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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混合式教学的产生背景和内涵着手,阐述混合式教学的发展背景、内涵及类型,分析在线

教学实施需要具备的条件,以《商务数据分析》课程为例,分析混合式教学如何进行课程教学设计。研究

表明,混合式教学需要进行理念的更新,具备软硬件条件,需要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各环节对传统课堂进

行重新设计和安排,采用混合式教学提高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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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混合式教学的内涵与类型 

1.1混合式教学的发展背景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信息技术和信息手段广泛应用于教

学中。据艾媒网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

智能手机用户数量将达7.8亿人,智能手

机的普及为混合式教学提供移动互联设

备。另外,各类在线教学资源平台不断涌

现,如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智慧职

教、学习通、网易云课堂,提供了丰富、

多样化数字教学资源,支持在线教学的

软件日益成熟,如腾讯会议、腾讯课堂、

钉钉、蓝墨云班课,降低老师开展混合式

教学的信息技术门槛,为大规模开展基

于移动互联网的混合式教学提供便捷的

软件支持。此外,短期内混合式教学在我

国快速发展,更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

2018年政府部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

行动方案》和《加快推进教学现代化实

施方案2018-2022年》提出,要促进信息

化手段和教学的深度融合,以信息化技

术手段来推进人才培养、教学方式改革

和创新。 

1.2混合式教学的内涵与发展 

混合式教学由美国玛格丽特于2000

年率先提出,它是将传统课堂教学和线

上教学或网络教学优势结合,充分利用

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在开放环境中构建

学习环境,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

导地位和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发

挥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

教学质量提升。混合式教学从2000年

-2002开始进入探索阶段,那时互联网普

及程度不高,信息化手段和教学融合程

度不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混合

式教学2008年-2011年进入实践发展阶

段,2012年以后进入快速蓬勃发展阶段。

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在我国爆发,为了

控制病毒蔓延,响应教育部门“停课不停

学”的号召,全国范围内我国从小学到大

学普遍开展网络教学,疫情得到控制后

进入返校复学阶段后,在前期线上教学

的基础上恢复线下课堂教学。疫情形成

了混合教学的倒逼机制,开启世界最大

规模的线上线下教学试验,这一阶段混

合式教学的理念和教学模式在更广大范

围内被接受和实施。 

1.3混合式教学的类型 

混合式教学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

按网络教学在教学中所占比例分,占比

例低于30%为课堂教学,30%到79%之间为

混合式教学,高于79%为在线教学。还可

按平台划分为基于资源平台的混合式教

学,如智慧职教、中国大学MOOC以及基于

交互式软件的混合式教学,如采用腾讯

会议、钉钉等软件进行的混合式教学。

按采用的终端类型,可以分为基于移动

设备的混合式教学,如手机、平板等,以

及基于非移动设备的混合式教学,如PC

终端等非移动设备。 

2 混合式教学实施条件 

2.1教学理念的更新 

在课程教学理念方面,混合式教学

需要更新对课堂、学生角色的认识,形成

“课程是学校的产品”、“学生是用户”

的理念。传统观念“学生是我们的产品”

容易使我们把学生看成是教学投入-产

出的结果,把眼光和视角狭窄地盯在培

养的结果上。“学生是我们的客户”表面

看是一种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实际上容

易使教师陷入一味迎合教学对象的口味

和偏好,偏离人才培养的目标。“课程是

学校的产品,学生是用户”的理念使教师

关注教学建设,关心“无形资产”—课程,

契合当今这个时代信息化、开放式的发

展环境。用户视角使我们更关注用户体

验、用户获得感、用户口碑效应,使教师

树立在开放环境中,不断地进行课程更

新、创新和迭代,去为用户创造价值,有

利于教师形成互联网环境下课程观。 

2.2软硬件方面的准备 

混合式教学有别于传统教学,它对

学校和教师的软硬件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软件方面,需要学校有丰富的在线教

学资源支持,教师熟练使用在线教学软

件。混合式教学不是简单地将传统课堂

的资源搬到网上,而是需要根据混合式

教学要求,变传统以章节和知识点划分

教学内容的学习方式为以技能点和颗粒

化资源支持的混合式教学,需要对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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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进行再设计,设计新颖的课堂教学

活动。硬件方面,需要教学组织者娴熟

使用智能手机和在线教学的软件进行

教学。 

3 混合式教学的课程设计 

3.1采用混合式教学前的教学设计 

《商务数据分析》是电子商务和移

动商务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它从

市场、产品、运营等方面提供数据分析

的工具、方法和手段,为数据的使用者,

发现问题、寻觅商机、提供改进优化方

案。下面本文主要基于《商务数据分析》

这门课程,分析混合式教学前后,课程的

教学设计的效果。 

在进行混合式教学前,课程内容设

计按章展开,学习完后通过情境实训来

消化知识点。总体来看很少借助手机、

APP、在线课程资源进行教学,教学手段

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在教师为中心构建

的教学环境中学习,采用传统的教学方

式和手段。教学中几乎没有数据,教师通

过事后的教学调查了解效果,不能进行

实时教学反馈和调整。 

3.2采用混合式教学后的课程设计 

3.2.1课前的课程教学设计 

混合式教学的课程和教学实际上是

一种动、静结合的过程,就《商务数据分

析》这门课程而言,从课前、课中和课后

三个方面谈下混合式教学设计。开展线

上和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课前要

求这门课,已经具备丰富的线上教学资

源,教学资源主要是指教材、颗粒化的线

上资源包括学习任务情境、知识和技能

的讲义、微课、动画、课前训练。庞大

资源的建设需要巨大人力投入和资金投

入,1+X《商务数据分析》的教学资源提

供了丰富的数字资源。对于老师而言,

课前需要老师根据班级学情,对这些资

源进行消化、吸收和再设计。 

3.2.2课中的课程教学设计 

课中的教学,教师可以1+X《商务数

据分析》作为数字资源,蓝墨云班课作为

教学工具,实现线上线下教学资源无线、

交互,在课前学生预习、自学的基础上,

在教师的主导下“动起来”,教学互动设

计主要通过提问、思辨、训练、操作、

实践、模拟、测验等方式,将数据分析的

内容和技能,设置为数据分析认知、市场

数据分析、运营数据分析、客户数据分

析等板块。将知识消化吸收、内化为能

力、技能和素养。同时,借助信息化手段,

课程“动起来”,通过蓝墨云形成学习场

景和教学的反馈数据,检验教学重难点

的掌握程度、形成实时教学反馈,调整教

学方向。 

3.2.3课后的课程教学设计 

课后,教学效果检验设计方面,结合

《1+X商务数据分析》的实训板块进行拓

展,完成实训演练。最后,在基础知识掌

握比较扎实的基础上,结合中教畅想的

实训模拟平台进一步进行综合运用,在

情境中运用所学的知识。 

进行混合式教学后,《商务数据分

析》这门课相较于进行混合式教学前教

学效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①教学

的信息化程度得到很大提升,课程的教

学基于移动终端,通过蓝墨云等APP来承

载教学资源,课堂中师生借助信息化手

段展开教与学；②课堂的教学资源更加

丰富,教学资源形式多样,可以采用教师

自己创建的案例,也可以用微课、动画、

文本、语音等各种形式的资源。资源丰

富度的提升,可以扩大教学课程内容的

深度和广度,丰富的教学资源使学生对

知识点和技能点的掌握更加深刻和透

彻。③课程活动更加丰富,数据驱动实时

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老师教学效果,及

时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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