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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许多发达国家，混合式教学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它是未来教育的重要形态和发展趋势。我国也在推动

教育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有机融合，鼓励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育，混合式教学将成为未来教育的“新

常态”。 文章介绍了选修课“微商创业指南”采用混合式教学的实践情况，从教学设计、实施效果及学生评价等

方面总结了混合式教学的优势及不足，并对混合式教学的实施提出了建议：选择合适的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

宜采取小班化教学；正确引导学生参与课堂讨论；正确引导学生发挥团队的作用；强化对学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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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式教学是将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的优势

结合起来，实行线上、线下联动的教学，通过两种

教学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可以使教学达到由浅入

深的效果。混合式教学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

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

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1]。国内

外混合式教学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不论是研究者、

教学实践者，还是政府和教育机构，对其已基本达

成了共识：混合式教学将成为未来教育的“新常

态”。特别是在当下“互联网+”的背景下，混合

式教学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火爆的“互联网+教

育”也让社会各界重新聚焦于混合式教学[1]。 

    国内混合式教学实践已经在蓬勃发展，而相关

的研究特别是基于实践案例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混合式教学的研究明显落后于实践应用的步伐。然

而，相较于纯课堂教学或纯在线教学，混合式教学

是否能够取得更佳的教学效果？本研究以公选课

“微商创业指南”为例，对混合式教学效果进行研

究分析，旨在评价混合式教学的课堂教学效果，并

为混合式教学的实施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微商创业指南”混合式教学的设计 

    (一) 教学实施概述 

    “微商创业指南”作为一门选修课，是一门实

战性较强的微商创业指导课。其教学实施是以超星

尔雅平台上的视频“微商创业指南”为学习内容，

学生在网上观看学习视频后要进行微商实战，即线

上视频学习、线下微商实战。再结合课堂分享、考

勤、作业、线上讨论、考试等内容综合评价学生的

课程成绩，同时建立了微信群便于师生之间的   

交流。 

    (二) 教学计划安排 

    “微商创业指南”课程按一学期 15 周教学来

计划，混合式教学线上线下实施计划次数如表 1 所

示，线上 6 次(教学内容根据视频学习内容计划)。

包括理论考试 1 次，占比 40%，线下+课堂次数 9

次，占比 60%，其中课堂次数 5 次，线下实战 4 次。 

    (三) 微商实战设计 

    在“微商创业指南”混合式教学实施中，共有

60名学生选修此课程。实战以每组1~5人进行分组，

每个小组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完成微商实战工作。微

商形式不限，可以是公众号、朋友圈、短视频等形

式。具体实战流程是在教学的前 4 周进行微商定位，

确定小组要从事微商的类型，第 5~12 周，对小组

定位的微商进行运营，包括引流、内容营销、活动

策划等，第 13~15 周，引导成交，并统计一学期的

实战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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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学计划安排表 

周次 教学形式 教学内容 

1 课堂 课程介绍 

2 线上 微商概述 

3 课堂 讨论何为微商、微商类型 

4 线上 微商定位 

5 线下 实战：学生进行微商定位 

6 课堂 学生分享自己的微商定位 

7 线上 微商百度系、阿里系引流 

8 线上 微商腾讯系引流 

9 线下 实战：学生运用百度系、阿里系、腾讯系引流 

10 课堂 学生分享微商引流实施效果 

11 线上 朋友圈成交运营技巧 

12 线下 实战：学生运用所学内容进行微商朋友圈成交 

13 线下 实战：学生朋友圈成交并统计实战的效果 

14 课堂 学生分享微商实战情况 

15 线上 理论考试 

 

