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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混合式教学（B-Teaching）的设计与实施分论坛专题



教学效果教学⾏行行为教学思想

倡导的理理论 
（外显的）

采⽤用的理理论 
（内隐的）

⽂文化 
习惯 
经验 
……

培训
研讨
论坛
……

提醒：新旧理理论与模式的冲突很正常
教学变⾰革是教师专业发展与修炼过程
     （悬置分歧+开放包容+探索创新）

倡导混合式教学：我的理理解和认识

混合式教学：科学+技术+艺术
教学有法
但⽆无定法
贵在得法

1.共性个性
2.创造性
3.技术⽀支撑



混合式教学实施：深度混合的应有之意

     混合的初⼼心：为了从教学层面上破解人才培养难题

✦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存在哪些问题 
✦通过变革教学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当下依靠混合式教学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解决问题的模式、方法、技术和路径是什么？ 
✦其他学校和教师在实践层面是如何做的？ 
✦还有哪些事情需要学科教师深入思考和探索？



系统思考 （道-战略略层⾯面）
学会如何做正确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s） 
一种逻辑抽象能力、整体观、系统观和全局观

关键技术（术-战术层⾯面）
学会如何正确地做事情（Do things  right ） 
一系列具体实践能力，程序、方法和工具

混合式教学实施：系统思考与关键技术

混合式教学

因何？

如何？

混合式教学实施：初心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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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教育教学变⾰革路路径: 追问环境⽣生态

如何⽤用技术在秩序与混沌边缘重构教育新⽣生态？
     

什么是信息化学习生态 
什么是“互联网+”生态 
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态 

思考：技术究竟是什么？

重构课程+创新教学



教学设计

检索与获取

采集与处理理

教学设计⽅方案

多媒体教学课件

微课等⽀支持材料料

教学实施

线上线下环境

信息化教与学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设计与制作

核⼼心问题：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师专业化+数字化学习资源+信息化教学设计
                  +信息化学习环境

⾼高校传统信息化教学：理理念技能与⽅方法



教为中⼼心 学为中⼼心

良 
构 
问 
题

劣 
构 
问 
题

低阶⽬目标 ⾼高阶⽬目标

⾼高校信息化教学：策略略空间与变⾰革路路径

A

B C

D



（美国斯隆联盟（Sloan Consortium）对不同教学方法的界定）

混合式教学的要义：超越简单时空混合

2.辅助教学

1.传统教学

没有使⽤用任何
信息技术

混合教学要义（⽬目标混合；混合时空；策略略混合） 
            课前+课中+课后（线上+线下；教师+学⽣生）



TPACK模型：培养信息化的专业化教师

TPACK模型是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的缩写，即整合技术的学科教
学知识，是美国学者科勒勒（Koehler）和⽶米什什拉（Mishra）于 2005 年年在舒尔曼（Shulman）
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PCK）的基础上提出的。



技术
（TK）

学科 
（CK）

教学法
（PK）

 学科（专业）
教学法 

信息化教学
资源

信息化教学
方法

信息化教学
设计能⼒

TPACK模型：培养信息化的专业化教师



1.解决与学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能力（劣构问题+高阶能力） 
2.发展深度认知与高阶思维能力（分析+综合+评价+创新） 
3.培育团队学习与团队协作能力（赏识+包容+感恩+协作） 
4.提升学生组织利用时间的能力（时间管理+计划管理） 
5.信息技术支持学习的能力；（学习能力+学习技术+元认知） 
6.获取、组织、提炼、评价与应用信息的能力（信息素养）

混合式教学：放⻜飞学习者

明确价值最求：混合式教学变⾰革的初⼼心



系统思考：混合式教学仅仅是第⼀一步

第⼀一步：独⽴立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切⼊入点）
第⼆二步：学科专业的项⽬目统合课程建设
第三部：基于⼯工作场境的跨学科微学位⼈人才培养

这才是混合式教学实施的系统思考；需要放弃那些关于要不不要开展混
合式教学的讨论；在道的层次上：我们仅仅是做了了⼀一件符合这个时代
需要的对的事情⽽而已。

                  

