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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校应用的越来越广泛，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传统教学的一些弊端，提升了教学

效果，但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从高校教师视角，总结了混合式教学模式面临的一些困境，如教师对

混合式教学模式接受度不高、主动性不足、时间和精力投入不足、线上学习监管困难、互动环节效果不

理想、考试成绩的真实性存疑等，并从教师投入和学校两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提高混合

式教学质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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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is being applied more and more widel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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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 it can make up som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to a certain extent, it still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teache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som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such as teachers’ low acceptance 
of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lack of initiative,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nergy, difficul-
ties in online learning supervision, unsatisfactory effects of interaction links, and doubts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est result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rom both teachers’ input 
and school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ix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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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 2011 年，就有学者指出，混合式教学将成为未来教育的“新常态”[1]。2021 年 12 月，在第十

二届新华网教育论坛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混合式教学要成为今后高等教育教学新常

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更新迭代，在教育信息化 2.0、双万计划和金课计划等宏观背景下，各级教育

部门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推动混合式教育模式的落地，再加上各类学习资源和学习平台的建设完善，

混合式教学已经在高校教学改革中逐渐的常态化，混合式学习也逐渐成为高校大学生的主流学习方式。

技术赋能的混合式教学正在解构传统的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开创了个性化的教学新生态，相较于传统

的面对面授课模式，具有如下优势：提升教学效率、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扩展学生知识面、增强

学习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成绩和满意度、获得较高水平的认知临场感、增强学生学习

动机、自学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增加师生间互动频次、拉近师生间的距离等[2] [3] [4]。总体来讲，混合

式教学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传统教学的一些弊端，但在高校推行的过程并不顺利，遭遇诸多困境，正在

面临学习质量的“高原期”，甚至出现了“形式上的热闹，实质无效”的困境[5]。综合学者的研究结论，

混合式教学在高校实践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学习自主性较低、学习负担重、线

上自学难监测、考核机制片面化、网络优质学习资源不足、教师混合教学的能力不足、投入不足、个性

体现不足、学生满意度和教学效果不达预期等[6] [7] [8] [9]，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混合式学习质量

以及一线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采纳与应用，与混合式“金课”建设指向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目标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推行过程中存在一些困境，甚至是一些

矛盾和悖论，之所以没有很好的解决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困境没有得到有效

的解决。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高校教师视角出发，对这些困境进行归纳和深入分析，并提出

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混合式教学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有益的参考。 

2. 混合式教学面临的困境 

1) 教师对混合式教学模式接受度不高、主动性不足 
认知决定行为，高校老师对混合式教学的认知水平决定着他们对待混合式教学的态度以及混合式教

学方式的差异。认知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混合式教学的意义认识不足，一是对混合式教学

的本质认知不足。前者主要聚焦于混合式教学的价值维度[10]。也就是相比于传统教学模式，一些高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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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认为混合式教学模式只是提升了教学效率和便利性[11]，教学效果并没有明显提升。尤其是一些积累了

大量的传统教学经验并深受学生喜爱和认可的教师，没有必要重新学习并更改教学方式[12]。因此，仍有

较多教师对混合式教学持观望态度。他们虽有对新的教育技术工具的畏难心理的顾虑，但更多的是对于

投入较多精力适应新的教学模式的价值产生怀疑[13]。从根本上来讲，教师的内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态度决

定着他们是否愿意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14]。因此，需要从教学理念上对高校老师进行一场彻底的心里革

命，使他们对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重要意义有一个更加明晰的认知。 
对混合式教学的本质认识不足主要指的是一些教师曲解了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真谛和核心理念。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混合式教学“混”的对象有误解，一个是对于混合式教学的目的有误解。

Goodyear (2013)强调，真正的混合式教学是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下教学与辅导方式的混合，

不仅仅是面对面教学与在线教学的混合[15]。还可以理解成不同教学技术、教学方法、教学场所的混合[16]，
亦或是教学空间与时间、教学方式与绩效评价等的全面混合和融通，也即广义上的混合式教学。但不少

教师将混合式教学理解成了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线上教学与基于面授的线下教学的混合，即狭义的混

合式教学。这种认知是将传统教学用信息技术在线上进行分场景呈现，有的学者认为线上教学是必备，

线下活动是延伸[17]，有的学者认为线上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前奏”和“续曲”[18]。但线上教学和线下

教学并非“两张皮”，不是简单的技术混合和两部分的简单叠加，也并非单纯以信息技术部分“替代”

或“补充”课堂面授教学[19]，也不是各种要素的物理“混搭”，而是化学“融合”[20]，是线上教学与

线下教学的有效混合共生，属于“双线混融教学”[21]。Yen 和 Lee(2011)提出，混合式教学是教学模式

的根本变革与再设计[22]，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在这一教学模式下，网络平台进一步拓展了教学空间

和学习空间，通过互联网技术把知识获取、讲授、师生互动交流、学习反馈等教学过程全面打通，尽可

能的提高线上线下的融合度、匹配度和契合度，最终培育和演绎“教”与“学”同频共振的共同体生态

链系统[23]。 
另外，混合式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学生创造一种真正高度参与性的、个性化的学习体验[24] [25]。践

