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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冠肺炎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在线教学模式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教学手段，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能

满足目前高校的人才培养要求，探究高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是目前高等教育创新的主要方向。但

目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需要从导向、资源、组织、评价和政策等方面

构建质量保障体系，推进课程建设，以促进教师混合式教学能力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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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post epidemic era of COVID-19, online teaching mode has become an im-
portant teaching means in this perio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can no longer meet the cur-
rent requirements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ploring the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main direction of current higher educa-
tion innov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guidance, resources, organization,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d promot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hybrid teach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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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疫情的严重与危害对高校的教学工作也形成了一

定的冲击，为了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传统的线下教学不得不转变成在线教学模式。

而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如何将疫情时期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有效衔接，充分将线上线下教学技术有

效融合进行混合式教学，同时如何对其质量提升进行有效管理，推动学校教学改革，值得深思。 

2. 目前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2.1. 教师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内涵理解不够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对那些未经培训的教师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多

数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内涵及概念理解不够，认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就是简单的“线下教学 + 线上课

程”或“线下教学 + 线上课程 + 线上作业和测验”[1]，实际上，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不单指混合

式学习，更不是传统教学和网络教学的简单叠加。真正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是以基于慕课、专属在

线课程(SPOC)或其他在线课程，运用智慧教学辅助工具，在教学中运用多种教学策略、教学理论和教学

组织形式有机地将在线课程教学(线上)与传统课堂教学(线下)相结合起来的课程，其更多的是体现线上线

下课程的互相融合[2]。总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学生网络在线自主学习和传统教师课堂面授教学的

相互结合与补充，既要体现学生的自主性，也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3]。 

2.2. 教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疫情的突如其来让高校教师的教学转变有点措手不及，目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教师教学能力还不够以及学校的培训制度不健全。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有些教师

在教学能力还不足的甚至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将现有的课程转变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导致课程

生搬硬套，不仅缺乏创新和改革，线上线下部分也太容易脱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相对于以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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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课堂面授教学的变化不仅在于教学方式、学习环境以及学习行为的改变，更多的是教育教学理念的转

变，这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挑战。教师如果一味地墨守成规、缺乏创新或不愿意与

时俱进，终将因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而面临淘汰的可能。因此，高校教师应该有探究现

代技术和教学模式整合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开展混合式教学之前，做好充分准备，转变教学

理念，提高自身教学能力，自主推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程建设。 

2.3. 线上课程资源不足，难以满足个性化教学需求 

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时，线上课程资源是线上教学的重要支撑。近些年，在中国大学 MOOC、
学银在线、智慧树等教学平台上涌现了不少国家级、省级线上一流课程，但是教师在实施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时，由于课程、专业的不同以及学生的个体情况，有些只能选取和利用部分现有资源，除此之外，

仍然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加合适的网络资源。很多老师依旧觉得，难以或无法从网络上获取精品资源共享

课，或线上课程资源非常有限，虽然能找到寥寥无几，却无法跟线下的课程完全契合[4]。因此，类似情

况为教师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提出了线上课程资源完整性不强、相关性不强、规范性不强的难题[5]。 

2.4.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当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对于学生来说还是新鲜事物，学生学习理念尚未完全转变，有问卷

调查显示，学生更喜欢传统的线下课堂，学生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程中的主动参与性及互动积极性

都不高，甚至有抵触情绪[6]，学生若不改变学习理念，不积极投入混合式教学的学习主体，教师努力均

会付诸东流，这也给混合式教学的开展造成极大的阻力。对于学生而言，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比传统线

下课程的学习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由于缺乏有效的督促，学生在自主学习线上的课程资源时，

不够积极主动，甚至存在“刷课”的现象[7]，自制力较低，作业完成度相对较低，质量上也没有太大的

保证[8]。因此，应该给学生留有一定时间让其转变并适应新型教学模式，只有让学生真正理解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的内涵，学习行为上才会有所转变，才能有效地提高混合式教学的效果。 

2.5. 高校的质量监控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评价体系建设需要长期规划、设计、调整与完善，更需要有质量监控与教学督

导机制。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特殊模式，对传统的线下教学督导提出了新的要求。混合式教学模式

下课程质量评估往往仍局限于以往从教学或技术视角单方面开展评估，而忽视其线下及线上的有效融合。

目前多数高校的教学督导还是停留在线下课堂教学督导，对于线上教学督导还处于探究阶段，督导专家

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是制约线上督导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目前仍缺乏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较为完善而全面的质量评价标准。 

2.6. 高校的奖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后疫情时代，很多高校均在积极的推动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的建设与改革，希望能建成一批先行试

验的能够引领学校其他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9]。对于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的教师，需要

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线上课程资源建设上，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设计也要求更加灵活多样。如果

高校不及时建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程建设的管理机制尤其是激励奖励机制，将无法吸引更多教师参

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高校目前也缺乏相应的评价反馈机制，其收集不同主体如教学管理

