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一种技术及其应用越是能符合主流的教育哲

学及其应用模式，便越容易受到人们的欢迎和接

纳。多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融入课堂的现象已经

普及，然而如何将技术更好地融入课堂仍是一个需

要不断探讨的课题。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大

学课程结构的调整，相应课程教学课时也在发生着

变化；面对技术日益更新的时代，智能手机、移动网

络的普及，接收知识碎片化也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在知识内容多，上课学时少，学生必须掌握相应知

识点的矛盾下，大学课程中学生的混合学习逐渐成

为一种趋势。如何有效保证教学质量及学生对知

识点的有效掌握，如何利用技术服务学生，如何有

效测验借助技术实现的混合学习模式？教学中课

程怎样将技术与理论的融合使技术能够在教育中

得以更充分的应用，然而传统的课堂模式制约了技

术在学生中的影响和对技术与理论的继承，如何根

据学生需求有针对性地采用混合学习模式来促进

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针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的现实需要，教育部决

定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含幼儿园、普通中小学、中

等职业学校）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教育

部明确四项任务，即整校推进教师应用能力培训，

服务教育教学改革；缩小城乡教师应用能力差距，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打造信息化教学创新团队，引

领未来教育方向；全方位升级支持服务体系，保障

融合创新发展。[1]

二、基于需求的混合学习模式必要性

随着人们在传统教学中的不断实践，发现传统

教学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缺

乏对学生个体差异的考虑，不能做到有针对性的教

学；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使大多数教学效果不尽人

意；因此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势在必行。有效学习

不仅与教师，与学生个体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教育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19.03.022

基于需求的混合学习模式探究
——以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为例

胡金频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分析目前高等教育的现状，从学生、教学、社会需求出发，以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为例，提出通过课堂教学、课后练习、线下

学习、线上学习的混合学习模式解决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此培养具有个性和适应时代需求的学生。

关键词：需求；现代教育技术；混合学习模式

中图分类号：G6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9）03-0115-04

Study on Blended Learning Modes Based on Needs: with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urse as an Example

HU Jinpin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13,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needs of students, teaching and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With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urse as an example, and propose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through the mixed learning mode of classroom teaching, after-school practice, offline learning,

and online learning. so as to cultivate qualified teaching talents who can well fit the tim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Keywords: need;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lended learning mode

收稿日期：2019-06-27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在线教育资源整合在民族地区学生学习中的应用研究（18ZB0548）。
作者简介：胡金频（1979— ），女，四川德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在线教育。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31卷第3期

2019年9月

Vol.31，No.3

Sep.，2019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1卷

问题上，我们应多采用新技术，而不是担心新技术

会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如果灵活、细心地应用新

技术，网络课程就能够让老师做更多“教”的工作，

课堂也会变成一个互帮互助的工作室，而非一个被

动听讲的地方。[2]混合学习形式上是在线学习

(On-line) 与面对面学习 (Off-line) 的混合。混合学

习试图寻找既能发挥网络学习的优势, 同时又能获

得最高的效率而投入最低的学习方式。[3]应洁琼，

宁强[4]对大学英语混合教学中合作学习与自主学习

集成模式进行了研究，从网络平台上的自主学习、

课堂上固定小组的合作学习、网络平台上自由小组

的合作学习进行了探究。

1. 基于学习者需求的必要性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人才的培养，而培养适合学

生个性发展的教育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以学生为

主体的教育需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只有真正了解

学生的需求才能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学习者需

求相关的兴趣、爱好、学习目标、技能水平等方面的

资源整合在一起, 满足学习者的全方位需求[5]。在

教学过程中充分考虑学习者的需求，传统课堂的教

育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上具有统一性，无法满足

日益增长的不同学生的需求。改善目前传统教育

存在的弊端，适合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求是教育所

需努力的方向，因此打破传统教育方式，结合在线

课堂，学生碎片的学习可以有效补充传统课堂所带

来的不足。

2. 基于教学需求的必要性

有效教学必须回答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你

把学生带到哪里？第二，你怎样把学生带到那里?第

三, 如何确信你已经把学生带到那里?[6]，因此在教

学过程中，清晰明确的教学目标是有效教学的基本

保证。教学目标是紧密围绕学生的发展来制定的，

课程内容需要紧紧围绕教学目标来开展。课堂教

学目标是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教与学的互动目标。

新的课堂教学目标有三个维度：知识与技能目标，

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课程目

标中，需要围绕知识、技能、情感来开展。课程目标

从“双基”到“三维目标”体现了课程从学科本位到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转变,“核心素养”则不仅关注学

