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9 卷　 　 第 1 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Vol. 39　 No. 1
2022 年 3 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 2022

[投稿日期]2021-12-21
[基金项目]安徽省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20jyxm2070);校级教学研究重点项目(编号:zl202111);校级精品应用型课

程(编号:zl201948);安徽省“双基”教学示范课(编号:2020SJJXSFK2454)
[作者简介]吴淑梅(1982),女,河南夏邑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混合式教学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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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混合式教学视角下,高校可在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展现以人为本教学理念的基础上实现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培养,进而带动课程教学实现创新变革。 但在当前环境下,高校还面临教

师理念传统、学生积极性不足、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设置不合理及教学评价体系落后等阻碍,严重影

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为此,高校应更新教师教学理念,提升教师综合素质,培养学生主体参

与混合式教学的兴趣,并科学安排混合式教学中的线上线下教学及双方的融合,确保混合式教学的

有效落实。 同时关注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的创新,充分考察混合式教学视角下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培育效果,为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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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教育行业的

深入推进,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以下简称“混合

式教学”)模式的运用带来了发展机遇。 在新时代背

景下,高校开展混合式教学既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也
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只有充分融合线上线下教学优

势,为学生主体提供多样化的学习体验,才能提升学

生参加课程教学的积极性,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

其主观能动性,进而更好地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由

于此教学模式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密切相关,将培

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置于此视角下,能充分展现该

教学模式中对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视及以人为本的教

学理念,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强化教学效果,深化课

程内容对学生主体的影响,展现课程教学的全面性

和系统性。 但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多方主体密

切相关,当前由于高校教师的教学观念传统、学生兴

趣不足及教学模式安排、评价等层面存在问题,在此

教学模式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还面临一系

列阻碍,无法获得高效推进。 所以高校及教师应密

切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分析各类阻碍

产生的原因,积极探索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

效路径。

一、混合式教学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的重要价值

　 　 混合式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之间存在必然

相关性,将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置于该教学模式

视角下,既能有效体现学生主体地位,又能充分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在践行以人为本育人理念的基础上

提升教学实效,在变革课程教学模式的同时持续深

化课程育人的影响,进而在提升教学效果的同时强

化学生综合素质。

(一)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体现以人为本理念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不论

是线上自主学习还是线下与教师面对面探讨,学生

主体的自主学习能力都对教学效果产生重要影

响[1] 。 一方面,在此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要求重视学生主体地位。 在此教学模式中,教师借

助信息技术设计课前教学视频供学生自主学习观

看,然后结合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自主学习效果开

展线下面对面教学,发现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并与学生合作探究得出解决方法,在
以学生为主体的过程中完成教学任务,同时这也是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方式,只有坚守学生应有

地位,才能得到教学模式落实的有效参考,进而切实

提升课程教学的针对性,有目的地考察学生自主学

习的效果并发现存在的问题,得出具体有效的培育

策略,进而精准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另一方

面,在此视角下培育学生学习能力,还是高校课程教

学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途径。 以人为本要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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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目标、内容及方法的选择和设计都需以学生学情

实际为依据,在充分展现学生特征、满足学生学习需

求的过程中展现课程教学的育人价值,也在以人为

本理念指导下具体实施混合式教学。 如此,高校课

程教学便可实现创新性发展。

(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增强课程教学实效

　 　 在混合式教学视角下高校课程教学可从学生主

体入手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在此基础上实现课

程教学效果的有效增强,展现高校课程教学的重要

价值,同时在师生互动及合作中实现课程教学的高

水平发展。 首先,此教学模式落实过程能充分展现

学生主体地位,且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多样的教学形

式能较大程地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在展现较浓厚

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带领学生积极参与相关活动,无
论是在自主学习微课视频环节,还是在课中师生面

对面交流环节,都需要学生主体花费较多的精力,进
而在展现其较强参与度的基础上帮助高校课程教学

实现更广范围的拓展,也进一步开阔视野、丰富学习

体验,最大化提升其自主学习能力。 其次,以混合式

教学为基点,教师便可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支撑和引

导、在教学过程中提升学生参与度,充分发挥其主观

能动性,并在师生协作中实现学生对理论知识和实

践技能的充分把握,进而展现课程教学的高质量[2] 。

(三)变革课程教学模式,深化课程育人影响

　 　 混合式教学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

价等多方面都表现出与传统模式的不同,而在此视

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更是从学生主体入手,
持续深化教学模式变革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课
程教学效果也会得到极大提升,能够使学生深化对

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解,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认同课程

