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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 智 能 等 新 技 术 的 指 数 级 加 速 发 展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推 动 教 育 发 生 深 刻 的 变 革。 在 前 疫 情 时 代， 一 系 列 教 育

变 革 已 然 发 生， 包 括 数 字 化、 课 程 多 样 化、 游 戏 化 和 学 习 经 验 的 数 据 化。 而 新 冠 肺 炎 的 全 球 大 流 行 则 加 速 了 这

种蜕变，促成疫情时代教育教学新模式的常态化，并带来了许多有待解决的挑战，如关于将学习者的特征、背景、

情况和能力的多样性真正纳入教育政策、课程和教学法的主流，以及支持教学、学习和评估过程方面等的挑战。

为 了 应 对 这 些 重 要 挑 战， 同 时 前 瞻 性 地 思 考 未 来 教 育 的 情 景， 有 必 要 重 新 设 想 一 个 变 革 性 的、 充 满 希 望 的、 鼓

舞人心的教育教学新常态。

在此背景下，2021 年 3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UNESCO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UNESCO-IBE） 发 布 了 主 题 为 " 混 合 式 教 育、 学 习 和 评 价 " 的 倡 议（Hybrid Education，Learning and 

A ssessment，HELA）。IBE 于 1925 年 在 瑞 士 日 内 瓦 成 立， 由 知 名 心 理 学 家 让· 皮 亚 杰 主 持 发 展 了 近 40 年，

后 并 入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主 要 聚 焦 国 际 比 较 教 育。 目 前 已 成 为 全 球 卓 越 课 程 中 心， 并 在 促 成 联 合 国 成 员 国 达

成关于创新课程的全球共识和相关专业知识方面享有盛誉。HELA 倡议是为了支持全世界的国家在整合面对面和

远 程 教 育 方 面 能 够 识 别、 开 发、 实 验、 评 估、 循 证 并 且 最 有 效 的 规 模 化 基 于 证 据 地 教 育 教 学 创 新 模 式， 从 而 帮

助 学 习 者 做 好 准 备， 迎 接 生 活 中 的 多 种 挑 战， 抓 住 其 作 为 个 人、 市 民、 工 作 人 员、 企 业 家 和 社 区 成 员 等 多 重 身

份的发展机遇。

基 于 上 述 倡 议，UNESCO-IBE 于 2021 年 6 月 委 托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由 互 联 网 教 育 智 能 技 术 及 应 用 国 家 工 程

研究中心（CIT）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创新研究院）成立联合执行工作组，研制混合式教育、

学习和评价的指导框架。CIT 于 2017 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成立，由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承担单位，联合清华

大 学、 中 国 移 动、 网 龙 华 渔 教 育 和 科 大 讯 飞 等 单 位 共 同 组 建。CIT 团 队 基 于 其 在 智 慧 教 育、 人 工 智 能 教 育 应 用

和混合式教育领域的长期科研积累为本报告的内容研制奠定了基础。创新研究院成立于 2014 年，是教育部办公

厅 正 式 备 案 的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二 级 机 构。 创 新 院 团 队 在 教 育 基 本 规 律 和 青 少 年 身 心 发 展 规 律 方 面 具 有 深 厚 积 累，

以 此 对 本 报 告 的 研 制 提 供 了 强 有 力 的 支 持。 联 合 工 作 组 基 于 混 合 式 学 习 和 弹 性 教 学 的 理 念， 整 合 了 UNESCO-

IBE 近 年 来 发 表 的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观 点， 充 分 考 量 了 人 工 智 能 等 新 技 术 在 创 新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的 作 用， 编 制 了 本 指

导 框 架。 该 框 架 明 确 了 为 实 施 混 合 式 教 学 和 评 价 需 要 采 用 的 重 要 策 略， 旨 在 为 变 革 课 程 和 教 学 等 方 面 的 实 践 提

供指南，从而支持广泛应用技术实现支持教、学和评价的混合式学习和弹性教学，促进人的能力培养和教育公平，

并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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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 兴 技 术 的 发 展 推 动 了 教 育 领 域 的 系 统 性 变 革 。 与 此 同 时 ， 新 冠 疫 情

为 疫 前 、 疫 中 、 疫 后 的 教 学 、 学 习 与 评 价 活 动 带 来 了 一 系 列 挑 战 ， 亟 待

教 育 工 作 者 采 取 应 对 措 施 。 在 此 背 景 下 ， 全 球 各 地 采 用 了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在

线 课 程 、 在 线 同 步 教 学 、 自 适 应 学 习 等 各 种 新 方 法 ， 并 将 其 灵 活 组 合 ， 以

满 足 不 同 地 方 的 个 性 化 需 求 。 为 整 合 并 推 广 各 地 经 验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国 际 教 育 局 ( U N E S C O - I B E ) 提 出 了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 H y b r i d  

E d u c a t i o n ,  l e a r n i n g  a n d  A s s e s s m e n t ,  H E L A ) 的 概 念 和 倡 议 。 根 据 该

项 倡 议 ， 本 报 告 探 讨 了 对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深 层 次 理 解 。 为 帮 助

教 育 工 作 者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 我 们 提 出 了 促 进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关 键 要 素 ， 指 出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中 涉 及 的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方 ，并 分 析 了 各 相 关 方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应 发 挥 的 作 用 和 承 担 的 责 任 。此 外 ，

我 们 还 介 绍 了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教 学 模 式 ， 向 课 程 专 家 、 学 术 顾

问 以 及 教 师 培 训 人 员 展 示 了 混 合 式 教 育 过 程 的 关 键 阶 段 。 鉴 于 人 工 智 能 对

教 育 领 域 的 影 响 日 益 增 长 ， 我 们 还 详 细 阐 述 了 可 用 于 支 持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主

要 人 工 智 能 应 用 。 由 于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在 引 导 教 育 领 域 深 度 变 革

方 面 具 有 巨 大 潜 力 ， 我 们 建 议 将 其 作 为 一 种 创 新 的 模 式 来 推 动 未 来 教 育 的

发 展 。因 此 ，应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将 其 推 广 运 用 ，助 力 面 向 新 生 代 的 教 育 事 业 ，

助 力 实 现 联 合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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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 新 冠 疫 情 之 前 ， 新 的 数 字 技 术 已 在 改 变 着 教 育 的 模 式 、 内 容 和 涵 义 ( D e c u y p e re ，

2 0 1 9 ) 。 这 些 变 化 也 带 来 了 许 多 需 要 克 服 的 挑 战 ， 比 如 ， 在 教 育 政 策 、 课 程 和 教 学 法 中 ，

真 正 考 虑 多 样 化 学 习 者 的 个 人 差 异 、 背 景 、 所 处 境 况 和 能 力 ， 并 为 教 学 、 学 习 和 评 价 过 程

提 供 支 持 。

与 此 同 时 ， 教 育 领 域 也 在 不 断 经 历 着 发 展 和 变 革 。 传 统 教 育 哲 学 在 演 进 ， 改 变 了 教 师

的 角 色 、学 生 的 期 望 和 教 育 的 目 的 。例 如 ，行 为 主 义 学 习 理 论 重 视 的 是 学 生 与 环 境 的 互 动 ，

以 及 学 生 对 刺 激 的 反 应 ( E r t m e r  &  N e w b y ，2 0 1 3 ) 。而 认 知 主 义 学 习 理 论 则 强 调 认 知 过 程 ，

如 批 判 性 思 维 和 问 题 解 决 ( S n e l b e c ke r ， 1 9 8 3 ) 。 建 构 主 义 学 习 理 论 则 鼓 励 教 育 工 作 者 将

学 习 者 置 于 教 育 过 程 的 中 心 ， 探 索 文 化 如 何 影 响 学 习 者 的 信 念 和 体 验 。

基 于 上 述 教 育 理 论 的 演 变 ， 教 育 实 践 在 技 术 的 支 撑 下 也 发 生 了 变 革 。 技 术 平 台 的 指 数

级 加 速 发 展 已 经 渗 透 到 教 育 界 ， 并 引 起 了 一 系 列 重 大 改 变 ： ( 1 )  数 字 化 。 教 育 产 品 发 生 了

数 字 化 ， 泛 在 的 、 即 时 可 享 的 、 使 用 方 便 的 分 发 模 式 超 越 了 时 间 和 空 间 的 限 制 ； ( 2 )  课 程

扩 展 和 多 样 化 。这 有 利 于 实 现 学 习 体 验 的 个 性 化 ，并 使 教 育 真 理（ t r u t h ）的 来 源 日 益 分 散；

( 3 )  学 习 体 验 的 游 戏 化 和 密 集 化 为 新 的 范 式 打 开 了 大 门 ， 通 过 进 入 虚 拟 体 验 、 游 戏 和 沉 浸

性 的 奇 幻 世 界 来 吸 引 学 生 并 使 之 着 迷 ； ( 4 )  学 习 经 历 的 数 据 化 与 数 字 化 相 结 合 ， 产 生 了 教

育 算 法 和 分 析 技 术 。 这 些 变 革 有 助 于 形 成 一 种 教 育 教 学 新 的 生 态 系 统 ， 其 中 的 学 习 环 境 将

与 传 统 形 态 显 著 不 同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c ）。 黄 荣 怀 等 （ 2 0 1 3 ） 梳 理 了 传 统 数 字 学 习

