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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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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面对面教学和在线学习优势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

口，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对于保障混合式教学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该文在评价指

标体系的理论基础和评价原则确立的基础上，结合混合式教学设计和实施的流程，构建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并进行初步的实践应用，以期为不同学科专业、课程类型的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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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推动下在线教育项
目的急剧发展不断触动传统教育系统的根基。信息
技术的教育应用已经逐渐从边缘化的教师教学内容
展示工具转变为促进教学和学习方式改革创新、推
动教育质量提升的核心要素之一。将面对面讲授式
课堂教学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在线学习相结合的混
合式教学，借助两种学习环境的优势，重构教学设
计和教学组织活动，以达到提高教学效率和提升学
习效果的目标。已有研究表明，混合式教学不仅为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机会，而且已成为促进学生
学习绩效提升的最佳方式[1]。 

通过文献回溯可以发现，在经过对混合式教学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建构的研究阶段之后，研究者
开始聚焦于混合式教学实施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绩
效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混合式教学的实施效果
受到学习动机、同伴交互、课程结构、教师反馈等
重要因素的影响[2]。由于学生满意度可用来解释学
习者参与学习活动的动机和结果[3]，因此，数量众
多的研究者如Ahmad[4]、李晓文[5]等借助表征学生期
望达成感受和态度的学生满意度来对混合式学习的
学习效率和效果进行教学评价。尽管以学生满意度
指标来衡量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接受度以及外部显性
因素的改进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评价更应
指向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进，应能准确、
客观地反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行为、态度和学习

成果。李馨[6]基于对国际上取得巨大成就的CDIO教
育模式评价体系构建过程的分析，提出了翻转课堂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以及评价
体系建设路线图。李成严等[7]针对翻转课堂课前、
课中和课后3个教学阶段的任务和目标，提出基于
全过程考核的评价体系。在评价指标权重系数的设
定中比较常用的是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方法，然
而由于两种方法主观性较强，不同学科不同课程对
混合式教学的理解和差异较大，导致科学性和操作
性较差，本研究在分析阐述混合式教学的理论基础
之上确定混合式教学评价的原则，并基于混合式教
学的不同阶段，提出科学性、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体
系，为不同课程的教师开展混合式教学提供可资借
鉴的教学评价指标。

一、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
基础

(一)学习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
学习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是由Spady等人在

1981年提出的一种能力导向的教育理念，目前已成
为欧美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主流理念。
学习成果导向的教学理念为“教为不教、学为学
会”[8]，其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目标是学生通过
学习后能取得最大能力表征的学习成果。该理念强
调学生要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组织协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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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能
力。学习成果导向视角下的教学评价不再局限于对
学生所获得的知识进行考察，而更加关注学生的情
感、道德、价值观等非智力因素的考察。因此，混
合式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关注学生所学知识的
过程性和终结性评价，还应充分关注学习成果的评
价，包括个人自主学习成果、团队研究性学习成果
以及个体非智力因素的评价。

(二)协作学习理论
早在20世纪70年代，倡导以小组或团队形式

组织学生开展学习活动，达成共同学习目标的协作
学习理论开始兴起于美国，随后在德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教育领域取得一系列实质性的进
展。该理念强调按照一定的策略将学习者分配到不
同的协作小组，个体成员将其学习过程中探索、发
现的信息和学习材料与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共享，通
过对话、商讨等形式对问题进行论证，将小组成果
同其他组或全班同学共享[9]。通常来说，网络环境
下典型的协作学习评价方法有成果评定法、小组共
同测试法、小组协作学习档案法以及个体评价问卷
法等[10]。上述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评价方法为混合
式教学活动中小组研究性学习活动评价的设计与实
施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方法、工具和手段。

