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混合教学系统化研究与实践
 一、 信息化教学的回顾与再认识

二、 从混合学习到混合教育

三、 进展（理论认知、技术体系、组织方案）

四、 后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五、 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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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多的MOOCs泡沫（Bubble）
<——>

持续十多年的国外院校校混合教学改革

13年前预测，到2013年：
70%的院校领导认为他们将有40%的混合课程

斯隆联盟在线教育系列报告，2016.1

朱永海、韩锡斌、程建钢. 高等教育借助在线发展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国在线教育十一年系列报
告的综合分析及启示.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4）: 92-100.

立足校内，构建Blended Courses
——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塑造特色品牌

一、信息化教学的回顾与再认识

重新构想未来：2030 年的教与学 

到2030 年，互动性的媒体环境和沉浸式的学习游戏会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认知技能。技术发展带来的智能教学，将提供混合式、定制

化的内容和情境。这些将对教学提出新的要求。

《教学2030：我们必须为学生和公立学校做些什么？——现在与未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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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化教学的回顾与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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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教育模式之间的关系

韩锡斌等. 远程、混合与在线学习驱动下的大学教育变革.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5（5）：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高校混合教学能力构建

2016年10月出版《混合教学白皮书》
2017年7月出版应用指南
（包括工具包和相关资源）



在线传授的内

容所占比例
课程类型 典型描述

0% 传统课程
教学中没有使用技术，课程内容是通过

口头或书面传授。

1-29% 网络辅助课程

教学中使用了基于网络的技术，但只是

作为传统教学 的补充，实质上还是传统

课程。例如使用课程管理系统或网页发

布教学大纲与作业。

30-79% 混合课程

课程内容以网络和面授的方式混合传授，

并且有相当大比例的内容是在线传授。

通常使用在线讨论，很大程度上缩减了

面授的次数。

80%以上 在线课程
绝大部分或全部的课程内容通过网络传

授。通常没有面对面授课部分。

朱永海、韩锡斌、程建钢. 高等教育借助在线发展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国在线教育十一
年系列报告的综合分析及启示.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4）: 92-100.

ü 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ü 增强教师的动态跟踪和过程性指导



Blended Learning 混合教育

目标 传统学习方式和
电子学习方式的优势相结合

课程教学新模式
人才培养新方式
大学组织新形态

视角 技术的引入和整合 课程与教学的整体重构

内

容

层
面 课程层面的教学设计

课程层面的教学设计
专业层面的教学改革
学校层面的教育改革

维
度

课程教学模式
和设计方法的探索

理论体系研究
技术系统设计
组织方案实施

评
价 学生、课程 学生、课程、专业、学校

二、从混合学习到混合教育



可持续混合教学改革与研究

理论体系研究

技术系统设计

组织方案实施

研究设计

课程教学设计专

业教学改革

学校教学改革

专项实验研究一

专项实验研究二

专项试验研究N

研究结果凝炼分析

… …

重构传统面授教学 融合创新数字化教学

基于教务管理数据评价 基于LMS跟踪学习评价

基于过程性评价系统

混合教学评价与反馈

基于数字资源与环境评价

未来教学模式：

 Bricks+Clicks

深度融合

高校混合教学探索的思路



混合教育的系统化研究

 教育技术研究所

组织
方案

理论
认知

Blended

Education

技术
体系

1. 影响因素
2. 教育教学模式
3. 有效性评价

三、阶段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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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教师 学生

方法

目的环境

• 学习效果评价
• 学生学习满意度
• 学生学业成就
• 学生学习过程评价
• 学生学习档案袋

• 传统课堂教授
• 视频课程
• 网络教学
• CSCL
• 自主学习

• 主讲教师
• 助教
• 专家
• E-Tutor
• E-Expert

• 信息化专业
知识、专业
技能、能力
素质和伦理
道德

反  馈

• 传统教室
• 虚拟教室
• 实验室
• 虚拟实验室
• 实习/实践场地
• 多媒体学习环境
• 工厂或公司

1.影响因素研究
(课程层面)

（一）理论探索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混
合教育概念模型

1.影响因素研究
(学校层面)

Y. Wang, X. Han and J. Yang, 
Revisiting the Blended Learning 
literature: Using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Framework,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2015.