环 境 与 智 慧 学 习 环 境 之 间 的 主 要 差 异 ( 见 表 1 . 1 ) 。

新 冠 疫 情 加 速 了 教 育 变 革 ( D h a wa n ， 2 0 2 0 ) 。 具 体 而 言 ， 疫 情 期 间 以 及 后 疫 情 时 代 ，

各 国 都 面 临 着 挑 战 ， 需 要 有 效 应 对 疫 情 带 来 的 直 接 的 破 坏 性 影 响 与 冲 击 。 这 需 要 总 结 现 有

经 验 ， 构 想 具 有 变 革 性 、 又 鼓 舞 人 心 的 新 常 态 。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 已 经 开 始 推 广 相 关 政 策 和

实 践 ， 通 过 替 代 性 方 法 来 推 动 教 育 的 持 续 发 展 和 变 革 。 后 疫 情 时 代 涌 现 出 的 解 决 方 案 进 一

步 改 变 了 教 育 、学 习 和 评 价 的 方 式 ，从 而 应 对 教 育 领 域 的 全 球 性 挑 战 。这 些 方 法 有 在 线 学 习 、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在 线 课 程 ( M O O C ) 、 直 播 教 学 等 。 这 些 解 决 方 案 经 过 进 一 步 灵 活 组 合 ， 已 用

于 应 对 上 述 挑 战 。

受 全 球 经 验 的 启 发 ， 本 报 告 旨 在 进 一 步 明 晰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概 念 ， 并 为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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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 包 括 欠 发 达 国 家 和 地 区 ） 的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 专 家 、 教 学 顾 问 和 教 师 培 训 人 员 提 供 指 导

框 架 。 为 课 程 、 教 学 法 和 教 学 的 调 整 提 供 指 导 ， 通 过 广 泛 且 有 目 的 地 将 技 术 运 用 于 教 学 、

学 习 与 评 价 活 动 ， 支 持 混 合 式 学 习 和 灵 活 教 学 。

表 1 . 1   传 统 数 字 学 习 环 境 和 智 慧 学 习 环 境 之 间 的 差 异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1 3 ) 。

维度 数字学习环境 智慧学习环境

学习资源

1）基于富媒体的数字资源；

2）在线访问成为主流；

3）用户选择资源。

1）数字资源不依赖设备；

2）无缝连接或自动同步变得流行；

3）按需提供资源

学习工具

1）全功能合一的工具、系统化工具；

2）学习者评判技术环境；

3）学习者评判判断学习情境。

1）专业化工具、小型化工具；

2）自动感应的技术环境；

3）自动识别学习情境。

学习社区

1）聚焦在线交流的虚拟社区；

2）自主选择的社区；

3）限于信息技能。

1）与真实的移动互联社区结合，

随时随地交流；

2）自动匹配社区；

3）依赖媒体素养。

教学社区
1）难以形成社区，对经验高度依赖；

2）使区域社区成为可能。

1）自动形成社区，高度关注用户体验；

2）使跨区域社区成为流行趋势。

学习方法

1）关注个体的知识建构；

2）关注低层次认知目标；

3）统一评价要求；

4）兴趣成为学习方法多样性的关键。

1）突出社区协作的知识建构；

2）注重高层次的认知目标；

3）多种评价要求；

4）思考成为学习方法多样性的关键。

教学方法

1）强调资源设计和解释；

2）根据学习者的行为对学习结果进

行总结性评价；

3）观察学习行为。

1）强调活动设计和指导；

2）根据学习者的认知特点，

对学习结果进行适应性评价；

3）对学习活动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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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混合式教育、学习与评价

2 . 1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概 念

目 前 ， 一 些 国 家 已 经 开 始 对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活 动 进 行 变 革 ， 以 应 对 培 养 新 生 代 的 需

求 。 随 着 这 些 实 践 的 推 进 ， 迫 切 需 要 重 新 思 考 教 育 发 展 的 水 平 、 供 给 和 环 境 。 这 样 催 生

出 将 面 对 面 教 育 与 线 上 教 育 相 融 合 的 思 路 。 这 种 模 式 称 为 “ 混 合 式 教 育 ” 。 混 合 式 教 育

要 求 重 新 审 视 不 同 教 育 水 平 、 环 境 和 资 源 供 给 的 目 的 、 内 容 和 发 展 情 况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 。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通 过 以 下 方 式 促 进 可 持 续 教 育 的 设 计 、 开 发 和 评 价 模

式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 。

1 )   将面对面的学习与线上学习结合并整合起来，以个性化的方式为所有学习者提供学习机会。

2 )   不 采 用 一 刀 切 的 组 织 模 式 ， 各 教 育 中 心 也 并 非 以 同 等 的 和 固 定 的 方 式 运 作 。

3 )   主 要 特 点 是 对 基 本 知 识 与 核 心 能 力 的 精 心 选 择 、 设 置 优 先 度 和 排 序 。

4 )   重 新 思 考 课 程 中 知 识 的 结 构 和 层 次 ， 以 及 重 新 审 视 教 学 的 时 间 安 排 。

5 )   重 新 定 义 教 育 工 作 者 与 学 生 之 间 的 关 系 。

6 )   需 要 在 教 育 和 社 会 政 策 之 间 进 行 新 的 对 话 和 建 构 。

7 )   积 极 主 动 地 使 用 技 术 ， 为 知 识 的 无 障 碍 产 生 、 流 通 和 传 播 提 供 更 多 机 会 。

8 )   为 重 新 思 考 学 校 、 学 习 者 、 学 生 、 家 庭 和 社 区 之 间 的 关 系 提 供 独 一 无 二 的 机 会 。

混 合 式 学 习

混 合 式 学 习 是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中 的 一 大 核 心 要 素 。 Sta ke r 和 H o r n （ 2 0 1 2 ）

将 混 合 式 学 习 定 义 为 ， 学 生 学 习 的 内 容 至 少 有 一 部 分 是 在 线 教 授 内 容 的 正 规 教 育 项 目 。 这

种 情 况 下 ， 学 生 可 在 家 中 单 独 掌 控 学 习 的 时 间 、 地 点 、 路 径 以 及 节 奏 。

根 据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 2 0 2 0 ） 给 出 的 普 适 性 定 义 ， 混 合 式 学 习 是 指 “ 一 种

将 远 程 学 习 和 面 对 面 学 习 相 结 合 ，以 改 善 学 生 体 验 ，并 确 保 学 习 连 续 性 的 学 习 方 式 ”

（ 第 1 1 页 ） 。

术 语 1   混 合 式 学 习 ( H y b r i d  l ea r n i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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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合 式 学 习 有 时 也 称 为 B l e n d e d  Lea r n i n g ， 是 指 有 3 0 % - 7 9 % 的 课 程 内 容 在 网 上 教

授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a ) 。与 之 相 反 ，“ 面 对 面 ”教 学 指 不 超 过 2 9 % 的 内 容 在 网 上 教 授 ，

包 括 传 统 课 程 和 网 络 辅 助 课 程 。而 网 络 课 程 则 是 指 至 少 有 8 0 % 的 课 程 内 容 是 在 网 上 教 授 的 。

受 新 冠 疫 情 期 间 的 教 育 实 践 推 动 ，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 O n l i n e - M e rge - o f f l i n e ,  O M O ) 的

学 习 方 式 成 为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一 种 新 形 式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1 ) 。 这 种 模 式 依 靠 混 合 性 的 基

础 设 施 和 开 放 教 育 实 践 ( O p e n  Ed u cat i o n a l  P ra ct i ce ,  O E P ) ， 将 线 上 和 线 下 学 习 空 间 实

时 融 合 在 一 起 ， 同 时 在 实 体 课 堂 和 线 上 课 堂 对 学 生 进 行 无 缝 教 学 。 在 无 线 设 备 的 支 持 下 ，

发 展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课 堂 框 架 是 可 行 的 ， 可 以 提 供 基 于 云 的 服 务 ， 包 括 数 据 分 析 过 程 。 这 意

味 着 ， 在 理 想 的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的 学 习 模 式 下 ， 无 论 采 取 线 上 还 是 线 下 的 方 式 ， 技 术 和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都 可 以 促 进 师 生 之 间 的 沟 通 与 互 动 ， 即 使 师 生 处 于 不 同 的 学 习 空 间 也 是 如 此 。 其

目 标 是 提 供 真 实 而 具 有 创 新 性 的 学 习 体 验 ， 让 教 师 更 灵 活 地 同 时 进 行 线 上 和 线 下 教 学 。 例

如 ， 在 一 项 关 于 在 英 语 课 堂 上 使 用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学 习 模 式 的 案 例 研 究 中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1 a ) ，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的 课 堂 采 用 配 备 了 智 能 笔 的 互 动 板 ， 实 体 课 堂 和 线 上 课 堂 中 的 学 生

