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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混合式教学模式正成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和创新的方向。为保障混合

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质量，文章从评价主体、评价指标等层面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质量保障

评价体系，充分发挥混合式教学效果评价的反馈作用，有效实现以评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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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situation,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is becoming the direc-
tion of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or-
der to ensur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mixe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 for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quality assuranc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matches the evaluation subject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gives full play to the feedback function of the mixed teaching effect 
evaluation, and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promotion of teaching through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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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 

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促进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教育部党组 2018 年在《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纲要》(教党[2018] 41 号)中指出：“教育教学”是“四位一体”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格局的有机组成

部分，应“健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开发建设心理健康教育在线课程，丰富教育教学形式，创新心

理健康教育教学手段，有效改进教学方法，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

教学效果，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现行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根据教育部文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

要求》精神，结合大学生身心特点，为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而开设的一门公共通识教育课程[1]。当

前阶段，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模式大体分为三类，传统的线下教学、线上课程(MOOC 课)与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传统的线下教学采用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置为大学必修或者选修课程，以一位

教师面对多位学生的面对面课堂作为课程载体，基于知识传授、心理素质培养、技能训练相结合的课程

目标进行教学。该种教学模式在师生交流沟通、技能训练和生活迁移层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即

使是大班教学，限于师资数量的缺乏，依然存在受众面窄、不够灵活等劣势。而 MOOC 等线上教学模式，

符合新时代大学生思维活跃、时间灵活性高的特点，并且在传播速度和受众层面形成规模性的影响，但

是同时存在在线课程学生保持率低、“替刷课”的现象，并且即使是网上影响力较大的课程，如北京师

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崇德等国内顶尖的心理学者作为主讲团队联合呈现的在线课程“大学生

心理健康”，也有学生反映在课程中曾出现难以理解、难以消化的内容，自身的现实需要在课程当中并

未得到解答的情况[2]。基于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Graham 将“混合式学习”界定为“同步的面对面教学和异步的基于文本的信息技术教学相结合的模

式”，他认为“混合式学习方案的设计取决于对学生群体学习内容以及学习情境的综合”[3]。混合式教

学就是将传统的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结合起来，使得在线课堂能够成为课堂教学的延伸[4]。因此，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运用混合式教学，将有效解决使用单一的传统教学或者 MOOC 在线教学模式所存

在的不足，具有可以有机融合两种教学模式的优势。 
混合式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理论基础根源于西方的人本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认为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自觉性，能促进学生主动对所

学知识进行深入思考、探索和发现[5]。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张教学改革应当切实以学生个体多样性为中

心，重视学生教学认知过程的个性化差异特征，强调学生是教学认知的基本主体。学生是对现有知识进

行有效应用的核心承担者，是对旧知识进行推陈出新的主要建构者。因此，教育者应当赋予学生高度的

学习主动性，切实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6]。混合式教学模式，融合了网络课堂学习、移动终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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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课堂讲授、团体心理辅导、角色扮演、案例分析、课堂报告、小组辩论、问卷调研、深度访谈、合

作学习等多种授课方式，不仅有显性课程特点，也有隐性课程特色，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现代教育新观念，

兼顾了心理健康教育预防和发展并重的宗旨[7]，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推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心理育人质量，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的

大势所趋。 
为保障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除了在线课程的建设、翻转课堂任务的设计、在线的互动教学等外，

构建匹配的、行之有效的质量保障评价体系，也是混合式教学模式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8]。《高等学校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在组织实施层面，各级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要“研究制定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评价与督导指标体系”，其中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质量保障评价体系为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整体评价与督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混合式教学的实践大趋势之下，如何构建匹配的、

行之有效的教学质量保障评价体系，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 混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质量保障评价体系构建 

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以全方位、多层次评价为视角，围绕完整的教学活动完成信息收集的细化

标准或测量依据[9]，基于混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理论知识讲授与实操技能训练并重的基本特征，

质量保障体系的评估指标的设计应适应混合式教学复杂和动态变化的过程，将形成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

有机融合。所谓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的评价，旨在确认学生的潜力、改进和发展学生

的学习”。形成性评价的任务是“对学生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反映出的情感、

态度、策略等方面的发展做出评价”[8]。通过形成性评价指标，对混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全

过程进行细致评价，有效的打破了以往过于依赖结果性评价的单一维度而造成的评价失衡，有利于构建

更为完备的教育评价体系。 
从评价主体层面，混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质量保障评价体系从教师、学生、专家等不同主

体层面进行指标的构建。采用：教师主导设计评价体系指标+动态监控实施全过程——专家对教师设计的

评价体系指标的合理程度进行专家效度评估+监督实施情况——学生采用自评和互评的方式完成各项评

价指标+对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向教师进行动态反馈督促教师进行改进的完整闭环进行。经过环环相扣

的设计，在主体层面确保混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质量保障评价体系的各项指标得以有效实施和