行“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习惯养成，打造个性化教学模式，并最终实现

“教为不教、学为不学”的教育目标[26]。也就是教学生学习方法，让学生能独立自主地学习，而并非是

简单的用技术来辅助教学，用技术对“教”和“学”进行分割。由于对于混合式教学的本质和意义认知

不足，导致在推行过程中流于形式，出现了为技术而技术的现象[27]，并导致了教学场景的“经验性”割

裂[28]。 
2) 时间和精力投入不足 
投入困境指的是由于高校现有的“重科研轻教学”职称评审体系和混合式教学能力的高要求使得不

少高校老师不愿意在教学上花费过多的时间，以应付的心态“穿着新鞋走老路”，仍以线下面授方式为

主，要么把学生集中起来观看线上教学视频，要么让学生课后线上自行观看教学视频[29]。一些学者研究

发现，相比面对面授课模式，混合式学习要求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30]。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

教学时间的延长，另一方面是高质量的混合式教学方式需要教师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备课。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教师不仅要在线下课堂上进行授课和讨论，还要在线上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混

合式教学模式下，教师的身份不再是单纯的知识讲授者，还是学生学习的陪伴者和学习成效的激励者[31]。
尤其是线上辅导，为了引导学生学习和及时回应学生的疑问，需要任课老师长时间在线陪伴学生，这种

线上学习难以做到线下的一对多，而是一对一的辅导，需要老师花费更多的课下休息时间，导致教学总

时长大大延长。既然是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任课老师还必须安排一定的线上教学时间，对于线上教学所

占比例，不同的学者、高校和研究团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提出 30%~79% [32]，有学者提出 25%以上[33]，
还有的高校甚至明确规定至少 50%。不管是多少时长，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线下教学时长不变，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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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总的教学时长是在教学任务规定的教学时长基础上再加上线上的教学时长，导致某门课程的总教

学时长大大延长。挤占了课下时间，任课老师的线上辅导意愿就大打折扣，于是线上教学就变成了学生

的单方面自学。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反应的“老师太忙没时间管我们”的问题比较突出[34]，不

能及时给予学生足够的社会支持[35]，易使学生产生独自学习的孤独感和焦虑感，进而导致学习兴趣和学

习质量下降，学习投入也会相应的不断减少[36]。除了课中的面对面授课和课后的适时与学生互动、及时

给予反馈，教师个人还需要在课前花费大量的时间投入线上平台的构建和完善，设计线上课程的课件和

微视频，而不是完全利用现成的教学资源。因此，混合式教学模式对教师的综合能力要求更高，要做到

一专多能，既是“导演”“编剧”“摄像”“化妆师”还得是“演员”，需要精心准备和仔细打磨“剧

本”[37]，还得学会拍摄视频、编辑视频，无形中加大了教学工作量[38]。 
由于开展在线教学能力准备不足，特别是在教学法上准备不足的问题[39]，技术与课程整合的高要求、

时间与工作量的问题，加上高校的课时计算、重科研轻教学的失衡评价等问题[40]，最终导致高校教师对

混合式教学的态度不够积极，进而影响了混合式教学中教师角色的积极转变和学生的学习满意度[41]。 
3) 线上学习监管困难 
由于教师线上投入不足，难以做到时时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此，学生的线上“假学习”情况比

较普遍。虽然学习平台可以生成一些后台统计数据，但大数据的数字痕迹能否有效地反映学习成果尚未

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42]。 
以线上视频的观看统计数据为例，视频观看多为次数或时长的统计，缺少观看有效性评价[43]。学生

到底有没有认真观看视频，理解和掌握程度怎么样，教师端无从知晓。虽然可以在线下课堂中通过提问

的形式可以测试学生的学习情况，但难以做到一对一反馈，线上学习也就沦为了随意学习行为。甚至还

有部分学生过分依赖课件回放功能，学习责任心下降[44]，导致学生线上学习参与率高但完成率较低，线

上的互动与讨论也只是部分自律性和学习自主性较高的同学参与，大多数学生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参与其

中，线上学习效率大打折扣[45]。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长年的应试教育让学生相对缺乏批判性思维，

自主学习的能力普遍较弱[46] [47]，传统学习定势与混合式学习融合困难，缺乏自主学习的坚持性[48]。
单纯的各类信息技术的使用，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综上，信息技术可以赋能线上监督，但只能监督过程，对结果难以进行有效性监督，因此，监督的

困境，导致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学生线上自主学习效果欠佳。 
4) 互动环节效果不理想 
互动环节是混合式教学模式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也是“以学生为中心”和个性化培养的必然要求，

在教学设计中融入小组讨论、师生讨论、将内化的知识讲解给他人听等环节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培养[49]。有效的互动是基于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对老师的认可，在此基础上的互

动才是有意义的、建设性的，但由于大多数老师在课后与学生的交流不多，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了解，

再加上学生的课前自学效果不理想，教师缺乏必要的引导和设计，互动环节成了被动的应付老师的提问

或是布置的讨论任务的虚假互动，师生、生生间交互浅层、讨论跑题、小组学习低效乃至课堂失语等情

况成为普遍现象[45]，使得教学互动成了学生心目中的为了互动而互动的无趣行为。 
此外，多数高校的教室布局依然是一排排课桌，无法适用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讨论互动模