在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合 作 完 成 各 种 英 文 句 子 ( 即 填 空 式 的 学 习 活 动 ) 。 这 种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的 学 习

场 景 可 以 促 进 线 上 和 线 下 学 生 之 间 的 学 习 互 动 ， 而 不 受 学 习 空 间 的 限 制 。 此 外 ， 线 上 和 线

下 的 学 生 都 可 以 体 验 学 习 互 动 ， 并 获 得 老 师 以 及 同 学 在 线 上 和 线 下 的 口 头 反 馈 。 表 2 . 1 展

示 了 传 统 混 合 式 学 习 和 新 型 混 合 式 学 习 ( 即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学 习 ) 之 间 的 区 别 。

表 2 . 1  传 统 与 新 型 混 合 式 学 习 ( 即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学 习 )

维  度 传统混合式学习 新型混合式学习（线上线下融合学习 )

环   境 线上和线下
沉浸式与融合式的线上线下环境；
智能线下环境（例如传感器、互动板等）；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线下环境（可移动的桌椅等）

资   源 印刷和数字资源 印刷型和数字式开放教育资源

教学法 数字教学法
开放教育实践
（开放式教学法、开放式评价；开放式合作）

评    价 线上线下评价方法 多模式学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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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促 进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关 键 要 素  

混 合 式 教 育、 学 习 与 评 价（HELA） 作 为 教 育 发 展 的 新 趋 势（UNESCO-IBE, 2021a），

理应推广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混合式教育、学习与评价在全国范围的实施（见图

2.1），有必要考虑可靠的基础设施（Huang et al.,  2020a）、用户体验友好的技术（Huang 

et al.,  2020b）、易获得的数字资源（Camilleri & Camilleri,  2017）、教学策略（Borich, 

2014）、 持 续 评 价（UNESCO-IBE, 2015）、 教 与 学 的 支 持（Wang et al.,  2021a）、 利 益

相关方合作（Huang et al.,  2020a），以及建立灵活混合式教育的教学组织（同上）。国家

或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可以以推动混合式教育、学习与评价的发展为契机，促进信息与通信技

术（ICT）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推进应用和运行机制上的创新、合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创新

教育服务的供给形式，进而促进全国范围内教育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升级。

1 )    可 靠 的 基 础 设 施

完 善 全 国 范 围 内 的 基 础 设 施 对 于 深 入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育 、学 习 与 评 价 具 有 决 定 性 的 作 用 。

确 保 提 供 可 靠 的 基 础 设 施 是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首 要 关 键 因 素 ， 特 别 是 要 提

供 稳 定 且 高 速 的 互 联 网 、 存 储 和 计 算 服 务 器 、 教 学 和 学 习 设 备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a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  Wa n g  et  a l . ,  2 0 2 1 a ） 。

●  稳 定 且 高 速 的 互 联 网 ： 网 络 环 境 对 于 支 持 不 同 的 活 动 至 关 重 要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b ） ， 比 如 采 用 视 频 会 议 的 同 步 网 络 教 学 、 通 过 访 问 或 下 载 数 字 学 习 资 源 实 现 的 异 步

图 2.1 混合式教育、学习与评价的全国推广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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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 学 习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1 a ） ， 以 及 通 过 社 交 软 件 与 同 学 进 行 合 作 学 习 。 网 络 不 佳

将 使 学 生 很 难 参 与 混 合 式 教 育 （ A l -S a l m a n  &  H a i d e r,  2 0 2 1 ） ， 甚 至 产 生 负 面 认 知 。 政

府 的 责 任 包 括 提 供 高 速 稳 定 的 网 络 （ Wa n g  et  a l . ,  2 0 2 1 a ） ， 向 校 园 推 广 5 G 、 I P v 6 和 新

一 代 W i F i 等 网 络 技 术 ， 并 加 快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的 迭 代 升 级 。

●  存 储 和 计 算 服 务 器 ： 充 足 的 数 据 存 储 空 间 和 服 务 器 计 算 能 力 可 以 为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发 展 提 供 充 分 支 持 。 数 据 存 储 作 为 数 据 分 析 的 基 础 ， 是 加 强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必

要 基 础 。 此 外 ，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涉 及 新 的 智 能 设 备 和 软 件 。 运 行 这 些 设 备 和 软 件

会 产 生 大 量 数 据 计 算 方 面 的 需 求 ， 对 目 前 的 服 务 计 算 能 力 构 成 挑 战 。 此 外 ， 混 合 式 学 习 过

程 中 会 产 生 海 量 的 数 据 ，这 也 需 要 更 大 的 存 储 空 间 来 保 存 数 据 文 件 。因 此 ，为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提 供 数 据 存 储 服 务 和 计 算 服 务 尤 为 重 要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b ） 。

●  教 学 和 学 习 设 备 ：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涉 及 使 用 数 字 资 源 进 行 在 线 和 面 对 面

教 学 ， 这 需 要 教 师 和 学 生 有 可 靠 的 设 备 来 参 与 学 习 过 程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 。 教 师

可 以 使 用 教 学 设 备 来 创 建 课 程 资 源 、 采 用 多 媒 体 教 室 或 在 线 平 台 来 开 展 课 堂 教 学 ， 并 通 过

计 算 机 进 行 数 据 分 析 以 评 价 教 学 效 果 。 此 外 ， 学 生 需 要 使 用 计 算 机 、 智 能 平 板 电 脑 或 其 他

设 备 来 参 与 混 合 式 学 习 。 互 动 、 在 线 协 作 和 独 立 学 习 都 需 要 使 用 学 习 设 备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1 a ） 。 在 优 化 方 面 ， 政 府 可 以 考 虑 分 发 适 合 学 生 使 用 的 个 人 学 习 终 端 、 推 广 数 字 资 源 ，

以 及 为 面 对 面 和 远 程 的 个 性 化 学 习 提 供 支 持 。

2 )    用 户 体 验 友 好 的 技 术

以 可 靠 的 基 础 设 施 为 基 础 ， 第 二 个 关 键 因 素 是 为 学 生 、 教 师 和 管 理 人 员 提 供 各 类 工

具 、 软 件 和 系 统 。 为 了 确 保 教 师 和 学 生 获 得 良 好 体 验 ，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技 术

可 以 是 用 户 友 好 型 的 ， 其 中 包 括 学 习 促 进 / 评 价 工 具 、 课 程 创 作 工 具 和 学 习 管 理 系 统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b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 。

●  学习促进 / 评价工具：具有良好用户体验的学习工具更容易受到学生的青睐和使用，

从 而 开 发 主 动 学 习 的 潜 力（UNESCO-IBE,  2021a）。 易 于 使 用 的 评 价 工 具 也 可 以 给 教 师 的

使用带来便利，支持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具有个性化学习功能的学习工具可以支持整个学习

干 预 过 程， 帮 助 师 生 掌 握 当 前 的 学 习 效 果（Al-Salman & Haider,  2021）。 在 线 教 育 平 台

为师生提供了易于使用的体验，并支持在线和面对面地教学（UNESCO-IBE,  2021a）。

●  课 程 创 作 工 具 ： 教 师 需 要 创 作 适 合 在 线 和 面 对 面 教 学 的 课 程 材 料 ， 因 此 教 师 需 要

配 备 用 户 体 验 良 好 的 课 程 创 作 工 具 。 教 师 可 以 创 建 具 有 互 动 功 能 且 基 于 演 示 文 稿 的 课 件 和

配 套 的 多 媒 体 材 料 ， 以 帮 助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b ） 。 为 了 促 进 课 程 创 作

工 具 的 供 应 和 开 发 ， 有 关 部 门 可 以 呼 吁 更 多 的 企 事 业 单 位 参 与 进 来 分 享 课 程 材 料 ， 并 鼓 励

教 育 软 件 的 开 源 共 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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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管理系统 (LMS)：LMS 可以为师生提供便捷、有效的功能 (Huang et al., 2020b)。加 强

L M S 在 知 识 生 产 、 资 源 共 享 、 学 习 支 持 、 监 督 评 价 、 管 理 决 策 等 方 面 的 功 能 ， 实 现 教 育 教

学 全 过 程 的 应 用 服 务 ， 最 终 优 化 教 学 效 率 和 质 量 。

3 )    易 获 得 的 数 字 资 源

数 字 资 源 已 经 成 为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不 可 缺 少 的 重 要 资 源 。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 如 大 数 据 、 云 计 算 等 ) 的 发 展 为 数 字 资 源 的 开 发 提 供 了 便 利 条 件 。 为 教 师 和 学 生 提 供

便 于 使 用 的 数 字 资 源 是 需 要 考 虑 的 第 三 个 关 键 因 素 ， 特 别 是 在 互 动 和 多 媒 体 资 源 、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和 M O O C 以 及 沉 浸 式 学 习 资 源 方 面 ( C a m i l l e r i  & C a m i l l e r i ,  2 0 1 7 ) 。