    (四) 课堂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由学生在线上完成观看，课堂上不对

教学内容进行讲授。课堂上主要完成两个任务，一

是复习视频教学的要点，二是小组分享微商实战的

进展。教师会以 5 个小问题形式对学生进行提问，

以复习视频主要内容，即先由学生在课堂前 15 分

钟对这 5 个问题进行解答并将条案上交教师。这样

既可以检验学生线上视频的学习效果，也可以作为

平时成绩统计项。随后，教师将视频内容的知识要

点进行总结回顾。接下来每个小组针对微商实战遇

到的问题、操作技巧等内容进行分享，并进行课堂

讨论。 

    (五) 考核方式设计 

    本次混合式教学包括线上学习+线下实战+课

堂分享。因此，考核方式由“线上观看视频(占比

15%)+微商实战(占比 45%)+课堂分享(占比 10%)+

其他(占比 30%)”组成，其他包括“作业成绩(占 5%)+

考勤 (占 5%)+线上线下讨论 (占 10%)+考试 (占

10%)”。设计这种考核方式的目的就是多方位考查

学生的课程学习与实践情况。 

    二、“微商创业指南”混合式教学实施效果  

调查 

    (一) 总体描述 

    “微商创业指南”线上学习视频共有 56 个任

务点待完成，线上视频总访问量达 7 390 次，线上

总讨论次数 25 次，有 2 人未参与学习，有 4 人未

完成学习。此次微商实战分组共有 19 小组，有 2

组每月纯利润能达到 5 000 元以上，11 组每月纯利

润在 1 000 元左右，当然也有 6 组每月利润在 100

元以下。最后综合成绩为优秀的占比 8.77%，良好

占比 22.81%，中等占比 43.97%，及格占比 17.54%，

不及格占比 6.91%。 

    (二) 调查设计 

    1. 调查目的 

    调查目的是通过了解学生对本次教学设计的

评价，评估此次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合理性；通过了

解学生理论学习、实战练习等方面的情况，评价此

次混合式教学效果；通过了解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

态度，评估混合式教学的应用场景是否合理。 

    2.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包括三大部分：教学设计评价、教学

效果评价、混合式教学学生态度评价(混合式教学优

缺点)，如表 2 所示。题型有多项选择题和量表题，

量表题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即 1 不同意，2 比较不

同意，3 一般，4 比较同意，5 同意)。 

    3. 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首先将调查内容发布在问卷星网站

上，在学期末给学生推送调查链接，要求每个学生

按实际情况填写信息，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53 份。 

 

表 2  问卷调查项目 

教学设计评价 教学效果评价 混合式教学学生态度评价 

1. 线上线下次数的安排设计 

2. 课前作业设计 

3. 课堂分享设计 

4. 课堂讨论 

5.教师对知识点的概括 

6.小组作业布置设计 

7.课程考核的方式设计 

1.自主学习能力提升 

2.团队协作能力提升 

3.实践操作能力提升 

1.混合式教学优势 

2.混合式教学存在的问题 

3. 喜欢使用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本课程的学习 

4. 今后还会选修这种混合式课程 

5.愿意推荐其他同学选修这门课程 

6. 希望其他专业课程也可以进行这种混合式教学 



                                                                                           2019 年第 10 卷第 6 期 

 

124

 

 
    三、“微商创业指南”混合式教学实施效果   

评价 

    (一)教学设计的评价 

    1. 评价方法 

    问卷调查中，教学设计题项类型有单选题、满

意度量表题等题项，教学设计评价统一用学生满意

度来评价。满意度的计算方法：针对单选题，用所

选肯定答案人数比例表示该题满意度；针对量表题

型，量表满意度计算方法=该题满意度均值/5。 

    2. 教学设计的满意度评价 

    (1) 线下见面次数设计。 

    该题型为单选题，有 69.23%的学生认为线下见

面次数设计合理，5.77%的学生表示无所谓，另外

有 25%的学生(11.54%的学生认为线下见面次数可

以更多，13.46%的学生认为线下见面次数可以更少)

