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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混合学习模式是以混合学习理论为指导，以信息技术为重要手段的新的教学形式，是高校教学改革的研究热点及重要

发展方向之一。文章运用混合式学习理论结合分层教学的思想设计教学过程，并提出了混合学习理论下的分层教学设计思路，

并给出相关课程的设计实例。最后以“多媒体应用基础”课程的学习者为调查对象，对课程设计的效果进行了验证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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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网络及多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学习内容的多元化

呈现方式正日益为学习者提供丰富多彩的教学环境。大量的

综合性教学资源，以及通过计算机网络表现教学内容和实施

教学活动等，作为本科生教育的核心建设资源日益受到教育

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在此条件下，混合式学习理论应运而出。[1]狭义的混合式

学习被定义为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与网络教学方式的结合，

但这仅是对表面特征的描述。混合式学习整合了不同学习方

式的优点，是综合运用不同的学习理论、技术手段以及应用

方式来实施教学，从而取得最优化学习的一种策略。混合学

习理论的核心是在“适当的”时间为“适当的”人采用“适

当的”学习技术和为适应“适当的”学习风格而传递“适当

的”技能来优化与学习目标对应的学业成就。它实现了各种

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学习策略、学习模式、学习媒体、学

习资源、学习活动和学习环境的混合。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

风格和学习需求，使学习成本和学习效果达到最优化[2]。 

为了适应大学计算机基础系列课程改革的需要，弥补学

生计算机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并且有目的、有意识的对学

生的计算机理论及实际操作能力进行提高，本文在深入学习

混合式学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混合式学习理论下的

分层教学设计思想，并在 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的“多媒体

应用基础”课程上进行实践，验证了该教学设计的实际效果。 

二	混合式学习的涵义	

对混合式学习最简单和直接的理解就是，将 E-Learning

同传统的课堂学习相混合（Michael E.W.，2002；Frank J.T.，

2002）。Anthony（2009）从两个方面对混合式学习进行了较

全面的阐述。广义上的混合式学习是指将多种技术或媒体与

传统面对面的课堂活动相融合如下图 1所示。[9] 

 

图 1  广义上的混合式学习 

狭义上的混合式学习则是指在线教学如何与课堂教学相

融合，如下图 2所示。[8] 

 

图 2  狭义上的混合式学习 

在国内学者关于混合式学习的定义中，以何克抗教授和

黎加厚教授的定义具有代表性。2003年 12月，何克抗[1]教授

在第七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上首次在我国正式倡

导“混合式学习”，并将其于 2004年正式发表。他认为，“混

合式学习”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 E-learning（即数

字化或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既要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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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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述，Margaret Driscoll教授在混合

式学习的定义上认为，混合式学习意味着学习过程可以“是

基于 Web的技术（如虚拟课堂实况、协作学习、流媒体和文

本）的结合，以实现某一教学目标；是多种教学方式（如建

构主义、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教学技术（或者非教学技

术）的结合，共同实现最理想的教学效果；是任何形式的教

学技术（如视频、CD-ROM、网络化培训和电影）与基于面

对面的教师教学方式的结合；是教学技术与具体的工作任务

的结合，以形成良好的学习效果。”[3] 

以上多种定义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其并没有实质

上的差异，只是定义的角度有所侧重和不同而已。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将混合学习理解为综合运用不同的学习理论、不同