●  互 动 和 多 媒 体 资 源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和 学 习 中 ， 互 动 资 源 可 以 帮 助 学 生 获 得 更 多 的

学 习 体 验 ( L i u ,  2 0 1 7 ) 。 课 程 资 源 包 括 视 频 、 音 频 、 文 字 、 图 片 等 ， 可 以 方 便 学 生 参 与 混 合

式 教 育 、 促 进 学 生 主 动 学 习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1 9 ) 。 政 府 可 以 提 供 资 金 ， 鼓 励 教 育 资 源 生

产 机 构 扩 大 资 源 共 享 ， 并 支 持 学 校 、 教 师 、 出 版 单 位 、 资 源 开 发 企 业 等 参 与 数 字 教 育 资 源

的 共 享 。 图 书 馆 、 博 物 馆 、 科 技 馆 等 可 以 向 教 师 和 学 生 分 享 所 有 资 源 。 数 字 教 育 资 源 共 享

计 划 可 以 丰 富 互 动 和 多 媒 体 资 源 。

●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 O E R ) 和 大 型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 M O O C ) ：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是 指

“ 保 留 在 公 共 领 域 的 或 者 保 留 在 根 据 开 放 式 许 可 证 发 布 的 版 权 下 的 、 允 许 他 人 无 偿

获 取 、 再 利 用 、 重 新 使 用 、 改 编 和 重 新 发 布 的 任 何 格 式 和 媒 介 的 学 习 、 教 学 和 研 究

资 料 ( U N E S CO ,  2 0 1 9 a ) ” 。 已 经 发 布 的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和 大 型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资 源

（ K a p l a  &  H a e n l e i n ,  2 0 1 6 ）为 学 生 提 供 了 使 用 和 分 享 全 球 优 质 课 程 资 源 的 机 会

（ M a s s o n ,  2 0 1 4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b ） 。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帮 助 教 师 节 省 了 更 多 的 课 程 开

发 时 间 ， 允 许 教 师 更 加 关 注 教 学 过 程 和 结 果 。

●  沉 浸 式 学 习 ( I m m e r s i v e  Lea r n i n g ,  I L ) 资 源 ： 混 合 式 教 育 工 作 者 可 以 积 极 考 虑 使

用 沉 浸 式 学 习 资 源 ， 帮 助 激 发 学 生 的 学 习 欲 望 ( H e rg u e u x  &  J a cq u e m et ,  2 0 1 5 ) 。 沉 浸 式

学 习 资 源 还 可 以 增 强 学 习 体 验 。例 如 ，学 生 可 以 使 用 虚 拟 现 实 来 获 得 沉 浸 式 体 验 ，3 D 投 影

可 以 帮 助 学 生 获 得 更 宏 观 的 视 野 。 政 府 可 以 出 台 支 持 性 政 策 ， 促 进 基 于 人 工 智 能 和 虚 拟 现

实 等 新 技 术 的 I L 资 源 开 发 。 教 师 可 以 建 立 基 于 互 联 网 的 虚 拟 实 验 室 ， 用 于 技 术 培 训 和 探 索

性 学 习 。

4 )    教 学 策 略

混 合 式 学 习 包 含 了 在 线 学 习 和 面 对 面 学 习 ， 需 要 同 时 更 新 教 学 和 学 习 方 法 才 能 达 到 最

佳 效 果 ， 所 以 选 择 适 当 的 教 学 策 略 是 第 四 个 需 要 考 虑 的 关 键 因 素 。 混 合 式 教 育 为 使 用 多 样

化 的 教 学 策 略 提 供 了 机 会 （ B o r i c h ,  2 0 1 4 ； G o rd o n ,  2 0 1 4 ） ， 可 以 从 三 个 角 度 来 确 保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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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开 展 ： 以 学 习 者 为 中 心 的 教 学 ， 开 放 教 育 教 学 法 ， 以 及 个 性 化 学

习 方 法 （ T l i l i  et  a l . ,  2 0 1 9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 。

●  以 学 习 者 为 中 心 的 教 学 ： 学 习 者 的 认 知 和 参 与 对 教 学 和 学 习 的 成 功 至 关 重 要 。 以

学 习 者 为 中 心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教 学 策 略 有 助 于 发 挥 学 习 者 的 主 动 性 、 积 极

性 和 创 造 性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 。 教 师 和 管 理 人 员 可 以 让 学 习 者 参 与 到 整 个 学 习 过

程 中 来 ， 为 学 习 者 习 得 知 识 和 技 能 提 供 支 持 （ B o r i c h ,  2 0 1 4 ） 。 教 师 可 以 在 课 程 准 备 中 考

虑 学 习 场 景 ， 设 计 符 合 学 习 者 认 知 水 平 的 学 习 材 料 。 此 外 ， 教 师 可 以 在 教 学 活 动 中 经 常

与 学 习 者 交 流 ， 帮 助 学 习 者 解 决 困 难 。 上 述 活 动 和 整 个 教 学 的 设 计 都 应 以 学 习 者 为 中 心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1 9 ） 。

●  开 放 教 育 ： 随 着 互 联 网 的 发 展 ， 混 合 式 教 育 不 再 局 限 于 传 统 课 堂 ， 其 中 还 可 以 纳

入 更 多 的 开 放 教 育 策 略 。 开 放 教 育 可 以 让 学 生 通 过 实 践 探 索 获 得 知 识 ， 激 发 学 生 不 断 探 索

的 兴 趣 。 开 放 教 育 可 以 增 加 学 习 者 获 得 优 质 教 育 内 容 的 机 会 ， 从 而 帮 助 学 习 者 实 现 自 我 学

习 和 终 身 学 习 。 再 加 上 容 易 获 得 的 数 字 资 源 ， 开 放 教 育 可 以 帮 助 学 习 者 更 深 入 地 理 解 学 科

内 容 ， 而 所 有 这 些 都 体 现 了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的 理 念 （ T l i l i  et  a l . ,  2 0 1 9 ） 。

●  个 性 化 学 习 方 式 ： 个 性 化 学 习 方 式 是 根 据 学 习 者 的 不 同 特 点 来 帮 助 学 生 实 现 个 人

发 展 目 标 的 一 种 学 习 方 式 （ Wa n g  et  a l . ,  2 0 2 1 b ） 。 学 习 者 可 开 展 个 性 化 学 习 ， 无 论 是 在

课 堂 上 还 是 通 过 独 立 学 习 ， 都 可 获 得 专 属 的 学 习 策 略 。 个 性 化 学 习 的 开 展 尊 重 了 学 习 者 的

兴 趣 和 偏 好 ， 帮 助 学 生 成 为 自 我 激 励 的 积 极 学 习 者 （ D a v i d s o n  &  M a j o r,  2 0 1 4 ） 。 个 性

化 学 习 方 法 还 采 用 信 息 、 内 容 、 技 能 和 支 持 工 具 ， 在 以 学 习 者 为 中 心 的 环 境 中 一 切 为 学 习

者 服 务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 。 学 校 可 以 从 上 述 角 度 加 强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应 用 。

5 )    持 续 评 价

评 价 不 应 仅 仅 看 作 是 衡 量 学 生 所 学 的 一 种 方 法 ， 还 应 作 为 一 种 手 段 ， 通 过 提 供 多 种 方

式 来 展 示 学 生 的 学 习 情 况 ， 从 而 培 养 和 强 化 学 生 的 能 力 （ C a s e y  &  W i l s o n ,  2 0 0 5 ） 。 持

续 评 价 可 以 帮 助 学 生 和 教 师 确 定 需 要 改 进 之 处 。 共 同 评 价 、 自 我 评 价 、 同 学 评 价 和 教 师 评

价 也 是 检 验 混 合 式 教 育 效 果 的 重 要 步 骤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a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1 5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b ） 。

●  共同评价和自我评价：共同评价是教师和学习者共同使用的评价方法 (UNESCO-IBE,  

2021b)。 自 我 评 价 是 学 习 者 评 价 自 身 学 习 效 果 的 方 法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b ） 。 两 种 评

价 方 法 均 可 帮 助 学 习 者 了 解 其 目 前 的 学 习 进 展 ， 以 确 定 弱 项 。 此 外 ， 共 同 评 价 可 以 为 学 习

者 提 供 相 互 学 习 的 机 会 ， 并 学 习 其 他 学 习 者 完 成 的 作 业 。 两 种 评 价 方 法 混 合 使 用 有 利 于 帮

助 学 习 者 更 客 观 地 了 解 自 己 的 学 习 情 况 。

●  同 伴 评 价： 同 伴 评 价 通 常 在 同 一 合 作 小 组 中 的 同 学 之 间 进 行， 目 的 是 客 观 地 评 价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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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者 的 进 步 效 果 (Huang et  al . ,  2020a；UNESCO-IBE,  2021b)。 同 伴 评 价 有 助 于 发 现 学

