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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广受关注，倍受青睐。混合式教学

对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西部

农村小学，混合式教学实践并未发挥其改进课堂教学、改善学习效果等应有的价值。究其缘由，西部农

村小学混合式教学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亟待破解。文章分析了西部农村小学混合式教学实践存在

的困境及其归因，并提出了契合西部农村小学混合式教学实践有效实施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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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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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ternet+” is widely concerned and favored. Mixed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
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level,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and promoting students’ deep 
learning. However, in western rural primary schools, mixed teaching practice has not played its due 
value in 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 and improving learning effect. To find out the reason, there 
are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practice of mixed teaching in western rural primary schools,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dicament and attribution of the mixed teach-
ing practice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wester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al path to fi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xed teaching practice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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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混合式教学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对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促进学生

深度学习、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提出，“要将教育

与信息技术进行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师生的信息素养，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解决生活、学习、教学中的各

种问题。”[1]伴随着“互联网+”和现代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混合式教学的优越性日益凸显，并越来越

受到一线教师的关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中小学阶段，很多教师将混合式教学用于推

动课堂教学的变革”[2]，运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已然成为基础教育课堂改革的重要途径。然而，“作为新

生事物，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运用过程中也呈现出其内在的局限性，给教育管理部门、教育实践者、教育

对象和教学实施过程带来诸多挑战。”[3]目前，西部农村小学混合式教学存在严重弊病，如教师信息技

术使用倾向形式化、学生在线学习能力参差不齐、教育资源运用不合理等现象，这导致混合式教学模式

形同虚设，混合式教学实践收效甚微，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可小觑，亟需采取一系列举措促进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 

2. 混合式教学实践及其优势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入国内外教育研究者的视野，并受到广泛关注。在短短的

20 年间，混合式教学经历了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早期的研究者认为混合式教学是基于信息技术的传统

教学与在线教学的简单相加；随着混合学习理念的进一步完善，研究者更明确的提出，在混合式教学中

采用线上教学的教学内容要控制在“30%~79%”之内，并将混合式教学定义为师生、生生、资源与学生

之间在线上和线下的“交互”；伴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研究者对混合式教学

的定义也在进一步完善，将其定义为“在泛在网络条件下，借助电脑、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课前自学与

课堂讨论的教学模式”，研究者的目光从技术、教师聚焦到学生，把学习的主体地位归还学生。[4]混合

式教学在发挥教师组织、调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

“主体”作用，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去参与每个教学环节，高效的完成教学任务，轻松提升学习效果。 
混合式教学模式更有助于提升学习效果。信息化 2.0 背景下的混合式教学突破传统教学的空间限制，

通过课前、课堂、课中三个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达到更优化的学习效果。课前，教师会通过网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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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视频、文件等资源，学生则利用移动终端和网络途径，通过自主学习达成低阶目标；在课堂中，

老师对学生在课前所遇到的困惑进行解释，并将重难点问题进行强调，学生在与同学进行充分讨论交流

的基础上，将所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以达成学生高阶学习的发生。师生依托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无所不包的泛在网络，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面对面讲授课和现代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有机结

合，将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讨论、在线学习以及翻转课堂等教学活动结合起来，借助以纸笔测验为主的

结果评价和基于大数据的过程评价，使学习者完成对教学任务的感知、理解及评价，有效提升学习效率。

这样学生的认知负担减轻了，学习自由也获得解放，学生在自己想学乐学的状态下积极主动的学习。促

进了学生学习自信心的树立和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与此同时，学生学习自由得到解放，更有机会得到

个性化的发展[5]。课堂教学得到改进，学习效果也得到提升和改善，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生核

心素养的培养。“美国教育部曾针对‘有效学习’的问题做过一项调查，该调查发现，传统的面授学习、依

赖于网络环境的在线学习和新兴的混合学习都是有效的，但是混合学习的效果远远超过单纯的面授学习

和单纯的在线学习。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教学模式需要进行改革，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推动混合式教学实践，

从而提升学习效果。”[1] 

3. 西部农村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归因 

在新课改理念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争相进行课堂革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如雨后春笋般

竞相呈现。大数据时代，混合式教学模式因其独特的优越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教育教学活动

中运用混合式教学模式，不仅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还能充分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提升学

生的核心素养。然而，在基础教育领域，特别是在西部农村小学，混合式教学实践的效果则不容乐观，

在教师、学生、资源三个层面均存在不尽人意的现状。 

3.1. 教师信息化理念落后，混合教学技能差 

随着国家对于基础教育的日益重视，对于西部乡村中小学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学校的基础教学设

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多媒体投影设备、液晶显示屏、交互式电子白板、网络教室等的配备都很齐全。