(三)混合式教学理论
混合式教学理念强调将面对面讲授式课堂和线

上学习相结合，借助适当的媒体技术，提供与教学
目标相契合的资源和活动，从而取得最优化的教学
效果[11]。在混合式教学过程中，强调中既要充分发
挥教师的教学引导、学习监督和过程调控的主导作
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学习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
和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混合式教学评价既
要充分体现教师、学习者、同伴等多种角色在评价
中的作用，又要将线下团队协作学习活动和成果评
价与线上学习平台数据分析的优势相结合，强化学
习过程的考核。同时，以首要问题原理和深度学习
理论为理论基石的混合式教学不仅注重学生知识掌
握水平的考核，更加强调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和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这也与倡导“共同建构”“全
面参与” “价值多元化”的第四代教育评价理念
不谋而合。

二、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评价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价值判断。评价指标
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全面性对于教师
教学的改进和学生学习的激励、导向、诊断和调
控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正基于此，本研究认

为混合式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符合如下基
本原则：

(一)评价标准差异化
工业化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必然导致用

单一的知识掌握和技能熟练程度为标准，对天赋不
一、志趣各异的学生进行高度统一的标准化评价，
并由此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千人一面、个性缺失的
同时，也导致学生探究能力、协作能力、沟通交流
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的缺失。混合式教学评价应立足
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化的基础上，强调学生的全面发
展和个性发展的和谐统一，既要兼顾教学目标实
现，又要凸显因材施教的理念，在促进学生基本素
质全面发展的同时，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空间。

(二)评价主体多元化
在面对面讲授式教学模式中，教师是评价学

生学习成绩的主体，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的评
判。评价主体的一元化和评价方式的单一化必然导
致评价活动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全面发展。将
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和教师评价等评价主体多元化
结合的双向或者多向评价，有助于从多个方面、多
个视角对学生的发展进行更加全面、科学、客观的
评价。同时，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评价工
作，也有利于学生自我反思、自我评价意识和能力
的增强。

(三)评价方式多样化
以往对学生的评价只注重单纯的终结性评价，

即便是学习过程的评价也往往针对学生某个阶段的
学习成果或技能熟练程度进行考核。评价方式的单
一致使学生的学习过程缺乏监督、调控和激励，导
致学生学习问题积聚而不能得到及时的指导和反
馈，最终丧失学习的兴趣。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混合
式教学则可以充分利用学习者网络环境中的日志和
记录，将线上学习活动和过程作为考核的重要指
标，同时，基于学习平台的数据分析也有助于及时
发现学习者存在的问题，通过线上讨论和线下个别
化指导的方式提出改进的意见或措施，使学生不断
地改进自己的学习行为和活动。

(四)评价内容全面化
传统的教学评价内容以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

动作技能的熟练程度为主要评价内容。混合式教学
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各种纸质测验和线上作业
测试，学生自主探究与团队协作探究学习成果的评
价以及线上讨论和团队贡献、参与度等活动的自主
评价、同伴评价和师生互评。

(五)评价过程动态化
以指标体系或者标准化量表作为评价依据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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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静态评价难以反映学生长期的学习态度和行
为等的变化。线上学习平台则能根据学生的学习
进展实时采集各种信息，灵活地对教师的教学和
学生的学习提供动态数据支持，以便了解学习者
行为的变化和特点，提供并实施个性化的实时监
控与诊断，以有助于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及时进
行干预与调整，促进学习者学习效率的保持和行
为习惯的养成。

(六)评价结果有益化
从本质上来说，评价的功能应与教育目标是一

致的，即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因此，评价
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检测学习者学习的阶段性成效是
否达到学习目标和要求，更重要的是在于评价结果
应为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反馈，有益于学习者发现
学习过程中的不足，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的意
见或者建议，持续地改进自己的学习活动和行为，
促进学生的全面化和个性化发展。

三、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混合式教学实施的基本流程
笔者在《混合式教学的理论基础与教学设计》

一文中提出“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的混合式教
学流程(如图1所示)” [12]。其基本流程为：在课前