人员、督导组、同行、学生等反馈的评价数据多数是用于统计依据或教师考核，未能及时有效反馈给教

师，不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及时调整教学方案设计、改善课堂教学效果，难以帮助教师有效提高教学

质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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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质量提升管理对策 

吴岩司长指出，建设中国“金课”，没有旁观者，都是建设者。强调要调动各方积极性，为建设中

国“金课”提供五大保障，包括政策保障、组织保障、机制保障、评价保障和经费保障。因此，有必要

总结目前高校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存在问题，并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各类保障等，从而充

分提高课程质量，推进课程建设，促进教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能力的整体提升。 

3.1. 加强教学改革宣讲，转变教育教学理念 

高校的教育教学理念的先进直接影响高校的发展、学科的发展以及师生的发展。要推进高校的教学

改革，首先要加强教学改革宣讲，从根本上转变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使其真正理解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的内涵和意义。高校应针对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课程对教师进行个性化培训或宣讲，通过推广

省内外优秀混合式教学案例，借助各大教学平台，培训教师的现代化教育技术、相关教学设备以及混合

式教学法的运用，从思想上转变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使其能够与时俱进，并积极主动开展教学改革。 

3.2. 强化教师主导地位，提高混合教学能力 

2018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出：

“全面开展高等学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重点面向新入职教师和青年教师，为高等学校培养人才培

育生力军。”[11]教育部副部长孙尧也指出：“着力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探索教师培训新模式，

努力培养适应未来教育变革的新型教师”[12]。因此，在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中，强化教师主导地位，

提高教师专业教学能力是确保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各高校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模式以及

多元化的培训，一是邀请省内外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开展讲座，二是支持学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外

出培训交流，三是适时开展混合式教学能力竞赛，以赛促学，充分提升教师混合式教学能力。 

3.3. 加强课程资源建设，丰富课程运用选择 

丰富、详实、生动的课程资源，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重要支撑，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的积极性与探索创新精神。线上课程资源单凭依靠本校教师自建课程，远远不能满足混合式课程建

设需要。在资源选择上，除了注重资源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化，高校应进一步通过国家级、省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线上一流课程等多层级资源平台搜集并整理课程资源，为本校的

混合式课程线上资源提供有效的参考和选择。而在资源应用上，也要注重其与本校课程教学目标、教学

方案以及教学对象的紧密关联性，充分发挥优质资源的教学效用，通过课程建设带动资源建设，同时，

以资源建设促进课程建设[2]。 

3.4. 分析线上平台数据，优化教学活动设计 

后疫情时代，混合式教学模式强调多元化的深度混合，更大程度地发挥线下和线上教学二者相融合

的优势。在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中，网络智慧教学平台的构建是混合式教学模式得以有效

实行的重要条件保障，可涵盖预习、讨论、答疑、互动、考核、评价、反馈等多个环节。各高校应加强

智慧教学系统建设，依托线上智慧教学平台，如通过中国大学 MOOC 或超星等后台课程数据，经过统计

学数据分析，研究学生在线学习各项教学环节完成率与综合成绩的关系，充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开放式讨论或头脑风暴等方式，吸引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设计，从而指导教师优化教学

活动设计，启发学生通过自主学习主动思考与分享，提高学生高阶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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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立教学督导机制，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督导机制的建立应该改变以往只有线下督导而没有线上督导的局面，尤其要侧

重对线上课程资源建设体系的全过程督导，在评估主体方面，也应构建基于教学管理者、专家、同行、

学生多维开展的在线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制。不仅要关注老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成效，还要对课程

教学设计、课程资源信度、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等方面开展督查和引导，如可以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后台监

督课程上传的资源情况及师生互动情况，量化评价，在评价过程中，注重评价与奖励的结合，制定并完

善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教育评价标准，才能有效帮助教师及时获得评价反馈信息，从而改进课程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3.6. 健全政策制度保障，指引课程建设规划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的老师，无疑比传统的课程建设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学

校有必要健全混合式教学课程政策制度保障，尤其是课程建设激励奖励机制的完善，才有可能吸引更多

的教师参与教育改革，推进课程建设。一是通过校级、省级、国家级课程立项，同时设立课程建设专项

资金，如我校分别给予校级、省级、国家级一流课程 3 万、5 万、8 万的课程建设经费，以点促面，推动

混合式教学课程建设。二是增加混合式课程教学工作量系数，根据教师课程建设情况，合理增加课程教

学工作量系数至 2~3 倍，以此带动教师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三是出台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相关制度，

对混合式教学课程建设的模式、改革目标、建设要求以及保障措施等细节做出相关规定，指引课程建设

规划。 

4. 结语 

此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促使我们再次反思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发展问题，高校需要思考如何未雨绸

缪，应对未来教学活动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事件和挑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从优化教学活动设计、加

强课程资源建设、强化教师主导地位、建立教学督导机制、健全政策制度保障等方面，推进课程建设，

促进教师混合式教学能力的整体提升，充分提高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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