 的高校投放使用网络教学课程管理系统，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混合学习模式

应运而生，其应用实践为高校在线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3]。 
目前混合式学习已经成为当前教育模式探索的热门话题，它能有效整合线上线下优质资源，给学习

者带来传统与新型模式的双重体验。慕课(MOOC)、微课(Micro-lecture)、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等
新型学习方式层出不穷，为混合式学习模式探索打开新的思路。学界对混合式学习的研究方兴未艾，但

大多围绕其理论基础与实践效果展开。听说英语历来从属于大学英语课程，但在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中并

未将其教学目标与学生水平匹配和细化。笔者认为，英语的听说能力不容忽视，它呈现的是英语学习者

的“门面”和“招牌”，是英语学习中最基础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在“互联网+教育”这一背景下

构建听说英语的混合学习模式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从混合式学习背景出发，以高校网络教学平台为依

托，对湖南工业大学“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 2018~2019 年度秋季学期的混合式学习进行设计与实践，

以期为高校师生实施混合式学习模式提供点滴思考。 

2. 开展混合式学习的背景 

“充分利用优质资源和技术整合，促进学习内容、学习手段和学习方法的现代化，从而把教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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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升至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4]，这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

确指出的教育信息化要求。2020 年，修订版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对大学英语课程定位和性质作了明

显调整，适应了新形势下“新文科”发展理念。《指南》提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要重视学生人文精神

和升综合素质的培养，而且还要求学生“具有世界眼光、国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通晓国际规则，

精通国际谈判”，成为“促进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提高我国履行国际义务及参与全球治理的

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质人才[5]。新文科背景下的信息技术发展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更丰

富的教学资源以及更现代的教学手段。移动终端的应用为学习者带来众多便捷和自主的同时，在实践层

面如若缺乏正确引导和监控，教学目标也难以有效达成[6]。 
为整合教学资源，优化教学环境，提升教学效果，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混合式学习模式呼之欲出。

这一新型学习模式是“互联网+”背景下教学信息化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行之有

效的解决方式[7]。若发挥得当，它能在受众中建构学习共同体，实现线上线下学习环境的有效衔接。值

得一提的是，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发生了相应变化：教师从“演员”转变为“导演”，集教学设计、材料

甄选、活动组织、效果评控等于一体；学生则从“观众”转变为“演员”，主动的、创造性地交互参与

成为混合式学习的关键[8]。因此，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摒弃被动型知识传递或接收理念，合理利

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发挥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作用，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3. “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混合学习的总体思路 

目前，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混合学习开展正如火如荼，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借助混合学习

理论探讨具体的学习模式，二是对实施混合学习的教学效果、实践方法及教学策略等加以探讨。很明显，

本研究属于前者。众所周知，听说课程是大学英语基础课程，对于非英语专业学生而言，学习周期较短。

长久以来，听说课程的特殊性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现有研究在系统建构、理论创新等方面存在不足。如

何充分利用高校网络教学环境，结合学习规律和学科特点，开展混合学习的设计与实践成为高校教师日

益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湖南工业大艺术类教学中的《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进行混合学习模式实践，并

对其学情分布、平台设计及应用实践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3.1. 学情分析：课程基本信息、学生整体英语学习情况 

《大学英语视听说》是我校艺术类专业学生的通识类课程和必修课。它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以

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为核心，从而实现学生学习策略的优化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大学英语课

时缩减背景下，该课程时长共计 8 周，共 16 学时，学习时间短，学习任务重。本研究时间设定为 2017~2018 
学年度秋季学期，授课班级为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大一学生。原则上该课程实施小班教学，但为了方便统

一管理、整合资源，该课程由合班(1801 和 1802)组成，班级容量为 58 人，本研究以 1801 班、1802 班作

为研究对象。 
考虑到班级人数过多，该课程授课通常进度统一、内容一致。在学期初期，教师针对学生英语听说

水平做了初步调查，主要以个体访谈及调查问卷为主。结果显示，4/5 的学生觉得自己听说能力不行，3/5
的学生担心跟班不上。由于学生是艺术类特长生，他们把大部分时间主要用于专业课程上，这也导致英

语类课程基础相对薄弱，且班上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个人信息化能力水平不一。总而言之，学生的专业

特征明显、听说基础差异较大。因此，传统型授课方式“难以为继”，个性化，交互式的学习效果难以

得到有效保证。好在学生人手一台手机，且每人都以实名身份注册“学习通”，这在客观上开辟了线下

师生沟通渠道，为听说混合式学习提供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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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混合学习模式的平台搭建 

目前，《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在线课程，课程的交流性质决定了课堂交互有

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换言之，本课程是通过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完成，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两种方