阶段，学习者根据自主学习任务单的相关内容，利
用网络学习平台上的相关资源开展自主学习，完成
教师设定的任务，并将自主学习过程中的相关困惑
建议提交至学习平台，形成课前自主学习反馈。课
中阶段伊始，教师可以针对学习者在任务完成中的
共性问题，采用集中讲授或者组织讨论方式进行答
疑解惑，网络平台无法完成的个别化指导也可以在
课中阶段，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来完成。课中的典型
任务探究阶段则可以根据不同的探究问题，采用自
主探究或合作学习的方式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自
主探究或合作学习活动结束后，进入课中的成果展

示和交流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作品展
览、限时演讲、辩论会等形式，展示研究性学习成
果，分享学习心得和体会。课中的展示和交流完成
后，学习者根据教师和其他同学的建议，修改、完
善、提炼自己的学习成果和反思总结，提交至学习
平台进行更大范围的交流和传播。

(二)基于混合式教学流程的质量评价模型构建    
基于前述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构建的基本原

则，在结合混合式教学实施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本
研究将混合式教学评价体系的模型确定为过程性评
价和终结性评价两个部分(如下页图2所示)。其中，
过程性评价由课前学习评价、课堂活动评价和课后
学习评价三个部分组成；终结性评价由小组期末总
结汇报和期末考核测验两个部分构成。具体从以下
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为便于教师及时监控和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在
课前学习评价体系中，本研究抽取用户平台登陆次
数、视频观看次数、视频观看时长和发回帖次数进
行课前学习情况统计，分析学生课前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学生
的学习进行干预。同时，为保证学生课前自主学习
的学习成效，教师可以根据需要利用平台提供的在
线学习测验功能，检测学生课前知识和技能的理解

和掌握情况。
在 课 堂 教

学过程中，教
师首先根据学
生课前在线学
习测验和发回
帖的情况，有
针对性地提取
学生课前学习
过程中的问题
和困惑开展答
疑解惑。为更

好地提高学生课堂交流研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
师可以设置积分奖励的方式开展学生之间的互问互
答，重点针对学生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
评价。课前协作学习成果的小组展示汇报交流采用
师生互评的方式，重点关注学生观点的创新性、内
容的科学性、逻辑的严谨性、结构的完整性以及汇
报交流方式的创意和技术手段等方面进行评价并提
出修改意见。

小组协作学习成果修改后上传到学习平台，
利用平台的评价功能，从内容维度、技术维度和创
意维度开展组间评价。同时，为激励每位同学的团

课前 课中 课后

学习指南

具体任务

问题困惑

微视频

辅助资源

学习任务单 配套资源

学习反馈

答疑解惑

典型任务

个别指导

组织讨论

自主探究

个别/集体指导

合作学习

成果展示

反馈评价

成果整理

发布共享

图1 混合式教学实施的基本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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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责任感和使命感，小组成员之间从参与度、贡献
度、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开展同伴
互评，以便学习者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与不足，在
团队协作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评价反思能力和交流协
作能力。

课程学习结束后，一方面可以通过课程考核的
方式对学生的知识掌握和技能熟练程度进行学习效
果的评价；另一方面采用的小组期末总结汇报部分
则是从协作学习的过程出发，结合团队组建成长的
历程，梳理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成果及个人能力
素养的变化，是对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一步总结提炼、反思升华的重
要环节。

(三)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类型各有

差异，加之教学环境和班级规模等外部条件有所不
同，而且在混合式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过程中评
价方式之间也往往没有明确清晰的界限，因此，本
研究基于前述内容将评价类型、节点、指标、内容
和评价主体纳入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具体维度的
标准化权重则需要教师结合混合式教学开展的现实
状况进行商榷。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混合式教学质
量评价的功能不再仅仅是学生知识掌握和技能熟练
程度的唯一价值判断方式，更重要的在于“当课堂
评价与教学过程相结合起来同时进行时，评价与教