习 者 的 不 足 和 缺 点， 使 学 习 者 获 得 改 进 建 议。 学 习 者 可 以 从 同 学 评 价 中 了 解 自 己 的 学 习 状

态和学习效果。同伴评价可以借助电子学习系统快速进行，同学可直接在系统中评论和打分

（Larmer et  al . ,  2015）。

●  教 师 评 价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 教 师 也 可 以 开 展 评 价 ， 这 种 评 价 的 效 率 和 效 果 也 更

好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b ) 。 因 为 教 师 参 与 了 整 个 教 学 过 程 ， 教 师 评 价 可 帮 助 教 师 检 查 整

个 教 学 过 程 的 整 体 效 果 ， 以 激 励 教 师 的 教 学 。 借 助 于 在 线 学 习 系 统 和 人 工 智 能 ， 教 师 可 以

审 查 整 个 学 习 过 程 ， 而 不 仅 仅 是 评 价 最 终 的 考 试 结 果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1 5 ) 。

6 )    教 与 学 的 支 持

政 府 可 以 建 立 多 机 构 协 同 的 工 作 机 制， 以 支 持 混 合 式 教 育、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开 展， 并 且

加 强 支 持 系 统， 促 进 HEL A 的 发 展。 同 时， 依 然 需 要 技 术 服 务 支 持、 情 感 支 持、 教 学 帮 助

(Huang et al., 2020a；UNESCO-IBE, 2021a；UNESCO-IBE, 2021b；Wang et al., 2021a)。

●  技 术 服 务 ： 技 术 服 务 涉 及 混 合 式 教 育 过 程 中 软 硬 件 使 用 的 有 关 支 持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a ) 。 智 能 学 习 设 备 、 融 入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的 在 线 学 习 系 统 和 智 能 课 堂 ， 都 对 学 生 和

教 师 的 信 息 素 养 提 出 了 挑 战 （ A g u i l e ra - H e r m i d a ,  2 0 2 0 ） 。 此 外 ， 混 合 式 学 习 结 合 了 在

线 和 面 对 面 的 学 习 方 法 ， 需 要 学 生 和 教 师 能 够 使 用 各 种 相 关 软 件 和 硬 件 。

●  情 感 支 持：建 议 教 师 多 关 注 学 生 的 负 面 情 绪 ，激 发 学 生 的 学 习 动 力（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 。 情 感 支 持 可 提 高 学 生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过 程 中 的 情 感 投 入 ， 教 师 与 学 生 的 情 感 共 鸣

也 有 利 于 激 发 学 生 积 极 主 动 地 学 习 行 为 （ Wa n g  &  H u a n g ,  2 0 2 0 ） 。 学 生 在 独 立 学 习 过 程

中 可 能 会 感 到 孤 立 无 援 ， 教 师 提 供 情 感 上 的 疏 解 和 安 抚 能 帮 助 学 生 实 现 学 习 目 标 （ Wa n g  

et  a l . ,  2 0 2 1 b ） 。

●  教 学 帮 助 ： 为 学 习 者 提 供 必 要 的 学 习 帮 助 ， 有 利 于 学 习 者 获 得 更 好 的 学 习 体 验 和

成 绩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a ） 。 因 此 ， 为 学 生 提 供 学 习 指 南 以 及 关 于 如 何 使 用 在 线 学 习

系 统 的 培 训 、 主 持 关 于 混 合 式 学 习 方 法 的 在 线 讨 论 ， 这 是 非 常 有 必 要 的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此 外 ，教 师 在 收 到 学 生 反 馈 后 可 以 给 予 个 性 化 的 指 导（ N i  &  D i n g ,  2 0 1 7 ）。政 府 、

企 业 和 社 会 组 织 应 共 同 努 力 ， 提 供 高 质 量 的 教 学 帮 助 ， 以 满 足 学 生 的 多 样 化 需 求 。

7 )    利 益 相 关 方 合 作

利 益 相 关 方 之 间 的 广 泛 合 作 对 于 促 进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具 有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这 种 合 作 关 系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 政 府 、 企 业 和 学 校 之 间 的 合 作 ； 学 生 、 教 师 和 管 理 人 员 之

间 的 协 作 ； 家 长 与 学 校 的 互 动 也 会 影 响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开 展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a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 Wa n g  et  a l . ,  2 0 2 1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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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府 、 企 业 和 学 校 之 间 的 合 作 ： 政 府 、 企 业 和 学 校 通 过 形 成 共 识 ， 可 有 效 提 高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质 量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a ） 。 政 府 可 在 政 策 制 定 方 面 为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开 展 提 供 支 持 ， 并 提 供 必 要 的 资 金 。 企 业 在 为 混 合 式 学 习 提 供 技 术 服 务 、 软 件 开

发 和 硬 件 产 品 方 面 发 挥 着 极 其 重 要 的 作 用 （ Wa n g  et  a l . ,  2 0 2 1 a ） 。

●  学 生 、 教 师 和 管 理 人 员 之 间 的 协 作 ： 教 师 、 学 生 和 管 理 人 员 是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方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2 1 a ） 。 在 这 三 个 群 体 中 ， 任 何 两 方 之

间 的 协 调 不 力 都 可 能 延 误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开 展 。 因 此 ， 在 开 展 过 程 中 ， 这 三 个 群 体 可 以 积 极

互 动 ， 协 调 和 解 决 困 难 。 营 造 相 互 支 持 、 相 互 促 进 的 友 好 氛 围 ， 对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开 展 和 改 进 具 有 积 极 作 用 。

●  家 长 与 学 校 的 互 动 ： 混 合 式 学 习 包 括 面 对 面 和 远 程 学 习 。 学 生 在 家 进 行 远 程 学 习

需 要 家 长 的 支 持（UNESCO-IBE,  2021a）。 学 校 可 以 为 家 长 建 立 沟 通 渠 道， 积 极 了 解 家 长

的需求，并且共同促进混合式教育、学习与评价的目标实现并从中获益。家长的想法和看法

必然会影响学习者的行为，所以家长可以与学校互动，为学习者提供一个积极的环境，支持

学习者进行混合式学习。学校和家长应共同努力，为学习者创造积极的混合式学习环境。

8 )    弹 性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教 学 组 织

从 传 统 教 学 模 式 向 混 合 式 教 育 转 变， 不 可 避 免 地 需 要 灵 活 的 教 学 和 学 习（Huang et al., 

2020a）。政府在促进新技术所支持的合作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便推动教学方法的改革，

适应混合式教育、学习与评价，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时间的安排、教学方法的应用、辅助

技术的使用、学习效果的评价等方面，教学和学习的组织工作可以更加灵活（Casey & Wilson, 

2005；Huang et al., 2021a）。在教学空间方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学习，还可包括学生在

校外的自主学习空间。教学形式可以同时采用远程学习和面对面学习。学习时间也变得灵活起来：

学生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学习活动，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以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接受面对面和

现场授课。简而言之，混合式教育、学习与评价的开展需要更有弹性、灵活的组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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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3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方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中 的 作 用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1 6 ,  2 0 1 7 ） 以 及 其 他 人 员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a ） 研 究 了 教 育 领 域 中 利 益 相 关 方 的 作 用 。 基 于 其 研 究 结 果 ， 本 报 告 绘 制 了 一 份 示 意

图 ，对 混 合 式 教 育 、学 习 与 评 价 中 涉 及 的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方 及 其 责 任 进 行 解 释 说 明 。如 图 2 . 2

所 示 ， 混 合 式 教 育 涉 及 八 大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方 ， 组 成 了 一 个 四 层 的 洋 葱 模 型 （ 见 图 2 . 2 ） 。

位 于 该 模 型 最 核 心 基 础 的 是 学 生 、 教 师 和 家 长 等 利 益 相 关 方 。 家 长 或 监 护 人 起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因 为 他 们 会 深 入 参 与 混 合 式 教 育 过 程 ，特 别 是 在 学 生 的 远 程 学 习 中 。然 后 是 学 校 ，

其 主 要 责 任 是 在 政 府 和 地 方 教 育 主 管 部 门 的 指 导 下 组 织 和 规 划 混 合 式 学 习 。 政 府 的 主 要 作

用 是 出 台 政 策 和 拨 款 ，以 实 现 有 效 的 混 合 式 教 育 。洋 葱 模 型 的 顶 部 为 三 大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方 ，

即 非 政 府 组 织 （ N G O ） 、 企 业 、 技 术 人 员 和 管 理 人 员 。 他 们 以 多 种 方 式 支 持 和 促 进 混 合 式

教 育 ，例 如 ，提 供 学 习 支 持 服 务（ 技 术 人 员 ）、提 供 工 具 和 数 字 化 / 人 工 智 能 解 决 方 案（ 企

业 、 非 政 府 组 织 ） 、 管 理 和 协 调 资 源 （ 管 理 人 员 ） 。 详 细 职 责 逐 一 陈 述 如 下 ：

图 2.2 混合式教育、学习与评价中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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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政 府 及 其 公 共 服 务 提 供 者 角 色