Ø 将混合教育视为一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

Ø 描述了该复杂系统的
结构和运行特性

愿景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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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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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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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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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研究与评
估

（一）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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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教学模式研究

（一）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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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教学模式研究
（教学层面）

“试图总结出标准化的有效的混合学习模

式是非常大的挑战” (Garrison，2004)

（一）理论探索



 教育技术研究所

2.教育教学模式研究
（教学层面）

混合教学
模式分类

教学方法
---------------
 传递-接受
 基于问题
 基于项目
 任务驱动
 情境教学
 案例教学
    ……

教学目标的分类
-----------------
知识
动作技能
情感态度价值观

“混合”方式
  ----------------
    并列型
    辅助型
    递进型
    交替型(翻转型)
    螺旋型
     ……

（一）理论探索

教学组织形式
--------------
班级
个别
小组协作

教学环境
--------------
物理教室
虚拟教室
实验室
虚拟实验室
实习/实践场所



p  职业能力持续提升模型（Moore，1997年）

基于信息的学习(Read, Watch, Listen it)

 在交互中学习(Play, Try, Examine it)

基于真实情景的学习(Do it, Live it)



一、理论讲授型

二、技能训练型

三、问题|任务教学型

四、案例教学型

五、情景教学型

1. 大班理论讲授型
2. 小班理论讲授型

1. 课堂边学习、边训练
2. 课前设计、课堂训练（递进）
3. 课前学习、课堂训练（翻转）
4. 课前训练、课堂强化（螺旋） 六、见习实习型

1. 情景模拟型
2. 情境陶冶型

归纳常用的模式：



多层次、多维度、过程化、综合化、大数据源

评价对象

评价维度 F2F教学

Online教学

传
统
评
价

电
子
评
价

在线评教

跟踪评教

状态监测

教师档案

学生档案

纸笔考试

实验

访谈

电话调查

问卷调查

在线考试

观察

实践

F2F 教学评价

Online 教学评价

教学事务评价

活动历程评价

学生
教师
课程
专业
办学机构
……

评价内容

教学态度
教学行为
自我效能
学习情感
学习投入
学习态度
个人学习行为
群体学习行为
学习效果
网上学习状态监测
网上教学状态监测
学习资源监测
培养过程
…

评价体系框架

 教育技术研究所

混合教
育评价

3.混合教育评价研究

（一）理论探索



学校

愿景与理念

课程与评估

教师专业发
展体系

……

政策与
组织架构

教师

混合课程的设计、开发、建设、与实施

对学生的学习支持

……
信息化教学能力成长

学生

学习动机 学业成就

……

评价内容

基于大数据的混合教育多元评价
3.混合教育评价研究

（一）理论探索



基 于 设 计 研 究 方 法 ， 不 断 研 究 、 设 计 、 开 发 和 应 用 ， 循 环 优 化

q 清华教育在线（二）技术系统



q THEOL平台 助力混合教学模式创新
• 基于多种教学理论
• 面向多种教学模式
ü 翻转课堂
ü 研究性教学 
ü 基于问题、项目、案例等的教学
ü xMOOC（基于微视频+即时反馈）
ü cMOOC（无预定的大纲，非结构化知识）……
• 适应各种网络终端
• PC
• 手机

（二）技术系统



混合课程设计
手册

学校教育改革
整体策略

基于混合教
学的课程层
面改革

基于混合教学的
专业层面改革

基于混合教
育的学校层
面改革

专业培养方案修订办法

（三）组织变革

u 研究实施方案，推进学校混合教育改革



阶段1

阶段 2

阶段 3

有明确意识并制定计划

有课程探索试用
有相当比例的课程常态化应用

1

2
3

0
无意识

高校混合教学实施阶段划分

Han, X., Wang, Y. & Cheng, J. (2015). The Determining Factors Impacting Each 
Stag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Blended Learn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a Vocational School in China. Presented in Citers2015,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raham, C. R., Woodfield, W., & Harrison, J. B. (2013). A framework for 
institutional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lende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18, 4-14.