生当下的发展, 更关注学生未来融入社会并获得成

功所需要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教学目标是课程

目标的进一步具体化, 是指导、实施和评价教学的

基本依据。[7]教学目标需要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

有效的教学课时与需要讲授的教学内容又具有一

定的冲突性，因此，混合教学是传统教学模式的有

效补充。

3. 基于社会需求的必要性

很多行业需要的人才不再是单一的, 企业和社

会需要更多的是全面协调发展的人才, 但是由于人

才培养和社会需求间缺乏足够的沟通交流, 导致人

才结构、总量和品质等都无法满足社会发展。[8]因

此人才培养目标应当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市

场需求相适应。学校教育最终是为社会服务的，在

学校教育培养过程中，教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需要

结合社会需求进行，社会需求是一个动态地过程，

随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才的需求也

在发生变化。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目标具有一定的

稳定性，但是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教师需要结合社

会需求动态性的调整课程内容，比如在课程的辅助

材料或者在课程的某些章节按照社会需求补充适

合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课程内容。为了更好的使

学生适应社会需求，在教学过程中融合混合教学模

式，将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时间扩展到更广阔

的范围，有利于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现代
教育技术课程为例

课程教学改革是一种必要，然而固定而延续的

教学模式和风格使老师很难适应课程的教学改革，

难免在改革的过程遇到不同的阻碍，而社会和技术

的进步促使我们的教育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课程改革势必冲破传统观念的阻碍，使教育更适应

社会的发展。面对技术、社会发展带来的现实问

题，课堂在观念、技术、内容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学

习地点不再局限于学校、内容不再局限于课堂和课

本、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传统的教育手段。教师

从单纯的知识传递者的身份转向了传递者、管理

者、资源的收集者、问题解答者。以学为中心的教

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以教为中心的模式。在课程

改革过程中出现课程课时的缩减，教学内容过多，

学生不满足于仅有的课程内容，社会需求与学生能

力出现不对接的矛盾等。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在师

范院校中基本是集中在一学期完成，西昌学院师范

专业所开设的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在不同的专业课

时和学分有所不同，一般由 18 课时到 36 课时不

等。学校招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部分学生

由于信息素养能力较差，在有限的课时教授过程中

存在较大的挑战，由于学生对知识掌握不牢，使这

门本来对学生师范能力培养具有很大作用的课程

变得形同虚设。较短的授课时间与大量的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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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间导致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学内容都仅