式的简单相加，而是课堂学习和网络学习的有机融合而成。学生通过混合式学习方式，能形成学习共同

体，分组完成学习任务，达成学习目标。 
《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混合学习模式是从教育信息化背景出发，旨在通过四个学期的系统训练使

学生掌握基本的听力技巧，达到初级英语听力水平；能够听懂课文听力和视频材料，并能根据场景进行

基本会话；并能在第二学年听懂类似慢速“VOA”的新闻，并就所听内容进行总体概述。因混合式学习

存在一定的有效性，加上教师和学生信息化能力各异，师生从课程内容和网络技术的应用为前提，利用

信息技术进行相关学习活动。教师在混合式学习中要学会适当“隐身”，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导

性、积极性、参与性。基于此，本研究以“任务驱动”型教学方式和“混合式学习”理论为依托，构建

了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混合学习平台(见图 1)。 
 

 
Figure 1. Blended learning platform of College English Audio-Visual and Oral Course 
图 1. 《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混合学习平台 

 
如图所示，该课程模式整合了多种资源，构建了课堂学习、网络学习和听说训练三大平台，形成了

混合式学习模式。其学习资源不再局限于课堂，学习方式呈多样化趋势，如自主学习、分组讨论、同伴

对话、任务驱动等，混合成教与学的多元协作模式。这种混合式学习模式的开展，不仅有利于师生交互、

生生交流，而且能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并让学生在听说实践中培养相关技能，从而实现本课程的

学习目标。 

3.3. 混合学习模式的应用实践 

结合已搭建的《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混合学习平台，本研究还设计了该课程的混合学习实践流程

图(见图 2)，并针对艺术类专业学生，包括包装设计、艺术设计学、音乐表演、音乐舞蹈、动画等 500 多

名学生作为实践对象，开展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听说课程混合学习实践。 
 

 
Figure 2. Blended learning flow chart of College English Audio-Visual and Oral Course 
图 2. 《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混合学习流程图 

混合式学习平台

课堂学习 网络学习 听说训练

小组协作同伴对话任务驱动自主学习课堂讨论课堂教学课堂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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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本课程的混合流程图由教师、学生作为主要参与者，其中教师作为主动引导方、学生作

为主体学习者。值得注意的是，其角色作用依据课程学习的步骤发生变化：第一阶段的网络学习以学生

自主学习、教师给予指导为主；第二阶段的课堂学习以教师引导、学生积极主导为主；第三阶段的听说

实践则以学生主导、师生及生生互评为主。三个阶段依据课程目标及学习任务加以推进。期间涉及学情

分析、学习目标、环境设计、活动设计、内容甄选、活动组织及学习评控等多个环节。在这个混合学习

过程中，师生充分意识到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使线上线下英语听说材料得以整合，体现新技术在大学

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以下将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从听说混合学习的设计、环境、内容、活动、评

价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4.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听说混合学习的具体实施 

如前所述，本研究中的混合式学习平台是由课堂学习、网络学习和听说训练三个平台组成，但实际

操作上，这并非是三大平台的简单相加，而是综合考量，互为补充的有机整体。至于课程单元如何设计，

课程环境如何布置，课程内容如何设置，课程活动如何安排，课程评价如何完善等，都需要通过每个单

元的教学加以具体的实施。我们认为，教师讲授的内容主要依托于课堂学习，但是学生学习内容并不局

限于书本。在实际层面，我们把该课程的知识体系分为三大部分：理论知识+听说技巧+综合与创新，理

论部分主要在于课堂学习，听说技巧的养成则通过网络学习和技能训练实现，综合与创新部分则有赖于

混合学习的整体研究，是线上和线下多维度、强交互、个性化的路径演绎结果。下面将对基于学校所建

大学英语课程平台，对《大学英语视听说》第一册第五单元(“世界节日”Festivals around the World)开展

具体的混合学习实践。由于实践目标是艺术设计学专业 1801、1802 班的学生，学生英语的听说水平普遍

不高，但是他们利用信息技术开展专业探索较多，因而信息化水平较高。下面将对课程设计、环境组织、

内容设置、活动安排及学习评控进行逐一分析： 

4.1. 课程单元设计 

关于混合式学习的本质，不少人把它定义为传统课堂学习与新型网络学习的集合，然而这一表述太

过表征化。实际上，Singh & Reed 提出的混合式学习的观点更为贴切，它是指“在‘适当的’时间，通

过应用‘适当的’学习技术与‘适当的’学习风格相契合，对‘适当的’学习者传递‘适当的’能力，

从而取得最优化的学习效果的学习方式”[9]。笔者认为，这五个“适当”对课程设计的意义非凡，值得

关注。“适当的”课程设计不仅能有效解决班级容量大，课程任务紧的教学难题，而且能发挥课外学习

的作用，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 
按照上述的混合式学习平台构建图、流程图，笔者把单元五(“世界节日”)的课程单元的设计工作分