着力点：提升学校各级领导的认识并付诸行动

着力点：提升教师的意识、态度、信息化的教学能力

着力点：学生的学习效果与信息化学习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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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引导
意识建立
改革规划
团队建设
激励政策

理念引导
能力提升
教学研究

网络教学平台
服务器
网络条件
终端

教学设计
教学资源设计
教学活动设计
教学评价设计
多媒体制作

联合国内外研究团队

教学设计培训
教学设计咨询
资源制作指导

网络教学平台
硬件建设方案

教师理念引导
教师能力培训
教学研究支持

管理者理念引导
院校改革规划
课程改革规划
教改研究支持
团队建设建议
支持性政策建议

院校混合教学能力提升的核心要素



教师信息化教学综合能力提升体系

ICT融入教学
的研究

ICT融入教学
的素养

ICT融入教学
的意识

ICT融入教学
的能力

应用 深化 创新

技术工具应用

开始意识 理解领悟 创造变革

数字化工作和学习终身泛在学习

技术整合 问题解决能力 创造性教学能力

标准化模式 研究中改进 创新引领

应对互联网与人类学习变革，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教师信息化教学综合能力标准

葛文双,韩锡斌.数字时代教师教学能力的标准框架.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7(1):59.

葛文双,韩锡斌.数字时代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测量问卷的研究.电化教育研究,2017(6):123



混合课程设计与建设

课程整体设计

2-1 课程信息
2-2 课程导学
2-3 单元划分

2

学习单元设计

3-1 单元导学
3-2 学习资源
3-3 学习活动
3-4 学习评价

3

前期分析

1-1 课程现状分析
1-2 课程对象分析

1-3 混合学习环境分析

1

基础信息导入

1-1 教师信息建设
1-2 学生数据导入
1-3 课程模板选择

1
课程整体建设

2-1 发布课程基本信息
2-2 发布课程导学
2-3 建设课程栏目

2
学习单元建设
3-1 发布单元导学
3-2 上传学习资源
3-3 发布学习活动
3-4 发布学习评价

3



《混合课程设计与建设》-线上学习内容





UNESCO混合学习项目案例校（中国大陆）

内因：
教师发展
政策机制
基础设施

南昌大学（2003-）扬州大学（2007-）重庆工商大学（2005-）南开大学（2002-）石河子大学（2004-）

加强：
理念与愿景
学习支持
伙伴关系
研究与评价

Institution

Courses with 
more than 300 

visits

Courses with 
more than one 

online 
assignments

Courses with 
more than 10 

discussion 
posts

Percentage 
(C2/C1)

Percentage 
(C3/C1)

Percentage 
(C4/C1)

Nanchang 
University 37% 30% 11%

Yangzhou 
University 21% 23% 8%
CTBU 17% 30% 2%
Nankai Univeristy 9% 13% 1%

Shihezi University 6% 8% 3%

 更多院校的成功实践……

 500多所合作院校

 150多万门活动课程

 1200多万师生



学校层面教改案例-纵向跟踪研究



学校层面教改案例-纵向跟踪研究



学校层面教改案例-纵向跟踪研究



学校层面教改案例-纵向跟踪研究



学校层面教改案例-纵向跟踪研究



六所院校THEOL平台登录次数的教师比例分布



六所院校一2016年秋季学期 教师进入课程次数比例的时间分布



六所院校教师不同在线行为的比例（ 2016年秋季学期 ）



“移动终端+真实场所”的技能训练模式，历时3周

效果的综合评价——满意度里克特五点问卷(109个学生）



“移动终端+真实场所”的技能训练模式，历时3周

效果的综合评价——满意度里克特五点问卷(109个学生）



• 操场的新模式下，学习方式有哪些不同？这些不同是否使你学到
了更多？

• 正面评价前十的词频为：学习（29），更多（27），时间（25）
，反复（13），视频（11），练习（10），学到（9），观看（8
），更加（7），上课（6）。

• 出现这些高频词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在APP上进行学习，能够反复
观看视频，增加了课上的练习时间。

效果的综合评价——文本词频分析（109个学生）

“移动终端+真实场所”的技能训练模式，历时3周



• 操场的新模式下，学习方式有哪些不同？这些不同是否使你学到
了更多？

• 负面评价中词频前十的排序为：少（9），老师（8），视频（6）
，时间（5），更多（5），学习（5），难（4），教学（4），讲
解（3），需要（3），预习（3）。

• 同学们主要是认为“老师讲的少”，相对于视频还是老师讲的更
好。

• 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词频较高的词汇中都包含“时间”一词，在
正面评价中对于该词汇的使用主要是“节省了课上时间”，“更
多的练习时间”，在负面评价中则主要是“占用了课下时间”。

效果的综合评价——文本词频分析（109个学生）



• 第一轮试点课程实施时间：2015年秋季学期，历时18周
• 课程：6门，6名教师，605名本科学生
• 专业：环境工程与科学、化学教育、数字媒体设计、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教育技术学
• 测量量表：
Ø 混合课程中学生学习投入量表
Ø 学生感知的教师混合教学行为量表
Ø 计算机自我效能量表
Ø 混合课程满意度问卷
• 学生问卷共回收594份，有效问卷576份，回收率98.18%