有调查显示，通过各种线上和线下的培训，西部农村小学教师也掌握了一定的现代化技术，然而这些现

代化技术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教师使用信息技术只是留于形式，电子白板等多媒体设备主要用于

展示 PPT 课件，年轻教师是使用多媒体设备的主力军，老教师运用计算机技术的能力相对薄弱，他们既

不会下载资源，也不会制作 PPT 课件，甚至不会操作电脑，更谈不上现代化技术的熟练运用。大部分教

师虽然下载了一些优秀资源，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改善自己的教学效果，只是将他们保存起来。只

有遇到要讲公开课时才拿出来，简单修改后，呈现在公开课上，像完成一场表演。学校对教师是否应用

这些设备，并没有明确要求，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有关部门的检查，要求教师按学校课程表做好使用记录，

而这些记录大部分只是流于纸上。 
理念决定行动，混合式教学实践深受教师信息化理念的影响。在西部地区的很多农村小学，教师的

年龄结构普遍偏大，教师教育理念尚未彻底转变，从本质上看，教学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并没有真正

转移到学生身上。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还是以教师讲授作为主要学习方式，教师偶尔也会组织学生互相

讨论，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形式，对学生知识的内化效果并不明显，学生也多是被动学习。在教师落后的

信息化理念影响下，教育信息化被理解为简单的多媒体设备进课堂，认为在课堂上使用了课件、给学生

分享了视频就是混合式教学，忽视了将“线上”和“线下”教学有机融合，使其优势互补，来优化学生

的学习效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正是因为缺乏严格的要求、合理的教师培训和适当的激励机制，很

多教师不去积极主动的探索信息技术的运用，教师自身的信息化技能相对薄弱，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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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同虚设。 

3.2.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弱，信息化素养落后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农民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大部分的农村家庭几乎都被网络 Wi-Fi
几乎覆盖，为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农村小学的运用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有学者对西部 12 省市在

线教学情况的分析中发现，70%以上的教师反映小学生自控能力薄弱，自主学习能力较差[6]。在西部地

区的很多农村学校，虽然配备了计算机教室，但没有专业的信息技术课教师，计算机教室也无法正常对

学生开放，学生在学校几乎没有机会学习计算机操作知识。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留守儿童，隔代抚养

是普遍现象，祖辈不能很好的监管和督促学生的线上学习，学生在使用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时，很容

易将精力放在网络聊天或网络游戏，使部分学习设备变成了孩子玩游戏的“玩具”，甚至有可能通过网

络接触不良信息。另外，考虑到过多使用移动设备会影响学生视力，家长往往限制学生使用移动终端，

这种现象在西部农村更加常见。 
由于受到年龄的限制，小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自控能力相对较差，面对琳琅满目的网络资源，他们

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与学习内容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的内容上，离开了成人的监控和督促，他

们往往无所适从，不知道该看什么？怎么看？于是在起初的好奇心和新鲜感淡化之后，学生就很难积极

主动地去学习，也无法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很多农村学校的信息技术课很少落实，学生在校学习计算

机操作技术无法实现，信息素养更无从谈起。他们的信息意识不足，信息技术的使用技能薄弱，遇到困

难的时候，在家庭中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在进行线上学习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掉线、网络卡顿等现象，

就只能放弃当时的学习。长此以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遭到严重打击，导致在线学习的信心不足。学生

相对落后的信息化素养也制约了混合式教学的有效实施。 

3.3. 教育资源良莠不齐，资源整合深度不够 

大数据时代，涌现出五花八门的网络资源和学习平台，这些资源和平台在一定程度上风富了基础教

育的资源，教育网络资源开发初见成效。然而，这些资源也不是尽善尽美，存在诸如网络资源类型少、

缺乏趣味性、内容不系统、形式呆板、内容更新速度慢等不足。在 COVID-19 疫情防控期间，为响应教

育部延期开学的政策，全国约有 1.8 亿中小学生参与了在线教学，在对参与了在线教学的大部分师生的

问卷调查中发现[7]，教师对网络资源的整合不够重视，只是在需要时，随意搜索一些相关的视频或微课

直接播放给学生看，而没有将这些资源与相关教学内容有机融合，学生则是看完“热闹”就将其抛到脑

后，根本不会与学习内容相联系。另外，虽然学校信息化设施配备的很齐全，但除少部分学校对资源的

运用形成氛围之外，大部分学校信息化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很多设备甚至安静地在教室里蒙尘，有些甚

至直接堆放在仓库里，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互联网+”时代的资源是多元的，具有个性化，智能化、生成性等新特点。[8]随着计算机技术的