的技术和手段以及不同的应用方式来实施教学的一种策略[4]。

混合学习是对各种学习媒体、学习模式、学习环境和学习内

容等学习要素的进行有效的混合，网络学习和传统课堂学习

的相互结合和互补。既能优化学习资源的整合，又能提高学

习效果；既发挥课堂学习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5]。 

三	混合式学习理论下的分层教学设计	

针对计算机基础类课程选课学生数量多以及学生的年级

和计算机技能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依托丰富的课内外学习

资源和成熟的辅助教学系统，我们设计了混合式学习理论下

的分层次教学模式，即该教学模式以混合式学习理论为指导，

在教学过程中依据某种标准将学生划分为不同层次，对不同

层次的学生实施不同深度和广度的教学，满足不同学生的学

习需求，以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经验和专业发展。 

1 教学活动的层次化设计 

对教学活动层次化的设计，首先需要对学习者和学习内

容进行分析，以多媒体基础课程为例，不同专业的教学目标

和原有的只是经验水平不同，根据选课学生所属专业及对多

媒体基础的掌握情况，我们将所有选择本门课程的学生大体

分为 A、B、C三个层次。A类主要包含计算机、通信工程、

软件工程等与电子计算机关系非常密切的一部分工科专业，B

类主要包含了电气、机械等于电子计算机关系较为密切的理

工科专业。C类主要包括经管、外语、艺术等文科专业。表 1

显示了不同专业的学生分类情况。 

表 1  不同专业的学生分类表 

类别 专业 人数

A 计算机、通信、自动化、软件、光科 16 

B 电气、机械、材化、土建、交运 36 

C 经管、人文、法学、外语、艺术 38 

通过预先测量，分析了不同专业的学生情况，主要包括

学生的专业特性、基础水平和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等。不同

专业的学生的基础水平与学习目标的要求不同，如 A 类与 C

类学生文理基础不同，同时专业性质对“多媒体应用基础”

课程的学习要求不同，A类学生学习要求明显高于 C类学生。

对专业和基础不同的学生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设计了在知

识的深度、广度、技术技能的应用范围等方面有所不同的实

验题目，以及半开放的实验题目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2 混合式学习模式下的教学活动设计 

大学计算机基础系列课程面对不同专业和年级的学生开

设，是颇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公共基础课程。该系列课程具

有如下特点：学习者人数多、水平参差不齐；课程实践性强；

来自课内外的学习资源相对丰富；辅助教学系统成熟等。而

混合式学习将传统课堂教学和在线学习整合起来统筹安排，

可以处理课堂教学几乎无法解决的教学难题；混合式教学还

可以为学生提供富有亲和力的学习支持，使学生轻松愉快地

完成课外学习；同时，混合式学习能够满足学生的不同学习

风格和学习需求，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专业技能培养。

这些特点使得计算机基础系列课程适合开展混合式学习。本

文以计算机基础系列课程中的“多媒体应用基础”课程为例，

阐述混合式学习在学习活动设计、混合教学实施和学习效果

评估各阶段的教学实践，有效优化、整合学习资源以提高教

学效果。如图 3所示，提出了混合式学习教学设计过程模型。 

 

图 3  混合式学习下教学设计过程模型图 

（1）前端分析 

前端分析部分主要包括：学习者特征分析、学习需要分

析和教学内容分析。学习者特征分析可以通过学习者的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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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预先进行了解，也可以设置课前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学

习者的基本技能、学习能力和原有知识经验水平进行了解。

学习需要分析主要是进行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调查研

究，分析不同层次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二是通过分析该问题产生的原因，以确定解决该问题的必要

途径；三是分析现有的资源条件和制约因素，明确设计教学

方案以解决该问题的可行性。最后对教学内容进行分析，细

化教学中重点以及可能遇到的难点问题等。如参加“多媒体

应用基础”课程的学生中，A 类学生数理基础相对扎实，同

时要求对多媒体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做更深层次的理解；C 类

学生文史基础更为扎实，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主要集中于多媒

体技术的相关应用方面；B类学生介于 A类与 C类之间。 

（2）学习活动设计 

以学习活动为中心以及增加教学方案的可选择性是现代

教学设计理论的基本理念。混合式学习设计的核心就是运用

合适的学习和教学方式，针对特定的内容和学习者利用合适

的教学内容传输技术和手段来呈现教学信息。进行混合式学

习的教学设计时应参照已经设计好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以

及呈现形式，并按照教学的进行有针对性地选择和设计，要

与具体的知识单元相关联，以便在学习活动中更好的选择混

合学习的模式。 

混合式的学习活动设计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①知识单元的详细设计 

开展混合式教学，需要将教学内容依据学习者特征、学

习需要和教学内容特征等划分为详细的知识单元，并以知识

单元为基本单位展开教学活动，围绕划分好的教学单元，进

行全全面的学习活动策划。 

②学习活动详细的设计 

混合式学习活动的设计要依据不同的学习环境对学习活

动做出不同的设计，主要指的是围绕划分好的教学单元，在

教室空间环境下的学习活动设计；在一个教学单元的整体框

架内，由现有的信息技术支持的网络环境下的学习活动设计

以及课外学习活动设计等。 

③学习评价设计 

在混合学习评价设计中，使用适当的学习测评机制可以

促进有效的学习，例如，可以使用课堂活跃度、半开放问题、

小组项目等评价工具，评价不仅符合混合学习的标准，同时

评价的多元化可以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反馈意见，促进他们的

师生互动及生生互动。 

（3）混合教学实施 

混合教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任务驱动模

式和问题驱动模式进行混合教学活动。因此在这里，除了传

统的课堂教学、讨论外，还需要给予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拓

展的空间，培养学习者主动学习、收集课程资料和相互协作

的能力。此外，我们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去探究知识的同时，

为了防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迷航，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设计中