课改案例-教师教学水平与学生学习效果深度测量



• 第二轮试点课程实施时间：2016年春季学期，历时18周
• 课程：8门，教师6人，638名本科学生。
• 专业：环境工程与科学、化学教育、数字媒体设计、教育

技术学、法学、人力资源管理、通信工程、心理学。
• 第二轮结果观测：在改进混合课程设计方案后，学生的学

习投入表现及教师的教学行为情况。
• 在两轮课程设计下，根据学生学习投入的不同水平，学生

类型有哪些，采取何种教学策略。

课改案例-教师教学水平与学生学习效果深度测量



 主动学
习

师生交
互

小组协
作

策略运
用

自我管
理

情感投入

第一轮 3.52 3.04 3.50 3.57 3.22 3.79

第二轮 3.71 3.29 4.09 3.87 3.57 3.82

增加值 0.19 0.25 0.59 0.30 0.35 0.03

P值 .000*** .000*** .000*** .000*** .000*** .401

课改案例-教师教学水平与学生学习效果深度测量



• 教师行为对学
生学习投入有
较大显著的正
向影响（
β=0.55）

• 教师的行为表
现越好，学生
对学业的投入
越多。

课改案例-教师教学水平与学生学习效果深度测量



 设计组织
教学

直接指导促进参与 反馈评价 提供资源 情感支持

第一轮 4.28 4.26 4.24 3.74 4.25 4.23

第二轮 4.30 4.30 4.39 3.93 4.27 4.24

增加值 0.02 0.04 0.15 0.19 0.02 0.01

P值 .486 .311 .000*** .000*** .523 .728

课改案例-教师教学水平与学生学习效果深度测量



混合课程中学生学习类型分类(K-means聚类分析)



学习科学对教学的启示

智力活动是基于表征的；表征是指概念、信念、事实、模式等知识结构。

问题解决

反思

专家
专家（熟练者）的专门知识是基于丰富的表征结构、丰
富的程序性知识和计划、即时应用计划、反省的能力。

学习就是通过使新手掌握专家那样的反思能力。

取决于人的心理所具有的问题空间表征；问题解
决被看作是在问题空间中进行搜索，直到达到目
标状态的过程。

思维 不同年龄段学生思维和成年人思维存在区别。

表征

2. 推进理论研究成果融入一线教学实践

四、后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从新手到专家的转变
学习是如
何发生的

原有知识的利用

新手是怎样思考的，
有哪些迷思概念？

学习总是在原有知识背景下
发生的，学生进入课堂时，
是带着对现实世界各种各样
的半成型的观点和迷思概念。

设计课程，通过有效
途径将迷思概念转为
专家概念。

2. 推进理论研究成果融入一线教学实践

四、后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学习科学对教学的启示



2. 促进虚实融合的教学环境构建

四、后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15
人

30
人

70
人

形式①：“Flexible learning space”

形式②：“Team-based learning space”

形式①：“Low-tech learning space”

形式②：“ High-tech learning space”

形式①：“lectured learning space”

形式②：“Team-based learning space”



「整合各种与教学空间相邻的非正式学习场所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在「南澳大利亚大学」，其空间肌理是由多媒体学习教室与小组学习
相互渗透形成的混合体；个人沉浸式学习与小组合作可以同时发生。



「整合各种与教学空间相邻的非正式学习场所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创造出一系
列在讲堂与教室之间的非正式学习角，每个空间都具有独特的设计特
点和家具陈设 。



6. 总结与展望
ü 聚焦学生“自主学习” Ｘ 强化教师“课堂讲授”

ü 学校教师“内在动机” Ｘ 外部“评奖、工程…”

ü 创新“教学模式” Ｘ 炫耀“技术应用”

ü 脚踏实地提升质量 Ｘ 跟风、追逐“时髦”

ü 科学实证的分析 Ｘ 定性的工作总结

ü 构建共同体，汇聚众智 Ｘ 单打独斗

ü 回归教学常态、原生态 Ｘ 展演、作秀



6. 总结与展望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什么是教育？》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Education is a tree shaking a tree, a cloud to promote a cloud, a soul 
awaken another soul.）

山东理工大学魏修亭副校长

教育是人与人心灵上最微妙的相互接触
——苏霍姆林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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