为前端、中端和末端三个阶段(见图 3)。 
 

 
Figure 3. Framework of curriculum design of blended learning about Festivals around the World 
图 3. 有关世界节日(Festivals around the World)的混合式学习课程设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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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前端分析是开展混合式学习的前提，教师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索，从网络终端可以监测学

生的听说知识储备、学习偏好等，且基于课程知识层面的分析，确定该部分应该达到的学习目标。中端

设计主要是在明确整体目标的基础上，对相关学习环节的出场顺序作出安排，属于听说混合式学习最关

键的部分。具体而言，情景对话、小组汇报可以安排在课堂教学中，而单元活动演说在课堂进行会占据

很多时间，因而可以考虑线下进行：教师可以通过微信群组的方式，鼓励大家以微视频的方式传送至群

里，大家可以集中时间线下讨论、点评。末端部分主要针对教学评价设计，包括学生的电子学档、课堂

活动的参与情况及课程单元考核情况，这也是听说混合式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4.2. 课程环境组织 

混合式学习理论基础之一是建构主义，该理论强调学习的发生是通过情景参与，占有必要的学习资

料，参与协作活动而获得，其中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的四大要素。目前笔者所在大

学采用的是网络教学平台支持下的混合式学习，包含真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两种。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

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指导学生进入平台资源中心，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自主学习、在线提问和学习

反思等活动，从而满足混合式学习环境的需求。 
就笔者所在的大学而言，《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采用的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E 时代大学英语》，

它是创新型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同时也是“互联网+”本科英语教学重点推荐教材。负责听说课程的

教师除了运用“学习通”APP 的学习平台，还充分利用微信或 QQ 平台，建立相关群组，创建虚拟班级，

方便发布听说语料及实践点评。如在学习“世界节日”一课中，一方面，教师组织小组汇报，鼓励学生

互动交流，掌握东西方节日的庆祝方式及文化内涵，同时为学生后续的自主探索提供技术性、知识性引

导。另一方面，学生根据线上资源开展自主学习，小组讨论与协作活动，并充分利用微信、QQ 平台的共

享性，将关于节日的演讲视频上传至虚拟课堂环境中。实际上，教师通过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将真

实班级与虚拟班级有机融合，从而构建了良好的混合式听说学习环境。 

4.3. 课程内容设置 

如前所述，混合式学习最大的特点在于线上和线下资源的有效整合。对此，教师不仅要对课本内的

知识作安排，有选择性的讲解重难点知识，还要对网络学习中的资源、任务等作统筹规划。适当的学习

资源不仅能有效对接学生“需求”，而且能促成学生的积极学习心理，提高学习效果。由于传统课堂学

习已“深入人心”，现主要针对网络资源开发和利用作说明。 
《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师团队建立了网络教学平台，并将相关资源接入“学习通”APP 中，其中包

括配套课件、专题听力练习、学习视频等，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课件下载和线上学习。如在“世界节

日”一课中，首先，教师从网络资源中甄选出谈论节日的视听材料，供学生线上观看、学习及模仿；其

次，教师从历届四级听力题库中抽选有关节日、传统文化等对话、独白练习，供学生自测和训练；再次，

学习平台还提供往届学生制作的节日文化材料(如 PPT)展示，供学生参考；最后，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

平台中还增加了“有声读物”部分。学习效率高的学生在完成课程内容的基础上，能利用闲暇时间增进

英语语感，推进对英语文化的深层认识。 

4.4. 课程活动安排 

根据混合式学习流程图可知，《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包含课堂学习和在线学习的混合，课内学习

与课外实践的混合以及学生自主学习与协作探究的混合等。在开展混合式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以学生

为中心，综合考量其已有水平、兴趣爱好及学习目的等方面，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适配合适的学习环境，

同时注意学习过程的条理化、细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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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活动包含个体学习和小组学习。具体而言，在“世界节日”一课中，个体学习主要是学生

以个人为单位开展，如在线自主探索，和上台演讲等形式。小组学习则采用任务驱动的方式，以自由组

合的形式，形成学习共同体(每组成员为 3~5 人)。小组合作可以陈述报告、角色扮演、文化沙龙等形式

呈现。教师还鼓励学生将其拍摄的视频语料上传至共享云端，从而实现小组学习作品的师生点评及生生

互评。通过这种互动交流与资源共享的方式，学生间、师生间可以实现同步与异步的交流，学习交流与

协作内容得以延伸扩展，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组织能力得以提高。 

4.5. 课程评价完善 

本课程目标为：在听力方面，学生能听懂日常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讲座，能基本听懂慢速英语节