学的界限开始模糊，甚至消失，评价将成为一种
促进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保持主动学习的强有力的
工具[13]。”

表1  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评价
类型

评价
节点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主体 权重

(%)

过程性
评价

课前学
习评价

学生活跃度 平台登陆次数

教师

视频观看次数 完整性、次数

视频观看时长 时长、反刍比

发回帖次数 发帖、回帖数

在线学习测验 理解、掌握程度

课堂活
动评价

课堂表现 提问、回答质量 教师、学生

协作学习成果 内容、技术、创意 教师、学生

课后学
习评价

成果展示效果 内容、技术、创意 教师、学生

团队贡献度 参与度、能力提升 学生

终结性
评价

期末
评价

小组总结汇报 团队与个人反思 教师、学生

课程考核测验 理解、掌握程度 教师

四、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指标的实践应用

(一)研究过程
1.混合式课程和实验样本的选定
本研究选用山东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导

论”混合式课程，该课程是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指定的专业核心课程，且已经完成从
网络精品课程向混合式课程的转型。线上学习活
动的开展基于超星泛雅学习平台。实验样本以教
育技术学专业80名2016级大一新生为研究对象。为
避免研究对象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一致影响实
验结果，在正式开课前对学生进行了学习平台使
用和混合式学习流程的统一培训，以确保学习者
均具备独立开展在线学习的信息素养。在研究对
象使用“教育技术学导论”混合式课程15周后，完
成统一的期末考核测验。

2.学习成绩量化的计算方法
本研究基于前述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

系，将学习者的最终成绩分为课程考试成绩和平时
表现成绩两个部分。其中，课程考试成绩为学习者
期末纸质测验成绩，占总成绩的50%；平时表现成
绩根据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状况进行量化，占
总成绩的50%。平时表现成绩用如下公式表示：

最终成绩(100%)=课程考试成绩(50%)+平时表
现成绩(50%)

平时表现成绩(50%)=在线学习成绩(40%)+线下
学习成绩(10%)

在线学习成绩(40%)=平台访问分值(10%)+视频
观看任务点分值(10%)+视频观看时长分值(10%)+发
回帖分值(10%)

线下学习成绩(100%)=团队学习成果评价成绩

平台登录
日志

视频观看
次数

视频观看
时长

发回帖
次数

在线学习
测验

课前学习
评价

疑难困
惑互答

小组汇报
交流

课堂活动
评价

组间作
品评价

组内同伴
评价

课后学习
评价

小组期末
总结汇报

期末考核
测验

过程性评价  终结性评价

图2 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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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互评成绩/同伴互评活动(m)%)
团队学习成果评价成绩=Σ成果评价活动(i)(j%

评价成绩)
同伴互评成绩=Σ同伴互评活动(m)(n%评价成

绩)
3.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基于上述公式，抽取影响学生最终成绩

的6个影响因素为视频观看任务点分值、视频观看
时长分值、发回帖分值、平台访问分值、平时表现
成绩、课程考试成绩。将80名学生的各项数据导入
SPSS 21进行可靠性计算发现Cronbach’s Alpha系数
为0.821，表明各项因素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较高。Bartlet球形检验和KMO度量结果表
明变量的相关矩阵和零距阵差异显著，表明因素分
析的结果会很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也说明
本研究所构建的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具有科学
性和可靠性。

(二)研究发现
1.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与课程考试成绩

显著相关
通过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检验可以发现，学

生线上学习和线下团队协作学习的参与度具有较高
的一致性，这就表示线下学习积极性较高的学生，
线上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相应较高(如表2
所示)。同时，线上学习平台访问次数越多，学生
课程考试成绩越高；学生在团队协作中的参与度、
贡献度越大，课程考试成绩也越高，且两者之间在
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这也与心理学研究结
论相一致，即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越高的学生往往
具有主动型人格，相应的学习投入也会更多，能够
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习绩点[14]。该研究结论的启示在
于：教师应在混合式教学过程中，建立相应的线上
学习和线下活动的规则，促进学生学习自主性和团
队协作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绩效。
表2 平台访问分值、线下学习成绩与课程考试成绩的相关性分析