不认同线下见面次数设计。根据评价方法，用所选

肯定的答案人数比例表示该题满意度，该题线下见

面次数设计满意度为 69.23%+5.77%=75%，即线下

见面次数设计满意度为 0.75。 

    (2) 课前作业设计。 

    课前作业是指在课堂上针对线上学习的内容

提出的 5 个小问题，以便考核学生线上学习的效果，

该题采用的是李克特 5 级制量表。从调查数据来看，

有 78.85%的学生认为合理，有 11.54%的学生认为

比较合理，9.62%的学生表示一般，该题平均得分

4.69，满意度得分为 4.69/5=0.938。 

    (3) 课堂分享设计。 

    课堂分享是指小组成员将团队实战作业按照

教师的要求汇报，本次课堂设计每组汇报次数为 3

次，第一次为小组微商定位，第二次为微商商业模

式设计，第三次为综合业绩汇报。该题平均得分 4.67

分，其中，75.00%的学生认为合理，17.31%的学生

认为比较合理，7.69%的学生表示一般。满意度达

到 0.934。 

    (4) 课堂讨论设计。 

    课堂讨论包括两部分，一是针对线上学习的视

频内容在平台上发起讨论或参与评价，二是线下课

堂的讨论，即将线上学习遇到的疑问、实战问题等

内容带到课堂，与教师和学生一起探讨。而只要参

加线上线下讨论的学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加分。该

题平均得分 4.26 分，为教学设计所有题项中的最低

得分，其中，49.06%的学生认为合理，28.3%的学

生认为比较合理，22.64%的学生表示一般。满意度

为 0.852。 

    (5) 教师对线上知识点概括设计。 

    由于本次课程理论内容主要学习线上视频，任

课教师不作为主讲老师，为了巩固学生理论内容学

习效果，教师会根据 5 个小问题总结概括线上学习

视频的知识点，并补充新的内容。该题平均得分 4.75

分，为教学设计所有题项中的最高得分，其中有

80.77%的学生认为合理，13.46%的学生表示比较合

理，满意度达到 0.95。 

    (6) 小组作业设计。 

    以团队形式分组进行微商实战，并将微商业绩

以一定比例计算为期末成绩的一部分，该题中，有

52.69%的学生表示合理，34.41%的学生表示比较合

理，12.9%表示一般，该题平均得分 4.4 分，满意度

达到 0.88。 

    (7) 课程考核设计。 

    课程考核综合考虑了学生的理论学习效果、实

战能力、考勤、课堂参与度等方面内容。该题中有

75%的学生认为合理且公平，20.08%的学生表示比

较合理，4.92%的学生表示一般，该题平均得分 4.7

分，满意度达到 0.94。 

    (二) 学生态度评价 

    1. 认知态度 

    从混合式教学的优势调查数据来看，学生选择

的混合式教学的前三大优势有：94.23%学生选择

“可以自主安排学习时间”，65.38%学生选择“可

以反复查看内容，便于学习”， 55.77%学生选择“有

助于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可见，混合式教学对

于学生来讲，最喜欢的还是时间比较自由，不用束

缚在课堂上。 

    而在混合式教学存在的问题中，学生选择最多

的是自控能力差，不能坚持学习，比例达到 50.94%，

其次有 44.23%的学生表示不适应这种混合式教学

模式，经常忘记了学习且学习效率不高，此外，也

有 37.74%的学生选择“有疑问不便与教师沟通”。 

    2. 情感态度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 78.85%的学生表示喜欢使

用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本课程的学习，只有

3.85%的学生表示不喜欢这种教学模式，还有 17.3%

的学生选择中立。此外，有 75%的学生表示今后希

望其他课程包括专业课程也可以进行这种混合式

教学。 

    3. 行为态度 

    有八成以上的学生表示今后还会继续选修采

取混合式教学的课程，有 90.77%的学生表示愿意推

荐其他同学选修这门课程。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学

生还是比较接受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并愿意推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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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学学习。 

    (三) 混合式教学效果评价 

    1. 评价方法 

    教学效果的评价指标均采取李克特 5 级制量

表，从调查结果来看，各指标均值差异不大，因此

为了观察各指标差异程度，将各指标数值按照

min-max 规范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min-max 标

准化方法是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2]。假设 min A

和 max A 分别为属性 A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将 A

的一个原始值 x 通过 min-max 标准化映射成在区间

[0,1]中的值，即：  

1

11

min { }

max { } min { }

i j
j n

i
j j

j nj n

x x
y

x x





≤ ≤

≤ ≤≤ ≤

 

