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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讨了混合型教学与自主学习之间的关系，通过深入分析二者的特点，揭示了它们如何相辅相

成。混合型教学结合了传统面授教学和现代在线教学的优势，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途径。自主

学习则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自我驱动力。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和分析，证实混合

型教学能有效促进自主学习的发展，同时自主学习的增强又能提升混合型教学的效果。这种双向促进

关系为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即在设计和实施教学策略时，应综合考虑两者的互补性，以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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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ended teaching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provid-
ing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to reveal how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Blended 
teaching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face-to-face education with the innovations of on-
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s,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a rich variety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I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74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740
https://www.hanspub.org/


狄璇 等 
 

 

DOI: 10.12677/ae.2024.145740 612 教育进展 
 

contrast, autonomous learning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tudents’ active engagement and 
self-motivation in their learning process. Through an extensiv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li-
terature,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blended teaching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develop-
ment of autonomous learning skills. Moreover, the strengthening of autonomous learning capaci-
ties in turn boosts the effectiveness of blended teaching methods. This mutual reinforcement 
presents a crucial insight for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strategies should thoughtfully consider the synergy between these approaches to support holistic 
studen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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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混合型教学作为当代高校教与学的“新常态”[1]。当今时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

他们对教育的深远影响，改变了我们对教学与学习的理解和实践。其次，传统的面对面教育模式无法达

到当代学生对教育模式的满意度，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兴趣，这为混合型教学的诞生做了充分的

铺垫。混合型教学是一种将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方法与在线学习技术结合起来的教学方法。当代的大学生，

也即“数字原住民”，这个群体有着自身特有的学习特点和需求。他们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环境中长大，

熟练掌握和利用数字技术以获取和处理信息，又有强烈的探索和创新欲望，追求个性化和自主性的学习

体验。面对数字信息化爆炸的冲击，许多学生难有自制力去面对接受消化数字化的信息知识，只有外部

的教师因素和信息技术条件的完善远远不够，学生能够学习到知识的内在因素仍然取决于学生自己。所

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是混合型教学模式所必需的。张勇斌等[2]的研究验证了以学生为中心的

混合型教学模式更加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3]，自主学习可以让学生更主动地

参与到混合型学习中，混合型教学与自主学习的有效结合才能让学生最大程度的从这个新型学习模式中

取得令人满意的学习效果，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持续地吸取新的知识，培养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更好地

适应社会变化和解决实际问题。然而，如何有效地实施混合型教学并激发和支持大学生的自主学习，以

及如何理解和利用混合型教学与自主学习的相互关系以提高教学效果等，一直都是研究者和教师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本文以这一实践需要为出发点，将混合型教学与自主学习视为学习的最佳拍档，试图通过

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寻找他们的最佳结合方式，以期对当前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

参考。 

2. 理论框架 

2.1. 社会认知学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该研究以社会认知学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以下简称 SCT)为研究基础，社会认知学理论的创

始人班杜拉提出，学习的过程既可以通过观察也可以通过建模进行。目标行为(Target Behavior)或习得成

果是个人因素，行为因素和环境因素之间互相影响的结果，如图 1 所示，而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模型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7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狄璇 等 
 

 

DOI: 10.12677/ae.2024.145740 613 教育进展 
 

于社会认知学习理论(人，行为和环境)并包含这三种因素[4]。 
 

 
Figure 1. Three factors—individual, behavioral, and environmental—have interactions with one another 
图 1. 个人因素，行为因素和环境因素互相影响 

2.2. 混合式教学(Blended Learning or Hybrid Learning) 

混合式教学最常见的定义是：1) 混合在线和面对面教学，2) 混合教学模式(在教学中综合使用多种

教学方式和媒介，以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和灵活性)，3) 混合教学方法[5]。Tan 等人[6]在 2021 年的研究提

出混合式学习不是简单的同步(面对面)和异步(在线模式)的混合，而是个人学习和小组学习的混合，学习

的评估、学习的评估和作为学习的评估的混合；将学生的声音和选择与教师的声音和选择相结合。Driscoll 
[7]也认为混合式学习有多种方式，如网络技术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技术和实际工作任务的结合。且她

认为混合型教学的关键在于，它适用于学生个体发展的多样性，这也意味着混合型教学在教育领域有着

尚未开发的潜力。因此，混合型教学已经被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机构广泛应用在教学中。 

2.3. 自主学习能力的三维构念 

自主学习是指学习者为自己的学习积极而又有建设性的设定学习目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

自身试图监控、调节和控制他们的认知，动机和行为以期达成学习目标[8]。换句话说，自主学习者的特

征在于他们有意识的主动调节或回应学习过程以达到理想的学习目标，以及为实现学业成就而使用合适

的学习策略的能力。林莉兰[9]在其研究中总结了近 30 年来关于自主学习者特征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涉

