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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混合式学习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的实践研究

项目类别
□基础建设 □教育资源 ☑信息素养 ☑智慧教育

□网络扶贫 □信息安全体系 □其他___________ （用■选择）

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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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员
陈如铁、金立新、谢丽芳、胡 坤、仲旭红、王丽芳、徐 珊、乔 茜

周志燕、孙 娟、肖雪平

项目概述

（300 字左右）

汤庄桥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学校秉持“让每一个生命绽放最美的色彩”的办学理

念，历来重视教育信息化的探索实践。为突破瓶颈，实现教育技术与学科的有效整合、

主导-主体相结合，做到“学教并重”，我们积极开展混合式学习的实践研究，逐步探索

互联网+环境下混合式学习的教学结构、教学设计、教学资源和教学范例方面的范式。

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理想的教学环境，以实

现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学习方式，达到自

主探索、多重交互、情境创设、合作学习、资源共享等多方面要求，从而把学生的主动

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课堂的教学结构发生根本变革，使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

能力培养落到实处。

项目推进情况

与项目成效介绍

分“拟解决问题”、“推进过程”、“项目成果”、“辐射效应”四部分介绍，总

字数不超过 3000 字（可附页）

另附页

项目单位意见 辖区（市）意见



汤庄桥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学校秉持“让每一个生命绽放最美的色彩”的办学理念，历来重视

教育信息化的探索实践。我校长期关注教育技术与学科的整合，是常州市第二批数字化试点学校。从

电子白板到数字化学习，我们孜孜以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案例。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为止数

字化学习还未真正常态化。为突破瓶颈，实现教育技术与学科的有效整合、主导-主体相结合，做到

“学教并重”，我们积极开展混合式学习的实践研究，逐步探索互联网+环境下混合式学习的教学结构、

教学设计、教学资源和教学范例方面的范式。下面将从拟解决问题、推进过程、项目成果、辐射效应

几个方面汇报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

一、拟解决问题

我们推进这个信息化项目，主要基于四方面的思考：

1.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为创造性而教”已成为当前教育界盛行的口号，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重点。在

实践研究中，我们通过课堂表现、多元评价等途径，让孩子能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开展学习，尤

其是在碰到困难时，他们能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会自我解决，为学生一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在学校发展过程中教师的专业素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突出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即要“主导—主体相结合”。每学期我们都会组织信息化系列培训，

提升教师深度融合、创新应用的意识，为教师专业发展找到合适的时机和途径，提升教师专业水平。

3.推动学校稳步发展；

学校人文化、教学化、项目化、信息化是当前学校教育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核心问题。我们通

过文献查阅、问卷调查确立研究方向，以混合式学习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为方向，从而形成具有校

本特色的“数字化教学模式”，使数字化课堂更具创造性、新颖性、趣味性，达到预设与生成的协调

统一，逐步彰显学校“勤美课堂”的特质。

二、推进过程

本项目将按三个阶段推进，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8 年 06 月——2018 年 9 月），主要做好项目方案的设计、申报、和论证；

第二阶段研究阶段（2018 年 10 月——2021 年 1 月），主要制定好学期实施计划，开展多种形式研究

活动，做好项目成果汇总；

第三阶段推广阶段（2021 年 02 月—— 2022 年 6 月），继续按学期计划实施项目，并努力将已有成果

进行推广应用。

我们从以下方面开展项目研究，

1、收集、整理并发展数字化学习、混合式学习的相关理论；

2、运用学教并重、板块三串式的教学设计理论进行整合教学设计；

3、创建主要学科的教学资源库，构建数字化学习环境；

4、创造适合学科特点的课程整合的教学范例；打造“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新型教学结构。

最终形成项目研究报告、论文集（混合式学习理论、范式、案例）、课程资源及课例汇编等方面

的成果。从而达到提高学生核心素养、提升教师业务水平、推进学校蓬勃发展的效果。

三、项目成果

项目组成员精心设计项目方案，紧紧围绕项目展开了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通过将信

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理想的教学环境，以实现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

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学习方式，达到自主探索、多重交互、情境创设、合作学习、

资源共享等多方面要求，从而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课堂的教学结构发生根本变

革，使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落到实处。

（1）新媒体奠定了开展混合式学习的基础

在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研究工作有序进行中。2015 年，我校被评为常州市第二批数字化学习试

点学校。2016 到 2018 学年中，学校更是投入百万余元，所有教室全部更新为智能教学一体机；教学

楼、综合楼实现了无线网络全覆盖，为开展混合式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2）新技术营造了开展混合式学习的平台

通过项目实施，初步搭建了学习平台，并在教研活动和日常教学中进行了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

有效整合了教学及评价工具，探索了授课助手、“完全演示”、班优大师等应用，使新技术真正走进日



常学习；逐步积累了各类教学资源，基本实现了教材数字化、光盘虚拟化、资源网络化……通过百度

云、群文件等实现了资源共享；

（3）新项目构建了开展混合式学习的模式

通过项目实施，融合了“线上和线下学习”；努力把“向资源学习”与“向人学习”相结合；拓

展了自主学习、小组学习、社群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构建了汤庄桥小学“勤美课堂”教学模式。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逐步理清思绪，明确研究方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项目组教师有多

篇论文发表和获奖；多位教师承担了市区级研讨课；项目组老师根据本项目开展的课题研究已经结题；

多位老师被评为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疫情期间，四年级组基于钉钉平台成功地组织的线上班会《我

们和春天有个约会》，生动地呈现了混合式学习的新样本。

（相关成果另行装订成册 PDF，阅读密码 xbq18013）

四、辐射效应

（1）在混合式学习的研究中，孩子们发展了能力，提升了素养：

通过课堂学习、课外活动、多元评价，

1、提高了学生的合作能力：创建了以智能机器、3D 打印为内容的创想空间，进一步拓展了学生

的视野，锻炼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激发了学生的自主能力：构建了学生“e 学习”校本课程，建立了学生为主体的数码宝贝团

队，多媒体教室、广播室、演播中心都活跃着孩子的身影；

3、培养了学生的探究能力：混合式学习的有效开展，学生对学习和活动产生了强烈的探究兴趣，

敢于质疑、敢于尝试、好奇心强，这些品质和能力将为学生终身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在混合式学习的研究中，教师也受益匪浅：

1、改变了教师的行为：教师在课堂中学会了新技术在教学中的常态应用，部分中老年教师主动

采用希沃套件、一起作业等 app 开展教学。在数次区级数字化学习研讨活动中，授课教师的课堂受到

与会专家和教师的一致好评；

2、转变了教师的理念：教师认识到任何新技术都是“基于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的理念，

确立正确的“技术观”。自觉地转变思维模式，创新教育应用，在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的同时不断

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通过项目研究我们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辐射效应。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还

有所欠缺，还需进一步研究。

1、理念亟需更新，转变思维模式对于开展混合式学习尤为重要。

2、需要顶层设计，在缺乏顶层设计、资源支撑和智库平台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时常迷茫乏力。

3、项目需要核心内驱力，学校、学科组、教师参与信息化活动的主动性还不够。



后续研究计划

1、加强项目目标管理，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

2、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深入探讨更符合实际的、更人性化的课堂教学范式。

3、进一步加强校际间的交流与协作，不断提高项目研究水平，促进项目研究的深入开展。

混合式学习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给传统的教学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在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环境下，合理利用混合式学习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它对小学生核心素养的

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