目，语速为每分钟 100 词左右，能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能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帮助理解；在口

语方面，学生能够就简单的日常的话题提供信息，并且能够有效地询问信息和寻求帮助，基本能够用恰

当的语调、语气和节奏表达自己的意图。 
基于上述的学习目标，教师确立了听说课程的混合学习评价制度，其指导方针从知识性考核转变为

学生知识、能力与素质的综合考察。基于网络教学平台实践，教师针对每一位学生建立了电子档案，包

含小组活动评价、个人网络学习记录(表 1)、单元考核评价等多元化评价，力图将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

价贯穿混合式学习过程中，从而达到完善课程评价、全面检测学生学习水平的目的。 
 
Table 1. Students’ network learning records 
表 1. 学生网络学习记录 

学生姓名 学号/工号 任务完成数 视频观看时长(分钟) 讨论 章节学习次数 

张建宏 19407300001 36/36 416.9 80 249 

杨美亮 19407300002 36/36 308.8 13 158 

白子桦 19407300003 36/36 308.8 13 169 

刘佳林 19407300004 36/36 328.1 41 124 

安战宇 19407300005 36/36 318.2 14 126 

陈小燕 19407300006 36/36 326.7 25 155 

石轩华 19407300007 36/36 383.9 7 132 

周子钧 19407300008 36/36 314.3 59 212 

郭金苗 19407300009 36/36 326.7 55 202 

张晴 194073000010 36/36 328.4 93 185 

王召辉 194073000011 36/36 332.7 79 111 

王可婷 194073000012 36/36 313.8 26 158 

戴博升 194073000013 36/36 354.3 53 318 

刘珊珊 194073000014 21/36 183.0 16 164 

张万科 194073000015 36/36 323.3 43 245 

鲜子美 194073000016 10/36 106.4 13 90 

薛嘉莹 194073000017 36/36 321.6 32 107 

5. 教学效果评估 

为了深入把握混合式学习的教学实践，本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课堂观察、访谈的方法，对其效果

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对象为“大学英语视听说”艺术设计学 1801、1802 班学生，共计 58 人。通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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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英语学习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85.5%的学生认为通过基于网络平台的混合式学习，能有效提升自己

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听说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10.5%的学生倾向于传统教学，且认为利用网络平台

开展学习难以集中精力。还有 4%的学生觉得无论采取何种学习方式，听说能力都难以得到提高。很明显，

大部分学生对混合式学习还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其接受和应用程度也比较高。 
通过对学生一个学期的课堂观察，研究发现：在听说词汇比赛、角色扮演、在线讨论、话题陈述、

活动展示等活动中，学生表现存在差异。其活动的开展均有赖于教师对整体活动的规划、设计及引导。

由此可见，贴切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设计是开展听说混合式学习的前提条件。此外，结合学生在讨论区

与课后交流，笔者发现：存在明显进步的学生在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策略上发生改变，他们不仅

能主动融入课堂的意义建构活动，而且对于课外及线上的学习任务也是积极参与，能灵活运用所习得的

听说技巧。因此，实现线上线下的有效衔接是开展混合式英语听说学习的关键部分。 
此外，笔者针对英语听说水平不同的 10 名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期了解混合式学习需要改进的地

方。结果显示：每位同学都对混合式学习的内容提出了自身看法，如在线系统不稳定、线下沟通不及时、

学习自主意识不强、需要教师加以监督引导等，但相同点在于他们都认同听说材料的重要性，并且表示

新颖、有趣的语料能激发混合式学习的兴趣，教师的讲解、引导以及互动交流决定了听说学习的深度。

由此可知，学习内容的甄选及师生双向交互不容忽视。 

6. 结语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教育信息化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背景及新型教学手段。混合

式学习模式的出现可谓应运而生，它的优势在于传统学习与数字化学习的“合二为一”[10]。基于网络平

台建设的混合式教学能有效解决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但其实施关键在于寻找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平衡

点，达到学习效果最优[11]。 
文章首先对混合式学习开展的背景、总体思路做了大致概述，随后基于湖南工业大学艺术类专业学

生的“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进行了为期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本研究主要以高校教学平台为依托，对

英语听说混合式学习模式进行了具体探究，结果发现：在混合式学习过程中，课程设计是前提，课内外

衔接是灵魂，学习资源是核心，交互协作是关键，学习评价是保障。 
虽然混合式学习模式为英语听说能力的提高开辟了新的空间，但也存在些许问题，如交互问题、衔

接问题、自主意识问题、个性化需求问题等。因此，高校在大力推进混合式学习的同时，要对其涉及的

方方面面(包括教师需求与学生需求)加以考量，只有这样，混合式学习模式才能得以改进与完善，信息化

的学习道路才能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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