不断优化(见图 1)。 
 

 
Figure 1. The main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the quality assur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mixe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 for college students 
图 1. 混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质量保障评价体系主体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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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构建上，混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质量保障评价体系以教师、专家、学生为三大

主体，从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面，以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设计、教学资源、教学平台与环境、

教学实施、教学效果作为评价维度，细化指标的具体内涵，设计如下(见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for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of mixe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 for college students 
表 1. 混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质量保障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与具体内涵 二级指标与具体内涵 

A. 教学目标： 
掌握并应用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促进大学

生心理健康的全面发展。 

A-J1：教学目标明确； 
A-J2：教学目标设置科学合理； 
A-J3：体现知识与技能的协同发展。 
A-X1：理解教学目标与实际教学内容如何结合； 
A-X2：理解教学目标在学习过程中如何体现。 

B. 教学内容与设计： 
线上学习部分——心理健康知识、大学生常

见心理困扰与应对、心理疾病的识别与应对

等；线下学习部分：在知识学习的基础上通

过体验–伙伴模式进行学习，注重对于操作

性和应用性技能的训练。 

B-J1：点对点落实课程思政的要求； 
B-J2：教学目标具体到教学内容的可量化、可评估； 
B-J3：教学设计兼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需求； 
B-J4：线上线下学时分配合理，教学内容紧密衔接。 
B-X1：完成相应的教学内容的学习，达成知识层面的理解和习得； 
B-X2：通过应用教师的教学设计，科学利用线上和线下学习的时间，

达成技能层面的掌握。 

C. 教学资源： 
混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线上学

习资源(线上课程学习资源、线上拓展与延

伸学习资源)和线下学习资源(线下课程资

源、线下学习拓展与延伸资源、师生–生生

互动延伸学习资源、线下技能应用资源)的
有机融合。 

C-J1：教学资源根据教学目标设计，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 
C-J2：教学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C-J3：教学资源更新周期短、更新速度与教学内容吻合。 
C-X1：教学资源方便易得； 
C-X2：教学资源的利用率高； 
C-X3：教学资源与实际生活应用情境的吻合和可迁移程度高。 

D. 教学平台与环境： 
线上教学平台和线上线下教学环境能够有

效支撑混合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

学的顺利实施。 

D-J1：线上线下教学软硬件设置符合教学目标的要求； 
D-J2：线上平台操作便捷、运行稳定、符合教学目标和教学设计的各

项功能，方便生生–师生的互动； 
D-J3：线下教学环境(特别是现代化新型智慧教室)的各项软硬件设施能

够满足教学内容实施。 
D-X1：线上教学平台可得性和使用便捷性； 
D-X2：线下教学环境(特别是现代化新型智慧教室)各项软硬件设施的

操作方便性。 

E. 教学实施： 
师生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实施过程中达成有效配合，协同

合作完成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E-J1：教师线上学习部分——教师线上布置作业与练习次数、教师线

上答疑与批改作业次数、教师线上组织教学活动次数、教师线上指导

学生其他教学活动次数等； 
E-J2：教师线下学习部分——教师课程团队定期教研活动开展情况、

教师运用线下现代化多媒体教学环境(智慧教室等硬件设置)组织课堂

活动情况、教师及其团队促进学生创新性思考和学习探索的情况等。 
E-X1：学生线上学习部分——学习时长与学习次数(课内和课外拓展)、
完成任务点比例、线上参与活动次数、讨论与提问区发帖与回帖次数、

小组任务完成次数与质量、线上测试和作业完成次数和质量等； 
E-X2：学生线下学习部分——课堂学习学生提问或回答问题次数和质

量、课堂小组活动参与次数与质量、课堂练习和测验完成次数和质量、

课后作业完成次数和质量、生活情境迁移练习的次数和完成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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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F. 教学效果： 
学生–教师–专家三主体，从目标、形式、

内容、质量四层面，通过课前–课中–课后

三阶段对大学生混合式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教学效果进行有效评估。 

F-Z1：考核的全面性与阶段性结合； 
F-Z2：知识、技能、应用与综合性评价； 
F-Z3：教学整体质量情况。 
F-J1：单个学生与教学班整体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效果达成情况(形成

性评价)； 
F-J2：单个学生与教学班整体成绩与其他考核情况(结果性评价)； 
F-X1：个体心理健康知识的理解与习得情况； 
F-X2：个体心理健康技能的应用情况。 

备注：J-教师；X-学生；Z-专家。 

3. 结束语 

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为适应现代科技发展和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需要发展

出的创新教学模式。在此教学模式的探索性实践中，在课程思政和心理育人的大前提之下，贯彻“差异

化、多元化、全面化、动态化、有益化”的混合式教学的原则，构建行之有效的针对混合式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质量保障的评价体系，充分发挥混合式教学效果评价的反馈作用，是实现以评促教目

标的关键，对提升混合式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10]，也将对大学生混合式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

和发展起到促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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