●  出 台 混 合 式 教 育 政 策

政府和教育主管机构拥有管理权，应负责制定混合式教育的相关政策（Lee et al., 2017）。

在 这 些 政 策 中 ， 应 明 确 利 益 相 关 方 的 角 色 、 资 金 分 配 、 实 施 策 略 等 问 题 。 此 外 ， 政 府 还 应

与 国 家 教 育 主 管 部 门 一 同 成 立 专 门 工 作 小 组 ， 负 责 制 定 混 合 式 教 育 计 划 。 重 要 的 一 点 在

于 ，应 给 予 地 方 学 校 / 教 育 机 构 足 够 的 灵 活 性 ，使 之 制 定 个 性 化 的 混 合 式 教 育 方 案 。此 外 ，

这 些 政 策 和 指 导 方 针 应 明 确 规 定 混 合 式 学 习 课 程 的 开 发 事 宜 。 这 些 政 策 还 应 将 特 殊

时 期 纳 入 考 量 范 围 ， 如 新 冠 疫 情 期 间 。 应 明 确 制 定 如 何 应 对 国 家 和 全 球 疫 情 的 政 策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 。 总 而 言 之 ， 政 府 通 过 发 布 政 策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可 以 发 挥 主 导

作 用 ， 从 而 确 保 不 同 利 益 相 关 方 承 担 不 同 的 责 任 。

●  为 混 合 式 教 育 拨 款

除 了 出 台 政 策 ， 拨 款 也 至 关 重 要 。 国 家 财 政 部 和 教 育 部 等 主 管 部 门 应 指 导 地 方 部 门 制

定 学 校 经 费 的 指 导 方 针 。 建 议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资 金 投 入 关 注 宏 观 和 微 观 两 个 层 面 。 首 先 ， 在

宏 观 层 面 上 ， 应 对 不 同 层 次 的 学 校 进 行 普 遍 资 助 。 地 方 财 政 部 门 应 密 切 关 注 新 冠 疫 情 对 教

育 和 生 活 成 本 的 影 响 ， 并 结 合 教 育 预 算 的 总 体 安 排 ， 制 定 支 持 学 校 经 费 的 政 策 措 施 ， 促 进

财 政 资 金 向 混 合 式 教 育 倾 斜 。 其 次 ， 在 微 观 层 面 上 ， 建 议 政 府 为 特 殊 学 生 群 体 划 拨 资 金 。

例 如 ，为 防 止 数 字 排 斥 ，政 府 应 向 地 方 政 府 分 配 资 金 ，为 弱 势 学 生（ 例 如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子 女 、

有 学 习 障 碍 和 缺 少 必 要 混 合 式 学 习 设 备 的 学 生 ） 购 买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设 备 。 此 外 ， 国 家 财

政 和 教 育 部 门 还 可 将 资 金 分 配 到 基 础 设 施 的 建 设 上 （ C a ste l l s  &  S o l é - O l l é ,  2 0 0 5 ） ， 特

别 是 建 立 可 靠 和 稳 定 的 通 信 网 络 。

●  协 调 内 容 和 资 源

政 府 还 需 要 协 调 混 合 式 教 育 所 需 的 的 资 源 、 工 具 和 教 育 内 容 。 政 府 应 与 非 政 府 组 织 、

企 业 以 及 其 他 可 以 为 学 校 教 学 提 供 各 种 平 台 、 工 具 、 优 质 内 容 和 资 源 的 机 构 进 行 密 切 合 作

（ M i l l e r- G ra n d va u x ,  W e l m o n d ,  &  W o l f,  2 0 0 2 ） 。 国 家 教 育 主 管 部 门 应 协 调 中 小 学 学

习 材 料 的 编 纂 和 出 版 ， 为 混 合 式 学 习 提 供 高 质 量 且 对 学 生 无 害 的 电 子 材 料 。 政 府 和 教 育 主

管 部 门 还 需 要 确 保 学 生 使 用 的 内 容 和 平 台 的 安 全 性 、 保 护 儿 童 免 受 潜 在 暴 力 和 有 害 内 容 的

影 响 ， 以 及 遭 受 网 络 性 剥 削 和 网 络 欺 凌 的 风 险 等 。 政 府 需 要 收 集 和 测 试 混 合 式 教 学 所 用 电

子 材 料 的 下 载 链 接 和 下 载 说 明 ，以 避 免 潜 在 风 险（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a ）。在 遇 到 危 机（ 比

如 说 新 冠 疫 情 ） 时 ， 可 能 还 需 要 跟 上 最 新 的 情 况 和 更 新 ， 以 满 足 教 师 和 学 生 的 需 求 。

●  监 测 评 价 混 合 式 教 育

监 测 和 评 价 可 以 作 为 （ 混 合 式 教 育 ） 持 续 改 进 的 驱 动 器 （ S a n d e r s o n ,  2 0 0 1 ） 。 政 府

应 监 测 和 评 价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过 程 。在 践 行 混 合 式 教 育 时 ，地 方 政 府 可 以 制 定 关 键 评 价 指 标 ，

用于评价和监测混合式教的质量，跟踪学习结果，并分析影响混合式教育与学习质量的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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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Tabor,  2007）。 此 外， 政 府 需 要 明 确 学 校 中 混 合 式 教 育 检 测 评 价 工 作 的 负 责 人、 监

测的目标问题、数据收集方法和监测计划表。具体而言，政府需要确保对监测数据的分析和

使用目的是为了发展和改善混合式学习，而不会造成风险。也就是说，要让监护人和相关利

益方了解监测过程和关键结果。由于混合式教育不能完全取代课堂学习，地方教育主管部门

应指导学校对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并据此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

●  维 护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政 府 可 以 建 立 协 调 机 制 ， 引 导 主 要 的 电 信 和 网 络 运 维 服 务 商 提 供 有 力 的 网 络 支 持 ， 同

时 加 大 宽 带 网 络 和 基 站 建 设（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b ）。重 视 经 济 落 后 地 区 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特 别 是 缺 乏 互 联 网 接 入 或 互 联 网 连 接 欠 佳 的 区 域 。 教 育 部 门 需 要 保 障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的 学 习

终 端 。建 议 各 区 域 根 据 当 地 网 络 条 件 、服 务 器 能 力 、学 生 分 布 等 情 况 ，提 前 进 行 分 析 和 预 测 ，

为 混 合 式 教 育 做 好 充 分 准 备 。  

2 )    学 术 机 构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及 其 辅 助 角 色

●  与 政 府 和 学 校 合 作

发 展 合 作 关 系 是 一 项 千 年 发 展 目 标（ M D G ），现 已 被 纳 入 联 合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S D G ）

( U n i te d  N at i o n s ,  2 0 1 9 ) 。 政 府 、 非 政 府 组 织 和 学 术 机 构 之 间 的 合 作 可 以 改 善 服 务 的 提 供

情 况 。 非 政 府 组 织 和 教 育 机 构 与 政 府 和 学 校 保 持 密 切 的 沟 通 及 合 作 。 早 期 研 究 证 明 ， 政 府

和 其 他 学 术 机 构 之 间 的 嵌 入 式 合 作 关 系 可 以 持 续 为 政 府 工 作 实 践 带 来 积 极 的 变 化 ( B a n o,  

2 0 1 9 )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 非 政 府 组 织 作 为 政 府 的 得 力 辅 助 ， 分 担 分 配 资 源 和 推 进 教 师 培

训 计 划 等 责 任 。

●  支 持 基 础 设 施 发 展

通 过 与 政 府 、政 策 制 定 者 和 企 业 合 作 ，非 政 府 组 织 可 以 建 立 一 系 列 的 设 施 和 投 资 机 制 ，

提 供 不 同 类 型 的 财 政 、实 践 和 战 略 支 持 ，以 推 进 混 合 式 教 育 所 需 的 基 础 设 施 ，比 如 说 学 校 、

政 府 和 社 区 学 校 的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M i l l e r- G ra n d va u x  &  Yo d e r,  2 0 0 2 ） 。 非 政 府 组

织 和 政 府 之 间 的 这 种 合 作 让 非 政 府 社 会 组 织 发 挥 更 加 关 键 的 作 用 ， 因 为 这 类 组 织 会 寻 求 去

补 充 、 完 善 或 替 代 国 家 的 正 规 教 育 系 统 ， 同 时 触 及 到 那 些 遭 受 排 斥 、 贫 困 以 及 面 临 其 他 挑

战 的 社 会 阶 层 。 因 此 ， 非 政 府 社 会 组 织 在 支 持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方 面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

●  提 供 关 联 服 务 （ 即 教 师 培 训 ）

学 术 机 构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也 可 以 为 混 合 式 教 育 提 供 相 关 服 务 。 例 如 ， 一 些 地 区 享 受 不 到

