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1), 1036-1043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58  

文章引用: 曹英.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文字设计》课程中的应用研究[J]. 教育进展, 2024, 14(1): 1036-1043.  
DOI: 10.12677/ae.2024.141158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文字设计》课程

中的应用研究 

曹  英 

湖北大学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25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23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30日 

 
 

 
摘  要 

本研究基于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探讨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运用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可行性。

以《文字设计》课程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和教学实践分析，具体分析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的应用模式及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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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teaching mode of art and design courses, and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a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 to art and design majors. Taking the course of 
“Type Design” as the specific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actice analy-
sis, the application mode and teaching content of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were specif-
ically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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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教育的教学模式兴起，慕课浪潮席卷全球。随着慕课的到来，一种线上网

络平台学习加线下实体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逐步成型。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推动了 21 世纪

最大规模的一次“互联网”教育实验。为了响应国家“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保证教学进度和质量，线

上教学席卷全球。线上教学为疫情时期的教学工作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关于教学模式革新的新思考，

为学校教学管理者和授课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1. 混合式教学国内外研究现状 

混合式教学的概念在国内的出现是由何克抗[1]和祝智亭在 2003 年首次提出的，此后祝智庭[2]、李

克东[3]、田世生[4]、黎加厚[5]等教育学界相关研究人员都对混合式教学进行了相关探讨研究。国内研究

人员普遍认为混合式教学是传统课堂和在线教学的结合，二者的结合能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从而有效

推进和促进教育改革前进的步伐。在国外，混合式教学的起源可追溯到上世纪末的混合学习理论。最初

是由英特尔、微软等大企业运用于内部员工培训，提高企业员工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后广泛运用在

实际的教学当中。 

1.2. 混合式教学学术研究现状分析 

1.2.1. 国内研究现状 
截止 2023 年 12 月，在知网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学科分类选择“哲

学与人文科学/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方向，共检索到相关论文 120 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术研究成

果，在 2020 年以前较少，在 2020 年研究趋势上涨，年发表量为 20 篇，到 2021 年到达顶峰，年发表量

达 30 多篇，2022 年稍有回落，也有近 30 篇的发表量，2023 年又有所上涨，如图 1 所示。可见，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构建和应用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Figure 1. Overall publication trend analysis 
图 1. 总体发表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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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表成果的共现关键词来看，研究热度主要集中在“混合式教学”(25 次)、“教学改革”(27 次)、
“教学效果”(21 次)、“课堂教学”(10 次)、“教学模式研究”(9 次)、“混合式教学模式”(11 次)、“设

计类课程”(8 次)、思政(6 次)“平面设计”(5 次)、“动画专业”(3 次)等方面，如图 2 所示。如此可见，

艺术设计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函待深入与扩展。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analysis 
图 2.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1.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有关线上教学、在线教育的研究起步早、范围广，通过近十几年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大致呈

现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理论研究阶段，主要通过研究线上教学的理论基础，如联通主义理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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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支持者认为知识的传播比知识本身更重要，而互联网就好比知识传播的“管道”，学习者一旦能够

接入“管道”便能获取知识；第二个阶段为实践研究阶段，主要研究线上教学在不同情境中的应用方式，

如直播、录播、微课、答疑分别适用于何种场景；第三个阶段为反思总结阶段，主要研究教学实践过程

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开始关注受教育者体验感受。国外当前对于线上教学的研究逐渐趋向于混合式教学，

希望通过完善教学设计以及技术手段层面的提升来使该类研究能够落实于实践中。 
国外线上教学平台技术发达，教育行业发展迅速。早在 2014 年培生集团便实现了为小学、初中、高

中以及职业教育的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而且能够追踪每一位学习者的学习进度，诊断学习者

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其提供一站式服务，其内容形式比大部分公立学校更为新颖。美国部分

学校已经能够独立创建平台或网站进行自主上传下载学习资料，并充分运用 VR 技术应用到实际教学中。

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早已形成 通过互联网进行教学的习惯。美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了大规模的混合式