教学内容、使用课程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进而达

到全方位的育人目标。 一方面,在此视角下提升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可在课程教学中充分体现学生主

体地位,并以其学习需求及习惯为依据选择教学内

容、设计教学方法,充分展现学生在混合式教学中的

主体性。 在此过程中,传统背景下以教师为主体的

教学模式便可得到充分转变,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

性得以展现,也为增强教学质量带来积极影响。 另

一方面,将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置于此视角下,可
更加强调学生的主体性,也能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

模式,在适应学生主体特征的基础上深化学生主体

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认识,逐步加深课程教学内容

对学生的影响,展现育人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为更好

地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基础,实现混合式教

学更高水平的发展[3] 。

二、混合式教学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的阻碍因素

　 　 在此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教师的

教学观念、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课程设置及教学评价

体系等都存在密切联系,其中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
会对培育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一)教师的教学观念较为传统,以混合式教学培育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缺乏引导力量

　 　 当前高校教师开展课程教学多以传统模式为

主,师生关系及双方地位与该教学模式要求存在差

距。 在传统模式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无

法得到充分发挥,其对课程教学的兴趣也难以提升,
因此在课程教学中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更是难以

推进。 如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程序设计基础课

程便存在教学模式传统化问题,该课程多以教学内

容讲授和实验教学指导为主要教学模式,教师多以

传统理念为指导,居于课堂主体地位,而学生则处于

被动地位,无法发挥其自身主观能动性,教学效果也

受到影响[4] 。 究其原因,高校教师较为传统的教学

观念及有待提升的综合素质成为其引领混合式教学

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生能力的阻碍因素。 一方

面,高校尚未形成对教师教学观念及综合素质提升

等角度的培训体系,教师主体缺乏了解混合式教学

要求、新型教学理念的系统途径,仅以课程教学理论

知识和传统教学经验开展教学,无法真正达到育人

目标,也无法认同混合式教学在培育学生能力层面

的重要性及落实路径。 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在日常

教学工作之余,还存在科研等任务,在完成高校诸多

工作之外,教师自学研究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的精力有限,再加上部分高校教师缺乏提升自身综

合育人素质的自觉性,也限制了其在培育过程中重

要作用的有效发挥,严重影响培育效果。

(二)学生参与混合式教学的积极性不够,以混合式

教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缺乏有效途径

　 　 混合式教学要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也强调

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但当前高校及教师在具体

落实此教学模式时对学生的学习实际把握不深,无
法精准对接学生实际学习需求,严重影响其参与此

教学模式的积极性,在此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也无法实现有效推进。 一方面,高校教师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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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混合式教学时,缺乏对学生实际情况的全面调查,
设置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及设计教学方法时缺

乏有效依据,在此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无法精准对接

学生需求,相关教学方法也不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学

习习惯,进而限制学生主体参与此教学模式的积极

性,教学效果也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成

长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习惯从网络中获取

信息、学习知识,对传统模式下教师单一讲授的课程

教学模式难以提起兴趣,无法充分与教师进行交流

合作。 如在一项针对高职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

调查中发现,有 61%的学生认为当前提升自身英语

自主学习能力存在的问题是“英语学习兴趣及自信

心无法长久维持”,而仅有 34%的学生认为自己非常

希望“具备英语自主学习的能力”,表明当前大学生

自主学习兴趣较低[5] 。 而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高
校及教师虽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也强调对学生学

习兴趣的培养,但无法精准对接学生的学情实际,也
无法贴合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习惯,混合式教学的亲

和力便会受到影响,学生参与混合式教学的积极性

也会受到影响,在此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更是缺乏有效途径。

(三)混合式教学结构安排不合理,影响学生主观能

动性的发挥

　 　 高校在落实混合式教学模式时,还在线上教学、
线下教学设计及二者的融合过程中存在部分问题,
影响其培育学生自主学生能力的效果,也无法充分

展现混合式教学的重要价值。 一方面,部分高校教

师在设计线上教学视频时,会过度使用网络资源、贴
合当代大学生的习惯,进而出现过度娱乐化现象,导
致线上教学视频无法全面有效地反映课程教学内

容,学生在观看学习后也无法掌握应有的理论知识;
教师在设计线下教学环节及具体方法时,也多沿用

传统讲授法,对线上视频教学中已展现的教学内容

进行重复讲授,且不关注学生是否积极参与教学过

程,对课程教学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在此背景下,线
上教学与线下教学都无法深化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影

响,也无法有效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另一方面,
高校教师在安排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比例时,也易