混 合 式 教 育 ， 非 政 府 组 织 可 以 帮 助 他 们 建 立 （ 远 程 ） 课 堂 ， 进 行 日 常 教 学 和 学 习 。 第 一 次

参 加 混 合 式 学 习 项 目 的 教 师 可 能 会 遇 到 教 学 或 技 术 上 的 问 题 ， 学 术 机 构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可 以

为 教 师 提 供 帮 助 ， 安 排 量 身 定 制 的 混 合 式 教 育 培 训 课 程 ， 使 政 府 能 够 确 保 教 师 从 传 统 的 课

堂 教 学 顺 利 过 渡 到 混 合 式 教 育 模 式 。 通 过 学 术 机 构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的 服 务 ， 可 以 增 强 混 合 式

教 学 的 有 效 性 和 可 持 续 性 ， 并 向 政 府 和 政 策 制 定 者 公 开 问 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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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供 资 源 和 内 容

学 术 机 构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还 可 以 提 供 混 合 式 教 育 所 需 的 内 容 和 资 。 表 现 在 两 个 方 面 ： 首

先 ， 学 术 机 构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为 普 通 学 校 群 体 分 配 其 资 源 和 教 育 内 容 ； 其 次 ， 学 术 机 构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根 据 学 生 的 个 人 需 求 提 供 定 制 化 的 材 料 和 内 容 ，以 此 来 帮 助 弱 势 学 生 群 体 。另 外 ，

学 术 机 构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在 支 持 教 育 服 务 的 提 供 方 面 也 发 挥 了 各 种 作 用 （ Ro s e ,  2 0 0 9 ） 。 例

如 ， 可 以 帮 助 提 供 额 外 的 支 持 ， 向 没 有 得 到 服 务 的 儿 童 和 社 区 教 授 提 供 课 程 ， 为 弱 势 学 生

群 体 建 设 电 子 教 室 。

3 )    技 术 人 员 和 管 理 人 员 的 作 用

●  提 供 学 习 支 持 服 务

技 术 员 职 责 包 括 为 师 生 提 供 针 对 教 学 工 具 使 用 方 法 的 培 训 、 解 决 技 术 问 题 、 指 导 学

生 如 何 从 互 联 网 上 搜 索 信 息 等 。 技 术 人 员 会 管 理 并 维 护 学 习 管 理 系 统 以 确 保 在 线 内 容

的 传 递 ， 提 供 优 质 的 专 业 发 展 机 会 以 帮 助 教 职 工 ， 从 而 为 所 有 学 习 者 设 计 出 学 术 严 谨 、

易 于 获 取 且 内 容 充 实 的 教 育 体 验 ，  并 为 师 生 提 供 使 用 混 合 式 学 习 技 术 的 技 术 支 持 服 务

( M a r ko va  et  a l . ,  2 0 1 7 ) 。 除 技 术 人 员 之 外 ， 还 需 要 管 理 人 员 。 管 理 人 员 能 够 提 供 有 关 混

合 式 学 习 实 践 的 咨 询 服 务 ， 并 在 需 要 时 提 供 学 术 支 持 。 管 理 人 员 还 可 以 为 混 合 式 教 育 团 队

提 供 支 持 、 管 理 相 关 教 学 流 程 ， 并 密 切 跟 进 教 学 动 态 。 最 重 要 的 是 ， 技 术 人 员 和 管 理 人 员

应 该 开 展 合 作 ， 协 助 教 师 和 学 生 成 功 实 施 混 合 式 教 育 模 式 。 此 外 ， 管 理 人 员 和 技 术 人 员 应

作 为 教 师 和 行 业 之 间 的 桥 梁 ， 调 查 学 校 和 教 师 的 需 求 ， 同 时 要 求 教 育 服 务 商 提 供 针 对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个 性 化 解 决 方 案 和 产 品 。

●  协 调 资 源 和 内 容

为混合式教育准备好所需的全部资源和内容至关重要。管理人员通过扩大沟通范围和寻

找必要资源来促进混合式教育的发展（Porter  et  al . ,  2014）。教职工、教辅人员（如 IT 人员）

可为促进混合式教育的开展提供坚实的支持（Moskal  et  al . ,  2013）。管理人员负责向服务

和解决方案组织企业、行业和其他参与机构购买所有产品。管理人员需要评价课程的质量，

以确保所有材料对于学生的适宜性和安全性。此外，管理人员还需要监控混合式教育的整个

过程，为教师和行业提供有关资源和材料使用情况的快速反馈，以便后期改进。

●  支 持 相 关 服 务

教 师 和 学 生 如 果 需 要 相 关 服 务 ， 例 如 量 身 定 制 的 混 合 型 教 育 师 资 培 训 计 划 ， 则 管 理 人

员 和 技 术 人 员 需 要 组 织 和 安 排 。 管 理 人 员 应 协 调 现 有 的 最 佳 培 训 资 源 、 安 排 合 适 的 空 间 、

为 有 需 要 的 教 师 聘 请 合 适 的 导 师 。 技 术 人 员 可 以 向 教 师 展 示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中 使 用 技 术 的 正

确 方 法 和 最 佳 时 机 。 技 术 人 员 还 需 要 调 查 和 了 解 师 生 偏 好 哪 些 技 术 和 工 具 、 分 析 现 状 ， 并

通 过 与 I T 行 业 和 企 业 的 不 断 沟 通 ， 提 供 定 制 化 的 服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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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理 混 合 式 教 育 团 队

学 校 管 理 人 员 最 突 出 的 作 用 可 能 是 管 理 整 个 团 队 。首 先 ，管 理 人 员 需 要 制 定 沟 通 准 则 ，

明 确 指 出 不 同 利 益 相 关 方 的 责 任 和 角 色 ， 以 促 进 各 方 之 间 的 顺 利 沟 通 。 其 次 ， 管 理 人 员 需

要 在 制 定 准 则 和 规 则 的 同 时 ， 包 容 文 化 多 样 性 和 接 受 不 同 观 点 。 此 外 ， 建 议 管 理 人 员 制 定

管 理 混 合 式 学 习 项 目 的 工 作 流 程 ， 在 需 要 时 为 师 生 提 供 及 时 支 持 。 在 危 机 时 期 （ 比 如 新 冠

疫 情 期 间 ） ， 还 需 要 组 织 活 动 ， 将 远 程 学 习 者 、 教 师 和 其 他 工 作 人 员 联 系 起 来 、 促 进 沟 通

和 互 动 ， 并 在 困 难 时 期 确 保 员 工 和 学 生 的 福 祉 。

4 )    企 业 及 其 提 供 商 角 色

●  提 供 教 育 资 源 和 内 容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中 ， 学 生 需 要 众 多 的 数 字 资 源 和 内 容 。 为 了 解 决 这 些 需 求 ， 为 学 校 提 供

数 字 资 源 和 教 学 内 容 的 企 业 ， 特 别 是 教 育 技 术 公 司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发 挥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政 府 或 教 育 主 管 部 门 为 学 校 购 买 这 些 企 业 的 产 品 或 服 务 。 这 些 资 源 应 该 具 有 高 质 量 、

安 全 并 且 对 用 户 友 好 的 特 点 。 企 业 应 与 学 校 教 师 紧 密 合 作 ， 选 择 优 质 的 教 学 内 容 和 课 外 材

料 。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 在 线 教 育 企 业 应 研 究 学 生 将 使 用 哪 些 资 源 和 工 具 ， 并 提 供 相 应 的 定 制

化 混 合 式 学 习 解 决 方 案 。

●  提 供 优 质 平 台 和 工 具

企 业 还 可 提 供 优 质 的 平 台 和 工 具 ，比 如 说 学 习 管 理 系 统（ L M S ）、即 时 通 讯 、社 交 网 络 、

博 客 和 论 坛 、 课 程 录 制 工 具 、 教 育 游 戏 等 工 具 （ O ka z ,  2 0 1 5 ）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 学 校 必

须 依 靠 教 育 技 术 才 能 实 现 最 大 程 度 的 灵 活 性 和 整 合 能 力 。 教 师 们 可 以 通 过 一 些 工 具 来 进 行

远 程 教 学 ， 比 如 说 录 制 课 程 以 及 向 学 生 教 授 内 容 的 工 具 ， 并 且 可 以 使 用 在 线 投 票 来 评 价 学

生 是 否 已 经 理 解 了 教 学 内 容 。 鉴 于 此 ， 企 业 需 要 因 地 制 宜 地 提 供 合 适 的 平 台 和 工 具 ， 避 免

不 必 要 地 增 加 教 师 的 工 作 量 。 教 育 技 术 工 具 和 平 台 应 使 教 师 更 容 易 创 建 个 性 化 的 课 程 计 划

和 学 习 体 验 ， 以 增 强 包 容 性 并 提 高 所 有 学 生 的 学 习 能 力 。

●  开 发 混 合 式 教 育 解 决 方 案

将 优 质 内 容 和 平 台 整 合 到 个 性 化 而 行 之 有 效 的 解 决 方 案 中 ， 对 教 育 技 术 企 业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 教 育 技 术 领 域 最 新 的 发 展 成 果 可 以 促 使 学 生 在 混 合 模 式 学 习 中 充 分 发 挥 潜 力 。 语