教学，这种新型教学形式已逐渐转变为国外主要的教学模式。 
综上所述，关于混合式教学的研究，随着时代发展和不同因素的推动，国内国外的相关研究都较为

成熟。国内学者关于混合式教学的设计原则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学生为中心、学习媒介的多样性和

实践性；关于混合式教学的实施步骤的研究热点主要分为线上阶段和线下阶段的有效融合；关于混合式

教学的实施效果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混合式教学有效促进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国外学者的关注热点

大多集中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和应用上，在构建原则上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参考意见，在实践研究

上也证明了混合式教学法的优势[6]。 

1.3. 混合式课程国内上线情况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2014 年以前，混合式教学的研究热度主要在网络课程的开发运用、混合式

教学的使用环境、混合式教学的设计以及信息技术的运用方面；2014 年，微课程、慕课、网络教学较为

广泛的运用于混合式教学的研究；2015 年，混合式教学开始在具体科目中进行实施与推广，并且研究了

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自 2016 年起，学者们对混合式教学的研究方向开始发生转变，

研究热度主要集中于混合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和课程改革，以期探索出更符合新课程标准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各大线上平台也陆续出现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例如广告设计、信息设计等课程。然而，作为艺术

设计各专业基础的《文字设计》课程，截止目前，各大平台少见其身影。通过全网调研发现，适合高等

教育的“文字设计”类课程有 2 门。 
其中一门是 2016 年在优学院平台上线的《文字设计》课程，作者单位是武汉工程大学。优点：第一

次开课时间 2016 年，上线 7 年，评价情况良好，国家级一流课程。此课程运行时间较长，比较成熟，团

队成员梯队合理。缺点：此课程内容体量过大，将成套字体设计(字库)纳入了课程体系，并放于第二章进

行讲解学习，对于初学者来说难度过大。字库设计相对复杂，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较高，适合放于文字

设计进阶学习部分。由于上线时间较长，目前看来课件显老旧，知识也未进行及时的更新。 
另外一门是 2019 年在智慧树网上线的《字体设计》课程，作者单位是天津美术学院。优点：第一次

开课时间 2019 年，上线 4 年，评价情况良好，省级课程。教师讲解清晰，精神饱满，教学内容有理论有

实操，教学设计合理。缺点：课程名称是字体设计，所讲授内容却不限于字体。通篇对于中文字体相关

知识讲解较详实，西文字体泛泛而谈未深入。西文作为国际通用语言，是语言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要

加强其设计领域的实训。 
总的来说，国内专家、学者对混合式教学的研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混合式教学模式将成为了未来

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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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字设计》课程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构建 

2.1. 课程背景介绍 

文字设计课程是国家教育部统一规范的艺术类 4 年制本科高等教育专业中的重要课程，属于艺术设

计专业基础课程。艺术设计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艺术学科，它注重设计者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艺术

设计作品是设计者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表现能力的综合体现。在艺术设计中，文字是艺术设计的传递

元素，因此，在艺术设计的实际操作中，任何设计都离不开文字符号的承载。文字使艺术设计在视觉上

更加直观、更加实用，使艺术设计能够发挥出理想的情感传递、视觉审美等功能。文字设计是对文字美

化的重要过程，主要包括对文字进行选择、编排、装饰等美化工作。它从文字的外形特征出发，对文字

进行视觉感受上的组织和创新，使文字形成鲜明的具体形象，从而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文字所承载的艺术

信息，在增强文字美感的同时，也增加了艺术设计的魅力。文字设计的处理手法，能使文字达到最大化

的美和空间感的体现，使文字更加具有节奏感和整体感。因此，从本质上说，文字设计可以使艺术设计

达到吸引人们眼球、触动人们视觉神经的目的。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能正确掌握文字设计的基本知识、基本字体和创意

表现手法，创造出新颖别致、具有创造思维的文字设计方案与作品。同时，使学生在设计定位、设计创

意、设计能力、团队精神、综合素质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切实的锻炼和提高，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激发