出现问题,导致课程教学更多地倾向线下教学,双方

的融合及在混合式教学中应有的地位也无法得到科

学安排,不仅影响混合式教学效果,也无法发挥其培

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效力。 如阜阳师范学院的运

筹学课程便存在课程结构安排不合理无法激发学生

参与积极性的问题,该课程教师过多重视理论知识

讲授,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无法适应混合式教学

模式需求,在线上资源设计与线下资源选择时也存

在许多问题[6]
 

。

(四)混合式教学评价模式单一,无法充分反映培育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效果

　 　 高校开展混合式教学评价,多采用结果性评价,
对学生在接受混合式教学后掌握的知识进行考核,
评价内容也较少涉及自主学习能力,进而无法有效

反映此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进程及取得

的效果,以评促教无法发挥其效用。 首先,高校开展

混合式教学评价仅以教师为主体,单一的评价主体

无法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现混合式教学视角下学生

学习能力的提升。 其次,高校的评价内容也较少涉

及学习能力,多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为主,影响

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育效果的充分展现。 最后,
高校混合式教学评价方法也较为落后,仅以结果性

评价为主,难以观察学生在观看微课视频时的表现,
对学生参与线下教学的积极性也缺乏考察,如此便

无法动态化监测学生自主学习情况,教学评价的结

果便缺乏真实性和客观性。 如在 OBE 理念下高校

传统二外日语教学评价中便存在教学评价模式问

题,受课时和空间限制,传统二外日语教学多采用课

堂听写、提问及期末闭卷考试的评价方式,单纯考核

学生对日语知识与语言的记忆程度,无法有效全面

综合反映学生参加混合式教学的情况[7]
 

。

三、混合式教学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的有效路径

　 　 为有效突破上述阻碍、解决各类问题,高校应深

入分析各类阻碍因素出现的原因,有针对性地研究

解决策略,从更新教师教学观念、调动学生积极性、
合理安排课程设置及优化评价模式等路径入手,精
准突破各类阻碍,确保在混合式教学视角下培育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开展。

(一)更新教师的教学观念,运用混合式教学培育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

　 　 教师是高校开展混合式教学的主要实施者,其
自身的教学观念对教学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其是否

尊重并认同学生的主体地位,直接决定着在此教学

视角下培育学生学习能力的结果,所以高校应积极

更新教师的教学观念、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促使教

师认同并积极践行混合式教学理念,使其真正成为

此视角下培育学生学习能力的引领者。 一方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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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应为课程教师提供培训,帮助教师系统把握相关

要求,明确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学习研究相关培

训内容,为有效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奠定基础。
在培训中,高校应融入混合式教学宏观及微观内容,
帮助教师全面认识混合式教学,并了解开展混合式

教学对自身的要求。 同时高校还应注重在培训中融

入学生主体教学观念,帮助教师充分意识到学生主

体在此教学模式中的重要性,深入探究此视角下培

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此外,高
校还应为教师提供多种多样的培训体验,创新培训

形式以吸引教师的关注,在教师与培训者充分互动

中达到培训内容的充分传递,也帮助教师在培训中

积极锻炼混合式教学技能。 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应

自觉学习研究此教学模式与培育学习能力之间的关

系,明确自身与优秀教师之间存在的差距,并积极探

究教学方法,转变教学观念,真正引领混合式教学,
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在此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参加

学校组织的培训,创新教学观念,提升综合素质,积
极利用工作之余学习研究混合式教学体系,充分认

识当前时代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时刻

以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者、自主学习的引导者及

终身学习的示范者要求自己[8] ,在转变自身观念的基

础上借助日常学习探究提升综合素质,真正成长为混

合式教学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引领者。

(二)激发学生参与混合式教学的浓厚兴趣,以人为

本全面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培育学生自主学生能力,学生必须有效参与课

程教学,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与教师充分互动

及合作中完成学习任务、实现教学目标,进而得到个

人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在混合式教学视角下亦是

如此,高校也需关注学生地位,在学生积极参与线上

及线下教学的过程中完成教学任务。 所以高校及教

师应在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从学生角度入

手激发其参与混合式教学的浓厚兴趣,在体现课程

教学以人为本的过程中全面提升其学习能力。 首

先,高校及教师应明确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在过程

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设置教学目标、选择

教学内容及设计教学方法等环节充分考虑学生主体

的学习需求和特征。 在此过程中,高校及教师应在

以人为本理念的引导下开展学情调查,充分掌握学

生学习的实际情况,明确学生当前阶段的学习能力、
需求及习惯,为后续设计教学模式提供有效依据。
其次,高校教师在设计混合式教学模式时,应充分结

合学情实际调查结果,有针对性地设置混合式教学

目标、选择线上线下教学内容、创新线上线下教学方

法,在精准对接学生主体学习实际的基础上展现混

合式教学的亲和力,也在供需平衡中达到培育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目标。 最后,高校及教师还应关注