    2. 教学效果差异度评价 

    教学效果评价涉及对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实践能力等项目的评价，各指标的平均值及

标准化后的结果如表 3 所示。各指标原始数值即平

均值差异不明显，标准化后，各指标差异能明显  

看出。 

 

表 3  教学效果评价指标 

评价 

项目 
指标 

平均 

值 

标准 

化 

评价

等级 

自主 

学习 

能力 

我会主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视频学习 4.73 1 优 

我会在线上参与或发起讨论 4.13 0 差 

我会认真制作 PPT 分享内容 4.52 0.65 良 

我会认真听老师补充知识点 4.5 0.62 良 

我会认真听老师对学生分享的评价 4.48 0.58 良 

我会认真听同学分享实战 4.40 0.45 中 

团队 

协作 

能力 

小组作业平均每周至少讨论 1 次 4.38 0.42 中 

小组作业中，我们分工明确 4.6 0.78 优 

小组作业锻炼了我与人沟通的能力 4.36 0.38 中 

小组作业我们能和谐地达成一致意见 4.27 0.23 差 

实践 

操作 

能力 

本次实战让我有机会孵化创业项目 4.40 0.45 中 

本次实战的业绩较可观 4.25 0.20 差 

本次实战让我知道了一些营销技巧 4.58 0.75 优 

本次实战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即实践能力 4.50 0.62 良 

 

    假设：将标准化后的(0.7−1]数字的教学效果归

为优，(0.5−0.7]的教学效果为良，(0.3−0.5]为中，

即一般，0.3 以下为差，从表 3 可以看出，“主动完

成视频学习”“团队分工明确”“学习到了营销技巧”

这三个指标评价为优，“参与讨论”“团队和谐达成

一致意见”“微商业绩可观”这三个指标评价为差。

可见，本次混合式教学对学生自主完成视频学习、

团队分工、营销技巧实战等方面的效果有明显的提

升作用。在课堂讨论、提升业绩、团队讨论等方面

的效果提升作用不明显。 

    四、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势与不足 

    (一)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势 

    1. 有利于教师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成绩 

    混合式教学有利于教师识别学生的学习态度，

客观公平地评价学生成绩。尤其是可以将优秀的学

生和学习态度不认真的学生区别开来。在传统课堂

上，学生人数众多，教师以讲座式的方式授课，学

生展示的机会较少，因此教师并不能充分识别每位

学生的学习态度，这样的情况下，学生的平时成绩

差距不大，导致很多学生期末成绩差距不大。 

    而混合式教学通过线上视频学习记录学生的

学习状态，将提前完成、尚未完成等状态的学生以

排名的形式展现出来。此外线上讨论的次数也有详

细记录，而线下通过实战练习、学生分享等内容也

能识别学生的学习态度是否认真积极。因此混合式

教学有利于教师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成绩。 

    2. 有利于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通过混合式教学，任课教师会提前观看其他学

校教师的教学视频，尤其是很多在线视频的制作往

往是由知名学校或知名专家、教授开发的，这有利

于为教师的教学提供新思路，进而提升教师专业 

素养。 

    3. 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多以理论教学为主，课

堂上主要讲解理论知识，这就导致课堂上没有时间

跟学生交流，也不知道学生的学习效果，课后更是

没有交集。而混合式课堂可以让学生课后学习理论

视频，课堂上交流学生的学习效果，尤其是学生的

实战效果，并将每组遇到的问题在课堂上一起   

讨论。 

    4. 打破了传统固化的课堂模式 

    混合式教学让学生不再仅局限于课堂，学生需

要在课堂下学习，课堂上用以交流讨论，打破大学

生只在课堂上学习、课下无所事事的传统。理论与

实战相结合，更有利于帮助学生学以致用。混合式

教学让学生将线上所学知识用到实战练习中，并计

算实战业绩，这种教学，让学生 “学习到了营销技

巧”“锻炼了动手能力”，帮助学生学以致用。 

    5.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传统教学都是老师在做讲座式的演讲，学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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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参与感[3]。而混合式教学不论是在线下还是在课