不断发展，每一个互联网用户都可以依托网络成为资源建设者。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使用、传播、

分享资源，疫情防控期间，有的教师将教学全过程录下来再上传到网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借助网络

的便捷性，用户可以创建各种各样的网络资源，如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这些资源的创建者来自

各行各业，专业的和业余的资源鱼龙混杂，导致资源的有效性根本无法保证。依托互联网和数据分析等

技术，相应软件会自动推荐用户可能喜欢的内容，达成知识选择的智能化。如此神通广大的互联网，把

丰富多彩的资源呈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目不暇接，更无法精准地选择优秀的资源。由于教师信息素养

的落后，对优秀教育资源的整合受到限制，教师也不能及时给学生提供与学习内容相关的优秀线上资源，

面对鱼龙混杂、琳琅满目的资源，学生往往不知所措、无所适从，需要得到更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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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部农村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化路径 

“运用信息技术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是中国乃至当今世界各国教育信息化

健康、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9]根据建构主义理念，“知识具有情境性和社会性的特点，除了在具体

情境中学习和运用，也需要在同伴间的对话、协商和讨论中，对知识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建构。”[9]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西部农村小学的有效实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师教学技能，提升学生信息素养，

合理利用优质资源。 

4.1. 转变教师自身的信息化理念，优化教师的混合教学技能 

“西方建构主义者崇尚‘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然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教学设计要真正得

到落实，其中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教师的主导作用。”[2]在信息化、数字化的 21 世纪，人们如饥似渴地

追求着新知识。新时代也给教师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即更“快”的知识更新速度、更“新”的教育

教学手段、更“厚”地实践经验积累、更“高”的资源整合能力。因此“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过程中，

教师的角色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意义建构的‘协作者’；从教材

的‘执行者’转变为整个学习进程的‘组织者’；由文化的‘传播者’转变为资源的‘开发者’。”[10]
一方面，上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教研活动，为教

师搭建平台，使其不断提高课程整合的能力，更加合理的将信息技术与各学科课程进行深度融合，不断

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另一方面，教师自己要树立信息化理念，通过各种培训和网络课程，学习并高效

掌握先进的信息技术，积极主动地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信息素养，使这

种素养的提升常态化，使更多学生受益于混合式教学实践。 

4.2. 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优化学生的信息素养 

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习过程中的认知主体是学习者，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被充分调动了，他

们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教学效果才能得到保证。本着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目的，

课前，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布置一些贴近学生真实生活的任务，并建议适当的学习方法，在要激发学生学

习动机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线上讨论交流和线下

面对面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尽可能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

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了更好、更高效地实施混合式教学，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也至关重要。“在

学校教育中，要关注学生信息意识的培养，对学生进行基本的信息技术训练，使学生的信息技能稳步提

升，帮助学生更好地开展网络教学；在网络上，及时指导和帮助学生提高应用现代技术学习的能力，提

升学生的信息素养。”[11]除此之外，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帮助学生树立学习的自信心，养成自

觉主动的学习习惯。 

4.3. 改变传统单一的资源使用观，合理利用优质的教育资源 

“互联网+”时代，资源不计其数，“资源的生成性、个性化、智能化等新特点，要求我们改变我们

的资源观。首先，要树立动态的知识观，将客观的知识变成生成性的内容。其次，资源形式要从单一性

转变为多元性，使资源的形式、内容和过程融为一体。另外，要将基于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的资源，充

分利用到个性化和智能化的资源服务中。最后，要转变教育资源的建设理念，探索‘互联网+’时代教育

资源的供给方式与服务创新的生态系统。”[12]教师应对网络中的海量资源进行整合归纳，然后推荐给学

生，如根据学生需要推荐课程内容、针对学习内容设计问题、分享的视频时长也应该符合学生年龄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利用空余时间学习更多知识，掌握更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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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面发展，教师则更有精力指导部分处在学习边缘的学生，帮他们充分利用有效的资源，使其尽量

避免资源使用的盲目性，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的优势有机结合，不仅能弥补传统课堂时间短、教师教学负担

重的不足，还能解决网络教学缺乏情感交流、缺少教师监督与引导的弊端，而且“能够帮助重构课堂师

生关系，充分激发课堂活力，有效改善学习习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3]在西部地区的农村小学，通

过让教师转变信息化理念，优化其混合教学技能，缓解教师混合教学技能差、信息化理念落后的问题；

通过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优化学生的信息素养，改变学生自主学习习惯差，信息化素养落

后的现状；通过转变传统单一的资源使用观，合理有效利用优质教育资源，走出教育资源良莠不齐，造

成的资源整合深度不够的困境。运用混合式教学实践提升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促进基础教育课堂改革，

不断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实现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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