学生主体的学习兴趣及其参加混合式教学的积极

性,在设计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注意结合信息技术的

支撑,拓展教学资源、创新教学形式,在充分结合学

生主体特征的基础上激发其参加混合式教学的浓厚

兴趣,也在此过程中提升学生与教师合作探究的积

极性,进而展现其学习能力。

(三)合理安排混合式教学结构,充分展现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从

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依存、互相协作,高
校及教师只有保障教学的合理结构,使线上教学成

为线下教学的依据,线下教学成为线上教学的延伸,
在科学比例的基础上优势互补,充分发挥混合式教

学的效用,才能真正推进此视角下培育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这一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也为学生主体提

供更为全面的教学体验。 为此,高校应对课程教师

提出具体要求,帮助教师在充分掌握混合式教学模

式要求及学生学情实际的基础上,合理设置线上与

线下的教学比例,确保二者可同时发挥协作育人效

用,避免陷入二者独立存在、联系不密切等困境。 在

此过程中,教师应以课程教学主题为指导,在设计线

上教学内容时把握学生的接受习惯,确保线上教学

内容符合大学生习惯,既能吸引学生参与兴趣,又能

全面反映课程理论知识;在设计线下教学环节时,教
师应密切关注学生在观看学习线上教学视频后取得

的成果及存在的疑问,利用课堂教学的优势,面对面

引导学生深化对线上教学知识的吸收,也积极与学

生合作探究,帮助学生解决遗留疑问,进而带领学生

进行自主学习,帮助学生提升自主学习及合作探究

的能力。 此外,高校及教师还应注意合理规避线上

线下教学的弊端,确保学生积极参与的同时实现教

学的深层次推进,引发学生主动探究,在充分发挥学

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提升教学效果,也实现培育

学生学习能力的教学目标[9] 。

(四)优化混合式教学评价模式,充分展现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提升效果

　 　 作为课程教学模式的重要一环,教学评价对体

现课程教学效果、展现课程育人效力具有总结性作

用。 所以,高校还需关注混合式教学评价模式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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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创新,从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及评价方式等层面

确保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充分展现及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的有效提升。 首先,高校应完善混合式教学评价

主体,确保学生参与教学评价的落实。 高校应在设

计教学评价主体时重点关注学生在评价中的重要作

用,将学生置于与教师同等参加教学评价的地位,从
学生主体角度客观真实地展现混合式教学效果,以
及其学习能力的提升。 其次,高校应优化混合式教

学评价内容,确保评价内容包括学生对理论知识的

掌握及其实践技能的提升,在此基础上,还应融入对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考核,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

题,为后续调整混合式教学方案提供依据。 最后,高
校还应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融合的形式

系统考核教学模式下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情

况。 同时高校还应注意采用信息技术对学生自主学

习线上教学内容、参加线下教学情况进行动态化监

督,并为每个学生建设学习信息数据库,通过算法统

计得出学生参加混合式教学的情况,结合结果性评

价效果,充分展现混合式教学视角下学生学习能力

的提升,实现教学评价体系的高效发展[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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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lended
 

teach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effect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au-
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tudents
 

and
 

showing
 

the
 

concept
 

of
 

peo-
ple-oriented

 

teaching,
 

and
 

then
 

drive
 

curriculum
 

teaching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novative
 

changes.
 

However,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still
 

facing
 

obstacles
 

such
 

as
 

traditional
 

teachers’
 

ideas,
 

lack
 

of
 

students’
 

enthusiasm,
 

unreasonable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settings,
 

and
 

backward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s,
 

which
 

seriously
 

affect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To
 

this
 

end,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should
 

update
 

teachers’
 

teaching
 

concepts,
 

improve
 

teachers’
 

comprehensive
 

quality,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
est

 

in
 

participating
 

in
 

blended
 

teaching,
 

and
 

scientifically
 

arrange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in
 

blended
 

teach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side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supposed
 

to
 

focus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blended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fully
 

examine
 

the
 

cultivation
 

effect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lended
 

teaching,
 

so
 

as
 

to
 

pro-
vide

 

assistance
 

for
 

improving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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