堂上，学生都“有事可干”。线下需要视频学习、

实战练习，课堂上需要分享交流，分享自己的实战

经历，认真听取其他小组的演讲并参与讨论。这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二)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不足 

    1. 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不够积极 

    学生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即课堂上的讨论都

不够积极，参与讨论人数不多，小组之间的互评更

是寥寥无几。中国人比较含蓄，传统课堂上讨论积

极性不足，因此，为提高学生参与讨论、互评的积

极性，需要教师花时间去引导。值得肯定的是，网

上发起讨论、参与讨论的人数还是会远超传统课堂

上参与讨论的人数。 

    2. 没有真正发挥团队的实质作用 

    本次微商实战需要学生组队完成，然而小组团

队虽然有分工，但依然存在一个小组只有一两个人

负责完成的现象，其他人只是负责挂名，也有不少

团队即使有人员分工，大家各自承担自己的任务，

但小组成员之间毫无交集。很少有小组能将团队目

标明确，然后一起讨论完成目标，因此没有发挥团

队的真正作用。 

    3. 不宜大面积采取混合式教学 

    首先混合式教学不宜采取大班教学，因为涉及

分小组实战，小组成员太多势必会造成有人只挂名

不做事的现象。况且，小组太多，课堂分享的时间

不够，学生之间的讨论时间也没有，这样就失去了

课堂讨论的意义。其次不宜将混合式教学应用到所

有课程上，因为混合式教学需要占用学生大部分时

间，如要观看视频学习、实战练习、制作 PPT、课

堂分享等，如果所有课程都采取混合式教学，学生

将面临巨大压力。这种教学模式只适宜于实战性

强、便于小组分工协作的学科。 

    五、混合式教学实施建议 

    (一) 选择合适的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鼓励教师采取混合式

教学模式，但从实际操作上来看，并不是所有的课

程都适合混合式教学，不少采取混合式教学的课程

只流于形式，线上线下脱节，即线上让学生观看视

频，线下课堂还是按自己的教学计划讲述内容，没

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学校应该首先选择实战

性强、具有可操作性、需要小组分工合作的课程采

用混合式教学。 

    (二) 宜采取小班化教学 

    混合式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在课堂上有参与

感，并共同完成团队实战作业，在网上学习平台能

发起讨论，在课堂上分享实战内容、交流疑问等，

如果班级人数过多，势必会影响学生的参与度，因

此混合式教学宜采取小班化教学。 

    (三) 正确引导学生参与课堂讨论 

    虽然网上平台发起讨论或参与评论便捷，但真

正发起讨论和参与评论的学生并不多，因此教师要

正确引导学生参与讨论，除了参与讨论的人有加平

时分之外，教师也应该在网络上发起讨论，以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 

    (四) 正确引导学生发挥团队的作用 

    本次混合式教学绝大部分的组队没有真正发

挥团队作用，成员之间虽然分工明确，但相互脱节，

各自负责各自的领域，没有制定团队目标，且团队

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少。因此，教师开始时就应引

导学生要首先明确团队目标，每周至少交流讨论一

次，并将内容记录下来算平时成绩，总之，教师应

正确引导学生如何发挥团队作用。 

    (五) 强化对学生的管理 

    在学习习惯好、自觉性强班级采用混合式教学

效果较好，而大部分学生年轻、爱玩，有些也没养

成好的学习习惯，真正能自觉完成学习任务的还是

少数。任课教师应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例如，不定

期通知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视频学习，定期提醒

学生按时完成实战练习、准备内容分享等，及时提

醒学生进行课堂交流及发起网上讨论或参与讨论

等。总之，教师应加强管理，时刻提醒学生完成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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