及以下 3 个方面：能力、心理和行为。即自主学习能力是一个由能力、心理和行为构成的三维构念(如表

1 所示)，即： 
 

Table 1. Defini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construct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表 1. 自主学习能力三维构念的定义 

能力(Ability) 心理(Psychology) 行为(Behaviour) 

具备制订学习计划； 
执行计划和评估； 

反思学习成效的能力； 

愿意承担学习职责的心理； 
具有外语习得意识和学习策略意识； 

具有积极承担学习责任； 
有效使用管理学习策略和其他策略的行为 

 
自主学习的心理维度：自主学习者不仅应具备自我管理学习的能力，还应具备自主学习的心理以及

相关语言的习得意识和学习策略使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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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的能力维度：自主学习者应具备确定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进度及监控、评估学习成效的

等能力。 
自主学习的行为维度：学习者在自然学习环境下表现出来的掌控自己学习的行为才是学习者自主的

有效证据，具体可表现为积极承担学习责任；有效使用管理学习策略和其他策略的行为等。 

2.4. 基于 SCT 的混合型教学模式与自主学习 

根据社会认知学理论，我们可以得出混合型教学模式的效果受到自身因素、行为因素和环境因素的

综合影响。特别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对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有重要影响。混合式教学与学生自

主学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从而共同构建有效的学习模式。多个研究[10] [11] [12] [13]表明混合型教学

与自主学习结合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模式。它可以提供灵活性、个性化和自主性，以满足学生个体的学习

需求与学习差异。Hsu 等人[10]正在探索混合型教学和自主学习结合的有效性，包括评估学生的学术成就、

动机、参与度和学习满意度等方面的影响。Chaiyasit 等人[11]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通过混合型教学和自主

学习结合的学习模式，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表现出更高的自主学习能力。并且他们在接受该课程后的学习

成绩显著高于该课程前的学习成绩，学生们表示更加倾向于这种学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是影响混合型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而自主学习本身也是一个在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Pintrich [14]认为自主学习是一个积极的

过程，学习者为达到特定任务而设定目标，然后付出努力管理时间，调节和控制他们的认知，动机和行

为，当遇到一定的阻碍时，会自我鼓励坚持下去。因此，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是非常必要的。1986 年，

Zimmerman 和 Martinez-Pons [15]，首先验证了自主学习能力对学生的学习模式有明显效果。随后，他们

在 1988 年研究中发现学生的学业成就与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成正相关。以此证明自主学习能力是有效提

高学业成就的核心竞争力。在 1994 年，Zimmerman，Greenberg，and Weinstein [16]的一份报告指出，如

果学生能够控制他们的学习计划和学习活动，他们将能够更好地满足学术需求，并能够平衡大学生活和

课外活动。因此，他们对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进行调查研究，并发现它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有影响。 

3. 混合式教学模式与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机结合 

混合式教学是当下全球教育领域的一个大趋势，各大院校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Pintrich [8]在他的

研究中阐述了自主学习对于大学生和教师都是不可或缺的。首先，自主学习是从各类有关学习和教学的

假设出发，提出了一个很有前景的大学学习与教学的视角，1) 自主学习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

的；2) 自主学习是可控的；3) 自主学习适合于高等院校；4) 自主学习是可教的；5) 自主学习在教学层

面辅助科技的使用[17] [18]。近年来，随着科技在教学中的频繁应用，自主学习与科技的交互应用在大学

生正式学习模式和非正式学习模式的层面上，形成了“自然联盟”，Matzat & Vrieling [18]的研究表明，

自主学习能力与互联网的学习环境形成天然的联盟，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自主学习能够提高课堂效率、解决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师教学风格的局限性及未

来工作的需要；并能够满足现代教育目标的需要、学习者个体的认知差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需要；自

主学习是学生各项能力发展的需要，通过自主学习可以不断增强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自主学习对研究

型大学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改革，特别是对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意义重大[19] [20]。当有效使用自主学

习策略时，能够促进语言学习。例如，Ma & Oxford [21]认为自主学习能够引导学生在口语、阅读理解、

写作和词汇方面更深入的学习并提高学生在语言技能方面的表现。根据李逢庆[22]关于混合式教学的实施

流程按照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来逐步开展混合式教学。由此可见，自主学习不但在混合式教学的

课前和课后的自学阶段起到提高学习效果的作用，也在混合式教学的课堂中起到提高课堂效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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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混合型教学模式与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机结合。 
 

 
Figure 2.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l is seamlessly integrated with learners’ autonomous learning 
图 2. 混合式教学模式与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机结合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深入剖析了混合型教学与自主学习之间的有机关系，明确了二者如何相互促进和

补充。我们的发现强调了将混合型教学策略与自主学习理念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

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未来，教育者应更加重视这种结合方式，探索更有效的教学

模式，以适应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本研究为教育领域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

导，期望能够促进教育实践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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