平台访问分值 线下学习成绩 课程考试成绩

平台访问分值 1 .729** .342**

线下学习成绩 .729** 1 .305**

课程考试成绩 .342** .305** 1

     注：**.在.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

相关。下同。

2.在线视频观看任务点、时长和课程考试成绩
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线上自主学习内容主要来自于以微视频
为核心的课程资源，因此，本研究假设视频观看的

任务点数、视频观看时长与课程考试成绩呈显著相
关。通过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视频观看任
务点数与视频观看时长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
关，与课程考试成绩无显著相关性；视频观看时长
与课程考试成绩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如表
3所示)。这表明学生通过反复观看微视频讲解能够
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相应的课程考试成
绩也会有显著提高。
表3 视频观看任务点数、视频观看时长与课程考试成绩的相关性
         分析

视频观看
任务点分值

视频观看
时长分值

课程考试
成绩

视频观看任务点分值 1 .625** .186

视频观看时长分值 .625** 1 .269*

课程考试成绩 .186 .269* 1

3.视频观看时长、发回帖数量与课程考试成绩
的相关性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生视频观看的时长代
表学生对内容理解和掌握的程度。研究表明，视
频观看时长和发回帖之间存在0.01水平(双侧)上显
著相关，与考试成绩之间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
相关(如表4所示)。这说明学生反复观看视频的次
数越多，一方面表示多次的反复观看会加深对同一
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相应的学生课程考试成绩会
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说明该部分内容理解和掌握
的难度较大，学生倾向于以发回帖的方式通过线
上平台寻求同学和教师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发帖数量越多表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
性越高，相应的课程考试成绩也应相对较高。然
而，数据统计发现发回帖次数与课程考试成绩的
相关性为0.237，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可能的原因在于，大部分同学发帖的目的是为寻
求教师和同伴的学习指导和帮助，而相应的回帖
数量较少，不能为发帖的学习者提供有针对性的
帮助。师生交互是教学的重要形式[15]，这就需要教
师加强对在线讨论交流的关注，以帮助学习者解
决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惑。

表4 视频观看时长、发回帖次数与课程考试成绩的相关性分析

视频观看时长分值 发回帖分值 课程考试成绩

视频观看时长分值 1 .290** .269*

发回帖分值 .290** 1 .134

课程考试成绩 .269* .134 1

4.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相关性分析
按照平时表现成绩的计算方法得到相关数据

后与课程考试成绩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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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这表明在混合式教学
活动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学习过程的引导、监督和调控，对学生知识的
掌握和技能的熟练程度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从
另一个侧面也可以有效的回应混合式教学不仅能
提升学生学习质量，而且能够有效的促进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和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五、结束语

混合式教学质量评价应根据不同的课程特点
设计不同的评价手段和方法，同时应考虑学习平
台、工具手段以及学生特点和班级规模等特点开
展评价活动。基于混合式教学流程的多元化评价方
法和主体相结合的质量评价体系能够真实客观地
反映学生学习行为、态度和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但不可回避的是，教学评价活动的顺利开展需要
教师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需要不断促使学
习者给予积极的配合，这对本就教学和科研压力
繁重的教师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值
得期待的是，新近兴起的学习分析技术可以为混
合式教学质量评价提供坚实的技术和手段支撑,更
加关注学生认知过程[16]。随着混合式教学实践的深
入发展，教学质量评价也将不断走向智能化、规
范化和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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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Blending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Li Fengqing, Han Xiaol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face-to-face teaching and online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constructing blending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blending teaching activ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inciples, combined with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of blending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actice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blending teaching quality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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