⾯面向教育3.0时代时代的
教育⽣生态重塑与学习⽅方式变⾰革

我们需要重构课程
我们需要创新教学 

我们需要破解⼈人才培养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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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组织与实施环节

教学设计
⾃自主学习任务单
教学资源的收集、制作与发布

课前学习活动的
设计与组织

学习问题的收集与整理理
课前⾃自主学习任务的汇报与展示
课堂讨论活动与展示

课堂教学活动的
设计与实施

团队基于项⽬目学习
学习成果的发布
学习问题的解决与整理理

课后学习活动的
组织与监督



混合式教学实施：⼋八个核⼼心要素

1.微课程的精细化教学设计
2.⾃自主学习任务单的设计与开发
3.线上学习资源的开发与配置
4.在线学习交流活动的策划与设计

5.课堂深度学习活动的设计与组织
6.课后研究性学习的设计与组织
7.学⽣生学习化团队的培育与管理理

8.混合式学习评价的设计与实施

学习单(1)
微视频(n)
线上学习

线下教学
学习活动

(线上学习资源)

(线下学习活动)

教学评价



1.教师建设提供线上学习资源
2.教师编写⾃自主学习任务单
3.学⽣生进⾏行行线上⾃自主学习
4.学⽣生提出深度研讨问题
5.师⽣生进⾏行行线上问题研讨

师⽣生（课前）学习准备活动：五⼤大任务

1.教师准备教案和⽀支持资源
2.学⽣生做与教学⽆无关的事情

传统教学
教师备课
学⽣生休闲

混合教学
提供资源
学⽣生学习
发现问题



学习平台的建设与使⽤用：混合式学习环境

课程平台⾸首⻚页课程资源⾸首⻚页

课程管理理⻚页⾯面

线上讨论⻚页⾯面

数据统计⻚页⾯面



1.教师反馈学⽣生线上学习情况
2.教师精讲单元重点学习内容
3.师⽣生研讨单元深度学习问题
4.学⽣生汇报展示团队学习成果
5.教师布置线上线下学习任务

课堂（课中）深度学习活动：五⼤大任务

1.教师系统讲授学习内容
2.学⽣生完整接受学习内容

传统课堂
讲授知识
教师主导

混合课堂
深度理理解
师⽣生协商



1.课程⽬目标内容要求简介
2.混合式教学与学法指导
3.线上学习平台资源介绍
4.线下课堂教学活动安排
5.线下课后团队学习组织
6.第⼆二次课前课中学习安排

混合式课堂第⼀一次教学设计：活动安排

1.教师讲解课程绪论（导论）
（⽬目标+内容+学法+评价）

传统课堂
第⼀一课

混合课堂
第⼀一课



混合学习模式第⼀一课：学习团队组建

教师提原则：跨班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课后
                     班⻓长划分；⼩小组选组⻓长；⼩小组介绍#； 
                     上课座次，⼩小组台签。
            



混合学习模式第⼀一课：期末课程评价

教师提原则：评价主体多元（教师+同学+组⻓长+个⼈人）
                      评价内容组成（线上+课堂+课后+考试）
                      过程评价与学习结果评价相结合
            



混合学习模式线上第⼀一课：平台资源



课堂教学顺利利开展的核⼼心：多元重构

    教学创新到课程变⾰革 

          重构课程内容
            多元学习路路径

全课程任务单



1.设计研究性学习的⽀支持材料料
2.指导研究性学习的团队创建
3.参与研究性学习的课题选择
4.监督研究性学习的过程实施
5.组织研究性学习的汇报评价

线下（课后）团队学习活动：五⼤大任务

1.学⽣生复习课堂学习内容
2.完成教师布置课后作业

传统课后
内化知识
学⽣生个⼈人

混合课后
能⼒力力提升
学⽣生团队



1.制作布置研究性学习任务的PPT
2.研究性学习过程与成果范例例的展示
3.研究性学习⽀支持性模板或材料料
4.制定研究性学习选题指南
   ⽀持材料：为什么要进⾏研究性学习；如何进⾏研究性学
习；学习成果和汇报形式；如何监督和评价