学生的创意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为今后与文字有关的版面、广告、包装、书籍装帧及视觉传达领域内

的相关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2.2. 课程教学模式思考与问题分析 

《文字设计》课程线下授课方式最大的优势，在于让教师更好地控制教学过程，学生可以随时提问、

讨论和分享自己的想法，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反应和理解情况进行灵活调整，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学。

这种直接互动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字设计概念、技术和创意等的理解，同时增强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动力，

正向引导力强。线下课堂提供了一个实际的社交环境，鉴于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的实践训练导向，线下课

程有较多的作品实践经验交流的机会，更易发现问题并及时予以纠正引导。学生可以与同学们进行面对

面的交流和合作。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社交技巧和人际关系。 
文字设计是一门强调视觉效果的课程，线下授课可以通过投影仪或展示屏幕等设备，直接展示学生

的作品和案例分析。学生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和分析文字设计的细节，同时可以与教师、其他学生一起讨

论作品的优缺点，从而提升自己的设计鉴赏能力。 
虽然线下教学有极大的优势，但是随时代发展，社会变迁，线下教学存在的问题也突显出来。依据

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性、学生的学习特性，以及数十年来教学反馈，线下教学存在的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

在课程内容体系及课时安排中可见一斑，如表 1 所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作为中国文化发声之一的文字，其文化底蕴极其丰厚，学生想要学好文字设计

课，文字的文化修养必不可少。但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文字的相关基础知识的教学与引导只有

12 个课时/3 次课，其中还包括西文字体的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引导。可想而知，在有限课时内能讲授的内

容是极其有限的，学生的学习接受、学习效果也极大的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不能更好的实现本课程

的综合素养培养的目标。 
在文字创意设计与表现这部分，有大量的软件实操案例。大二的学生刚刚接触专业学习，无论在软

件应用、技能还是创意表达方面经验匮乏。线下教学课时紧凑，很多内容讲一次学生未能熟练的掌握，

更不谈举一反三。基于此，萌生了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想法，以期解决以上所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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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eaching content and hour allocation of type design course   
表 1. 《文字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及课时分配 

章节 教学内容 授课学时 

第一章 文字设计相关概念阐述 4 

第二章 汉字文脉 4 

第三章 西文脉络 4 

第四章 基本字体及绘写 16 

第五章 文字创意设计与表现 20 

第六章 文字组合与编排设计 16 

合计  64 

2.3. 课程教学模式构建 

本研究旨在基于线上学习平台搭建艺术设计专业混合式教学的模式框架，在这个模式框架基础上开

发《文字设计》课程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并进行教学实践应用。以弥补线下教学的不足，以实现课程

教学的最好效果。 
“线上录播授课 + 线下辅导讨论与答疑”授课法成为艺术设计专业课程讲授的通用方法，而不是一

直以来的零星的、散点式的教与授。录屏授课在互联网发展十分普及、技术相当成熟，以及新冠疫情爆

发、国家及个人公共卫生安全受到极大冲击的今天，必然成为弥补传统授课方式的新的教学传播手段。 

2.3.1. 线上教学内容及方法 
建立《文字设计》课程视频教程及素材库，教师精心准备合乎每一节授课内容的素材，形成一门课

程完备的资源库。让学生可以反复观看学习，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最终实现学生专业素养的培养与

提升。通过课程线上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规律、创意表现手法和综合设计法则等

知识讲解，并进行经典案例赏析。 
线上教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背景知识(基础概念与文字文化脉络)：文字设计的相关概念阐述、汉字文脉(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西文脉络(拉丁字母的起源与发展)； 
2) 核心知识 1 (基本字体及绘写)：汉字基本字体及其笔画特征、汉字书写的基本规律、汉字经典案

例赏析；西文基本字体及其笔画特征、西文书写基本规律、西文经典案例赏析； 
3) 核心知识 2 (文字设计创意与技法)：文字创意设计原则、文字创意设计表现手法、经典案例赏析； 
4) 综合应用(文字组合与编排)：文字组合相关知识、文字编排相关知识、文字组合及编排设计软件