仅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1. 教学目标与课时的矛盾

现代教育技术作为培养师范生素养的一门课

程，跟专业课相比，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课时

有限，理论部分涉及的内容又多。一门课结束后真

正掌握此门课程和能灵活应用的学生少之又少。

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内容包含理论基础与技术基础

两部分。理论基础与技术基础部分相辅相成，理论

为技术的实现提供指导，技术通过理论得以更好地

实现。在教育中使用技术需要依赖相应的理论指

导。因此在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中，偏理论或重技术

都会给师范生在今后使用教育技术来进行教育带

来不足。理论基础知识与技术基础知识内容太多，

有限的教学时数无法讲完所有的教学内容，技术的

掌握需要学生的大量练习，因此，仅仅依靠课堂时

间是完全不够的，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自主

学习来掌握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并更好地掌握课程

的相关技术。

2. 学生需求与教学内容的矛盾

现代教育技术课程面对所有师范专业的学生，

由于专业不同，在教学过程中侧重点应该有所不

同，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应该结合所教授的专业特征

来制定。目前现代教育技术教材具有统一性，并没

有因为专业不同而设置不同的模块，所以在制定教

学目标时往往由于授课的专业限制而在制定教学

目标时不能满足所教授专业的学生需求。通过调

查发现，学生对教育技术抱有很大的期望，比较前

沿的理论知识让学生了解在教学领域相关的最新

理论，技术部分中比较实用的技术也使学生发现自

己的不足，急切地希望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掌握比

较先进的技术，能够为今后的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打

下坚实的基础。但是有限的课时数使教学内容无

法有效地展开，不管是课程中的理论部分还是技术

部分往往点到为止，没有深入，学生技能操作部分

的实践也得不到保证。因此，一门对师范生很具有

实践性的课程往往变成了理论课程，课程的最终效

果与学生对课程的期望差距很大。

3. 社会需求与学生现有能力之间的矛盾

随着技术的进步，中小学对教师教育技术能力

有了更大的要求，对于招聘的新教师希望能够很快

掌握新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具备将技术应用

于课堂的能力，师范生的大学学习课程中由于课程

的课时有限性，以及学生缺乏实际锻炼和应用的机

会，导致社会所需求的师范生的能力与他们实际掌

握的能力存在一定的差距。

四、基于需求的混合式学习模式探究

结合学生、教学、社会的需求，以及现在课程中

所存在的矛盾，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特点，有效利

用在线学习资源、移动设备，通过学生的碎片化、自

主化的、课堂教学有机结合的方式，构建基于需求

的混合学习模式（图1），有效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实

用技能的提高，满足个人、社会以及教学大纲的要

求，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师范生。

（一）课堂教学+课后练习

课堂教学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在课堂

教学中包含教师的基本讲授、小组之间的讨论、学

生作业的完成以及最终的教学评价，由于教育技术

课程具有很多的理论知识和技术能力的掌握，因此

需要学生在课后进行大量的阅读及操作练习，教师

以单个任务或者团体任务进行下达，给定期限在一

定的时间内完成，并把完成的作业作为期末考核的

一部分，理论以小论文的形式，通过查询资料，结合

课程内容，形成小论文，这样促进了学生对理论知

识的掌握。

（二）课后练习+线下的自主学习

“ 做 中 学 ”是 国 家 科 学 教 育 改 革 的 项 目

(Hands-on Inquiry Based Learning)，这里的“做”，指

的是基于动脑、动手的科学探究，强调在动手做学

习中让学生建构自己的科学概念和认知模型。[9]做

不仅能把学生局外人带入到学习过程中，使学生从

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能够让学生发现学习中存在

的问题及个人在学习中的不足。通过做发现自己

已掌握知识的不足，找出问题，解决问题，让学生从

“我应该懂了到我会了，我掌握了”。根据“做中学”

的教学原理，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发现自

己存在的不足部分，结合课程内容，布置一定的课

后练习。课后练习具有一定的难度，仅仅依靠教师

上课的讲授是无法完成的，学生必须根据所欠缺的

知识设定目标，根据自己的不足去查漏补缺，然后

图1 基于需求的混合学习模式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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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新知识，才能完成所下发的任务。通过做

中学，让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培养学生的信

息素养能力，通过互联网能够快速找到解决问题的

办法。小组协作培养了学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精

神，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优势。

（三）线下+线上在线资源学习

在线下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或者对于

很多知识是自己目前没有掌握的，这些问题可以使

学生建立明确的学习目标，目标（解释目标的作用）

驱动学生的内驱力，迫使自己去掌握相应的内容[10]，

学生线上资源的获取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一是

教师根据布置的教学任务有目的筛选一些典型的

MOOC资源，二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搜

索引擎去查找自己需要的在线课程并进行学习。网

上在线资源的有效补充填补了教学课程课时不够，

内容不足的问题，也满足了学生的个性需求。利用

在线资源辅助教学是目前除了学校教学最有效的一

种学习方式，大量的资源、权威的教师的讲授、系统

性的课程是学生有效学习的保证。

五、结语

笔者在2015级数学专业的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中

采用混合教学模式，学生在知识的掌握和培养上有了

很大的进步，学生的动手能力、对课程的学习有了很

大的提高。课堂+课后练习让学生能够对所学的知识

进行及时的掌握；课后练习+线下自主学习通过学生

发现练习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及时通过网络，通过课

程找到解决方法，通过自学完成学习任务；线下+线上

资源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掌握的课程内容

不再局限于课程本身，通过混合学习模式学生能够自

己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兴趣

和爱好，收获了大于课程本身的更多的知识。

打造精课，淘汰水课是今后大学教育课堂教学

所追求的方向，任何一门课程都需要围绕学生、教

学大纲、社会的需求来进行构建和教学，三者结合

使学生在保证接受系统性、正规性的教学的同时，

又满足了学生个性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

有独立个性和适应社会需求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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