设计研究性学习的⽀支持材料料：课前准备



⼤大量量额外的教学指导任务：

   1.中⽂文数据库检索技巧
   2.课题（项⽬目）开题报告填写
   3.研究性学习计划的制定
   4.⼩小组研究性学习会议的召开
   5.学习⽇日志写作
   6.课程论⽂文撰写
   7.汇报形式指导（PPT、⽹网站、电⼦子杂志、视频）

   ……
   

第⼀一次组织研究性学习：困难要预⻅见



指导研究性学习的团队创建：团队学习

组建期
震荡期
规范期
执⾏行行期
解散期
 #

Robbins模型

卡曾巴赫（Katzenbach）和Smith模型h



1.基本问题（⼀一⻔门或多⻔门课程学完能解决的问题）

2.单元问题（⼀一章或多章课程学完能解决的问题）

3.具体问题（每⼀一章节中的有标准答案问题）

说明：⽼师（或学⽣）可以结合课程⽬标、完成时间、⼩组能
⼒，设计对学⽣有价值的和感兴趣的问题，给予学⽣适当指导。

建议：第⼀次选题尽量难度适中的真实劣构问题。

参与研究性学习的课题选择：核⼼心环节



1.组织开题活动（填开题报告；课堂汇报）
2.提供技术⽀支持（发现技术达⼈人；⼩小组指导）
3.线上⼩小组交流（QQ讨论组；微信群；平台PBL讨论区）

4.组⻓长沟通会议（合作问题；研究进展）
5.督促研究计划落实情况（计划表；时间线）
6.落实展示汇报情况（展示形式；汇报时间；组织形式）
7.组织制定评价标准 （量量规制定；评价⽅方式）  

监督研究性学习的过程实施：指导协调



1.展示汇报内容（研究过程；研究成果）
2.展示汇报形式（PPT；⽹网站；电⼦子杂志；视频……）

3.组织评价成员（组⻓长成员；评价标准；打分；评级）
4.提交学习成果（开题报告；会议记录；学习⽇日志；课程论⽂文）
5.进⾏行行多元评价（个⼈人⾃自评；⼩小组评价；组⻓长评价；教师评价）

组织研究性学习的汇报评价：多元评价

研究性学习活动建议进⾏行行线下课堂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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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混合式教学经历：本科教学



课堂教学情况



课程教学评价

▪ 创新课程评价⽅方式：   评价主体多元（教师+同学+组⻓长+个⼈人）；评价内容

组成（线上+课堂+课后+考试）；过程评价与学习结果评价相结合



课堂学习活动 ⼩小组展示课前团队学习成果

✤ 课前团队学习任务布置

1. 素描纸码书设计制作 
2. 小组简单介绍 
3. 思维导图制定团队学习计划 
4. 自主看微课梳理单元深度研讨问题 
5. 小组成员选择知识点设计制作微课 
6. 微课上传腾讯视频，制作二维码 
7. 小组公众号推送相关资源 
8. 准备观摩课展示汇报

✤ 学习技术修炼
1. 思维导图-学习计划（目标导向技术） 
2. 视频编辑-小组视频介绍 
3. CS软件-微课制作 
4. 微信公众号-信息推送（生成资源） 
5. 二维码技术-信息推广

✤ 学习理论修炼
1. 信息加工模型+专家智慧 
2. 脑科学+科学用脑 
3. 情境认知+建构主义学习 
4. 元认知+学习监控



课堂学习活动 课堂深度问题研讨（举例例展示）

✤ 10000小时定律（视频）✤ 新手和专家在学习和认
知上的差异，如何才能
更快的成为专家？ 

    小组研讨 
发表观点

画成思维导图（纸、电脑）； 
发送到班级微信群。 给学⽣生推送微信，⼿手机连电脑展示



学⽣生学习成果展示情况



混合式学习团队⼩小组视频介绍



混合式学习团队⼩小组微课视频展示



未来⽀撑教学发展的两⼤关键词：⼈人⼯工智能技术+学习科学

混合式教学未来思考：⾛走向教改的深⽔水区

             资源建设
              码书⽀支持
              分层教学 
              AI+ ⽀支撑 
              慕课上线

从教育信息化⾛走向教育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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