还应积极提供答疑和师生互动的环节，解释帮助学生解决学

习中遇到的问题。最后，为了增加学习者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我们还为学生提供作品展示的空间，这其中包括从作品的创

意、制作到完成细化等一系列活动的展示，培养学生的独立

创新能力。如图 4 所示，基于任务驱动和问题驱动模式的混

合式学习流程 

 

图 4  基于任务驱动和问题驱动模式的混合式学习流程图 

（4）学习效果评估 

这里学习效果的评估除了以往的理论考试、平时实验成

绩外，我们在实施学习效果评估时还加入了课堂表现、学习

活跃程度及自我评价的评估准则。特别是通过问卷调查形式

的自我评价的加入，使得教师能够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努

力程度、对自己的肯定程度以及对教师教学方法的支持程度。

自我打分的成绩与学生真实成绩的对比，更能够体现学生学

习中的问题及盲点，有助于教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群体进行

辅导和答疑。 

3 效果与评估 

在整个教学实践中，学生们的学习热情较高，主题讨论也

非常积极，师生之间有着良好的互动性。为了了解学生对课程

设计是否认同，文章对混合式学习理论下的分层教学设定了以

下评价维度： 

（1）课程内容联系实践，应用性广； 

（2）教师授课能够启发学生思维和创造性； 

（3）该课程提高了我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4）学习结果令我感到满意。 

评价等级分为A、B、C、D、E四类。A代表完全同意；B

代表基本同意；C代表不表态；D代表不完全同意；E代表完全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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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几项评价参数设置期末问卷调查，参与课程学习 90学

生，设置问卷 90份。未能填写问卷者 7人，默认选择结果为不

表态。调查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学习效果调查 

评价指标 
评价结果 

A B C D E

课程内容联系实践，应用性广 75 7 7 1 0

教师授课能够启发学生思维和创造性 63 16 9 2 0

该课程提高了我学习相关知识的能力 51 24 12 2 1

学习结果令我感到满意 59 19 10 2 0

 

 

 

 

图 2  教学设计满意度调查结果 

图 2 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在 90 份问卷中，认

为课程内容联系实践，应用性广的学生占总数的 83%，认为教

师授课能够启发学生思维和创造性的学生占总数的 70%，认为

该课程提高了学习相关知识的能力的学生占总人数的 57%，认

为学习结果令人感到非常满意的学生为 66%，基本满意的学生

为 21%，占所调查学生总数的 87%。 

在教师的教授过程中，通过师生交流了解到，大部分学生

认为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更多的是学习到了在完成给定题目的

实验课题情况下，应该如何分析问题、组织素材、设计实验过

程，并最终完成实验作品。混合式学习指导下的分层教学方法

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初步形成

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了他们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有利于大

学学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同时调查结果也说明，这种培养方

式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如何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验证学

习者是否能够达到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如何确定这种学习能

力是学习者的一种终身学习能力而不是仅对本系列课程的学习

能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四	结论	

随着现代通信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系列课程设计的

内容不断更新，本文提出的混合式学习理论下的分层教学设计

是以混合学习理论为指导，以现代信息技术为重要手段，并在

教学实施中实行分层教学的思想理念。混合式学习模式，不但

能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其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而且

混合学习下的学习活动对发展学生个性，提高其社会参与能力、

协作意识、协作能力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结果也表明，

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下的混合式教学设计，能够启发学生思维，

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提高学生的信息技术素养，有益地

促进了研究型大学学生能力的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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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Point of View and It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 Path to Innova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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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research group are devoting ourselves to apply the theory in science classroom of elementary school and guide students to 

put forward their "ideas" concerning the water/the water pollution independently.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system of elementary student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research methods, we use many kinds of teaching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deas .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key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is to insist on the path that students put forward ideas and work continuously to 

improve them;After being engaged in knowledge building, the third grade students have learned far beyond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eaching material;Knowledge building should be an activity with clear objectives, student’s knowledge building tends to be more 

theoretical and more systematical as scientists’ work;Knowledge building is not intended to form personal knowledge , but to create 

knowledge of value to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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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cal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Its Practice Based on the Blended Learn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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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lended learning, which is a new form of teaching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n important method, provides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method for reformation of college teaching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process of hierarchical instructional 

design is combined with blended learning theory, and a hierarchical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its practice based on the blended learning 

theory is proposed. Taking the curriculum “Multimedia Application Fundamentals”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ractice of blended learning, also analyzes the instruction feedback and effect of this cours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further 

research by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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