式。而线上交流互动又缺乏现场教学的“温度”，长此以往，学生可能产生“麻木”状态。教学互动困

境不仅仅是混合式教学模式面临的困境，也是所有教学模式面临的共同困境。 
5) 考试成绩的真实性存疑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考试困境主要聚焦于线上成绩的真实性。尽管有不少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

论：学生在混合式课程中的成绩明显高于纯面授课程和纯在线课程[50]。但深入剖析原因后，这种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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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存疑。之所以线下考试出现分数偏低、大面积挂科而线上普遍好于线下考试，是因为混合式教学

模式下的总成绩构成中，平时成绩所占比例要高于纯线下课程平时成绩的比例，甚至有些课程高于 50%，

而其中的过程性评价诸如学生登录平台的次数、时长、发帖数、成果展示等因素主要依据后台统计数据

进行评分[51]，多数学生是很容易获得高分的。有些课程还设置了每一章内容的线上达标测试以及期中测

试，但相较于线下课堂的测试，线上测试更容易作弊，线上测试的抄袭现象比较普遍[52]，因此整体拉高

了学生的平时成绩。而且线上测试多为选择题，分析应用的客观题较少，有利于学生考试答题的便利性

和教师规避评分的复杂性，随之而来的是考试题目的难度相应的降低了，因此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考试

成绩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是值得商榷的。 
Delialioglu 和 Yildirim (2008)采用准教学试验对比了混合式课程与传统课程的有效性，结果显示两者

在学习成绩方面没有显著差异[53]。表明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考试方式与传统的面对面授课相比，并没有

明显的优势，也意味着教学模式与考试成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3. 完善混合式教学的对策 

1) 教师层面 
Henrie 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媒体技术对学生的满意度没有直接影响[54]。Merrill (2002)的研究也

表明，脱离学生的教学设计，只讲究信息设计精致化的多媒体教学和远程教学产品，只会强化教师讲授

式的教学[55]。Dziuban 等(2004)也提出不同教学模式并不会影响学生对课程体验的评价，课程、内容、

教师、学习氛围等是影响课程体验的主要因素[56]。如果不充实授课内容、提高所授内容的理论思想魅力，

所有花样翻新的教学形式改革都难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57]。 
因此，任课老师应该回归内容，在教学内容的质量和魅力上下功夫，通过优质的内容唤起学生的学

习兴趣，兴趣一旦被激发，自主学习的动力才能启动。与其在教学形式上花样翻新，不如通过修炼内功，

真正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高校任课老师应积极拥抱信息技术，挖掘学生

的兴趣点和需求点，借助信息技术打造高质量教学内容，“内容为王”，使得混合式教学模式真正赋能

教师，而不仅仅是赋能学生。 
其次，充分发挥学生作用，将学生参与学习资源收集、分享、编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仅可以减

轻教师的备课压力，还可以凸显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主体地位。 
2) 学校层面 
在现有重科研轻教学的教学体制下，高校老师在教学方面的投入明显动力不足，应该两条腿走路，

首先，给一部分真正喜欢教学的老师松绑，采取有力度的激励机制，影响他们对技术的应用和对混合式

学习的参与[58]。变被动为主动，成为学生真正喜欢的“人师”。高校可以制定混合式教学效果的评价机

制，将评价结果与年底评优、职称评审、教学奖励挂钩，并加大奖励力度，真正激发教师“乐教”的内

在动力，并最终将教学提升到与科研同等重要甚至高于科研的地位。 
其次，高校还应从制度层面对开展混合式教学的课程数量和学生课程总学时进行宏观把控，避免挤

占学生和教师过多的课余时间。可采取总体教学时长不变，线上和线下由任课老师自有把握的模式，还

可以采取线下教学时长不变，适当延长线上教学时间的模式。两种模式下都需要学校层面出台相应的制

度文件，对教学时长和超出正常教学时长的奖励进行规范。 
最后，在线上教学支持方面，高校可为任课老师提供方便直播或录制课程的智能教室，并提供线上

平台网络技术支持，协助教师制作慕课、录播课、微课、高质量多媒体课件等，尽可能的减轻教师的负

担。同时，还要搭建好交流和学习的沟通渠道，让教师能够及时获取最新的资源、技术和经验，在不断

地交流和学习中增强混合式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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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混合式教学是高校教学改革的趋势，高校教师必须与时俱进，转变教学观念，积极拥抱信息技术，创

新教学模式，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教师是混合式教学的主体，也是推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关键所在，虽然

面临着诸多困境，并且有些困境来自于学生方面如学习兴趣不足、需求多样、自主学习能力欠缺、时间有

限，但是，突破困境的关键却在作为主体的教师。高校教师要不断地反思教学模式，借鉴混合式教学的成

功经验，优化教学环境，提高在线教学效果，真正发挥混合式教学的优势。本文为教师从事混合式学习课

程改革等提出了可行性的策略和建议，以期为其它课程将来开展混合式学习课程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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