实操、经典案例赏析。 
这一类教学内容采用录制与拍摄，以线上教学方式展开源于这一类知识理论性较强，需要时间消化，

线上教学资源可反复观看学习。学生对于没有完全理解的知识点可以反复观看学习，加深知识的理解与

延展。 

2.3.2. 线下教学内容及方法 
由于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多涉及设计实践，线上课程无法完全解决课程实践性较强部分知识点传授。

此时，线下“因材施教”、“个别辅导”、“知识点讨论与答疑”授课法便成为了线上课程良好的补充

与协调。课程实践运行过程中，可阶段性布置设计实践实训，通过线上的学习辅以线下的设计实践，深

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每周三次“线下辅导讨论与答疑”，拟解决学生线上学习和线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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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实践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使学生在设计思维、设计定位、设计创意、设计能力、团队精神、综合素

质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切实的锻炼和提高，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激发学生的创意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 
线下教学实训课题与线上教学内容相对应，精心挑选匹配知识点的主题，具体选题并不固定，每年

会更新选题，更新的方向会根据社会热点、专业前沿、专业赛式、课题组成员横纵向项目等进行选题的

甄选。以 2023 年下半年为例，整个课程 64 课时，每周完成 16 课时，分 4 周完成，完成 4 项课题实训。 
1、第 1 周实训主题为基本字体绘写临摹，通过临摹掌握字体的基本特征与绘写要点，分为汉字和西

方两个方向。 
1) 宋体、黑体，各三组不同字体临摹，临摹词组“永恒”。例如：宋体可选字体包括但不限于新宋

体(必选)、思源宋体、汉仪瑞虎宋、汉仪玄宋、汉仪报宋、汉仪书宋、方正博雅宋、方正风雅宋等；黑体

可选字体包括但不限于新黑体(必选)、思源黑体、站酷酷黑、阿里巴巴惠普体、汉仪旗黑、汉仪元隆黑、

方正悠黑、方正韵动黑等。2) 临摹 26 个拉丁字母，字体为 Times New Roma，掌握本方经典字体的魅力

与笔划特征。 
实训主题对应解决线上教学的背景知识(基础概念与文字文化脉络)和核心知识 1 (基本字体及绘写)

实践落地问题。 
2、第 2 周实训主题为文字型图标临摹与再创作。收集并临摹优秀文字型图标设计案例不少于 5 个；

选择一个案例进行改造与创新设计；要求电子绘制，改良性设计要求风格统一、信息传达准确等。 
实训主题对应解决线上教学的核心知识 2 (文字设计创意与技法)实践落地问题。 
3、第 3 周实训主题为文字型版面临摹与再创作，收集并临摹优秀文字型版面设计案例 1 个，并进行

改造与创新设计。 
实训主题对应解决线上教学的综合应用(文字组合与编排)实践落地问题。 
4、第 4 周实训主题为命题创作，以命题汉字为创意源点，在对其意义内涵进行探索的基础之上，体

现多元的设计视野，紧贴中华民族文化完成设计作品。设计需结合现代艺术导向和市场需求，实现汉字

与产品的有效结合，设计作品要具备原创性、艺术性、实用性、时尚性等，产品寓意健康向上。 
通过 4 周与线上课程对应的课题实训，实训难度层层推进，学生在实训过程中逐步将知识进行应用

与转化。 

3. 总结 

总的来说，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具有如下特点：1) 教学方式灵活。采用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学生线上学习时间有一定的自由空间，线下答疑讨论更有针对性；2) 完整的《文字设计》课程资源

库。授课视频、资源及时共享，课程内容不囿于课堂，学习内容可以反复观看、仔细分析领悟，有助于

学习效果的提升；3) 课程内容实战训练，提高了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让学生参与到课题组成员的横向

课题中获得设计实践锻炼，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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