音 转 文 字 、 人 工 智 能 （ A I ） 、 混 合 云 计 算 、 数 据 管 理 和 增 强 现 实 （ A R ） 等 技 术 ， 通 过 开 发

学 习 潜 力 、 增 强 学 习 投 入 和 改 善 学 习 效 果 ， 从 而 改 善 学 习 环 境 。 例 如 ， I B M 教 育 解 决 方 案

致 力 于 创 建 认 知 校 园 ， 从 而 帮 助 教 育 工 作 者 和 学 生 改 良 从 幼 儿 园 到 高 等 教 育 的 学 习 过 程 ，

以 取 得 更 好 的 结 果 1。

●  与 政 府 和 学 校 合 作

企 业 需 要 与 地 方 和 国 家 政 府 密 切 合 作 、 不 断 沟 通 ， 提 供 各 类 服 务 和 教 育 产 品 。 此 外 ，

1.  Source: https://www.ibm.com/industries/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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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需 要 与 不 同 层 次 的 学 校 保 持 顺 畅 的 沟 通 ,  听 取 学 校 和 教 师 的 意 见 ,  调 查 他 们 在 提 供 混

合 式 教 育 方 面 的 需 求 。 企 业 还 应 遵 守 政 府 和 政 策 制 定 者 制 定 的 政 策 和 指 导 方 针 。 因 此 ， 在

企 业 、 政 府 和 学 校 之 间 保 持 持 续 的 对 话 与 合 作 至 关 重 要 。

5 )    学 校 及 其 组 织 者 角 色

学 校 的 角 色 对 于 学 生 学 习 投 入 来 说 至 关 重 要 。 通 过 在 学 术 学 习 、 有 意 义 的 教 学 法 、 课

程 以 及 个 性 化 的 学 习 环 境 等 方 面 提 供 支 持 ， 学 校 更 有 可 能 提 高 学 生 学 习 投 入 度 并 取 得 成 功

（ K l e m  &  C o n n e l l ,  2 0 0 4 ） 。 在 本 报 告 中 ， “ 学 校 ” 是 指 公 立 学 校 和 私 立 学 校 。 无 论 属

于 哪 种 类 型 ， 学 校 都 应 与 教 育 主 管 部 门 、 家 庭 、 学 生 合 作 ， 共 同 设 计 、 共 同 开 发 、 共 同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育 。

●  规 划 和 组 织 混 合 式 教 育

学 校 管 理 人 员 应 制 定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开 展 方 案， 明 确 详 细 的 教 学 安 排、 教 师 培 训 计 划、

学 习 支 持、 资 金 分 配 等 方 案。 所 有 学 校， 包 括 公 立 学 校、 私 立 学 校、 半 公 费 学 校、 国 际 学

校在内，都应制定自己的混合式学习方案。此外，学校应制定应急方案，以应对全国性灾害、

全 球 疫 情、 极 端 天 气 等。 另 外， 还 必 须 纳 入 减 少 有 害、 暴 力 内 容， 预 防 网 络 欺 凌 或 儿 童 接

触性相关内容等风险的方案，使儿童从在线学习中获得积极体验。学校还可以制定保障政策，

在 儿 童 进 行 混 合 模 式 学 习 时 为 其 提 供 保 护； 提 供 有 关 数 字 安 全 的 资 源 和 信 息， 以 支 持 父 母

和看护人创造积极的混合式学习体验；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点：促进和监督良好的网络礼仪。

●  提 供 学 习 环 境

学习环境对于混合式教育的成功开展至关重要。混合式学习需要创新性的学习环境，有目

的地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 这种学习环境应具有必要的技术、社会和教育支持，从而为学生

提供良好的学习的机会（Beers et al.,  2005）。此外，学习环境应当舒适、安全，并能鼓励同学、

教师、甚至家长之间进行互动。学校可以开展调研，调查教师的需求，测试软件和硬件的功能。

在调研的基础上，学校能够重建或改善当前的环境，为混合式教育和学习提供便利。

●  为 弱 势 学 生 提 供 支 持

学 校 和 教 师 在 支 持 弱 势 儿 童 方 面 起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M a ste r s  et  a l . ,  2 0 2 0 ） 。 学

校 在 规 划 混 合 式 教 育 时 应 考 虑 特 殊 学 生 的 需 求 。 弱 势 学 生 是 指 有 学 习 障 碍 的 学 生 群 体 （ 如

注 意 力 缺 陷 / 多 动 症 （ A D H D ） 、 焦 虑 症 、 阅 读 障 碍 ） ， 以 及 来 自 弱 势 群 体 的 学 生 （ 即 来

自 欠 发 达 地 区 、农 村 地 区 的 儿 童 ，或 因 家 庭 、社 会 或 经 济 环 境 而 无 法 在 学 校 学 习 的 儿 童 ）。

在 学 校 规 划 和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育 时 ， 可 以 做 出 特 殊 安 排 。 首 先 ， 对 于 有 学 习 障 碍 的 学 生 ， 社

会 工 作 者 或 专 门 教 师 应 与 课 程 教 师 开 展 合 作 ， 进 行 远 程 学 习 。 应 密 切 关 注 这 些 学 生 ， 并 相

应 地 调 整 教 学 计 划 。 其 次 ， 对 于 来 自 弱 势 群 体 的 学 生 ， 应 拨 出 额 外 的 资 金 支 持 其 购 买 信 息

和 通 信 技 术 设 备 、 提 供 出 行 补 贴 等 。 对 于 在 线 教 学 ， 情 感 支 持 极 其 重 要 。 因 此 ， 教 师 和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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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应 监 测 弱 势 学 生 学 习 动 态 、 及 时 给 予 反 馈 ， 并 在 有 需 要 时 提 供 咨 询 服 务 。

●  制 定 个 性 化 的 教 师 培 训 计 划

并 非 每 一 位 教 师 都 熟 悉 教 学 法 、 技 术 应 用 和 常 见 的 混 合 式 教 育 方 法 。 因 此 ， 为 了 确 保

混 合 式 教 育 顺 利 实 施 ， 可 能 需 要 提 供 专 门 的 培 训 课 程 。 首 先 ， 建 议 学 校 管 理 人 员 就 教 师 混

合 式 教 学 能 力 制 定 评 价 标 准 ， 并 为 其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的 教 学 准 备 工 作 制 定 培 训 计 划 。 可 以

从 教 师 的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素 养 和 在 线 教 学 的 组 织 能 力 方 面 进 行 评 价 。 其 次 ， 学 校 可 以 为 教

师 的 专 业 发 展 计 划 制 定 详 细 方 案 、 强 调 混 合 式 教 育 法 、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等 方 面 。 此 外 ， 学 校

还 应 利 用 各 种 全 国 性 的 教 学 和 学 习 平 台 ， 使 其 面 向 教 师 开 放 。 例 如 ， 在 中 国 ， 国 家 教 育 资

源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为 教 师 提 供 了 优 秀 的 课 程 、 教 学 和 培 训 资 源 以 及 专 家 团 队 2。

6 )    教 师 及 其 课 程 共 同 开 发 者 和 共 同 实 施 者 角 色  

事 实 证 明 ， 教 师 的 支 持 是 预 测 学 生 学 习 投 入 度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 St rat i  et  a l . ，

2 0 1 7 ）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 有 时 教 师 和 学 生 在 物 理 空 间 上 是 分 开 的 。 因 此 ， 建 立 关 联 感 非

常 重 要 ， 学 生 需 要 感 受 到 教 师 与 他 们 共 同 参 与 到 学 习 之 中 。 学 生 还 需 要 感 受 到 他 们 可 以 为

自 己 做 出 关 键 的 决 定（ 即 自 主 性 ）（ D e c i  &  R ya n ，2 0 0 8；K l e m  &  C o n n e l l ，2 0 0 4 ）。此 外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教 师 应 与 学 生 密 切 合 作 、调 查 学 生 的 需 求 和 喜 好 ，并 且 与 学 生 共 同 设 计 、

共 同 开 发 课 程 。

●  加 强 对 学 生 的 支 持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 以 在 线 或 远 程 方 式 进 行 教 学 时 ， 学 生 需 要 更 多 来 自 教 师 的 支 持

（ J o k i n e n  &  M i k ko n e n ， 2 0 1 3 ） 。 首 先 ， 教 师 需 要 在 关 联 性 和 自 主 性 等 方 面 为 学 生 提 供

支 持 ； 每 一 位 教 师 都 有 义 务 监 测 学 生 的 学 习 和 成 长 情 况 ， 以 及 任 何 需 要 支 持 的 迹 象 。 补 习

应 在 学 校 、 学 生 和 监 护 人 的 相 互 理 解 下 进 行 。 对 于 那 些 学 习 成 绩 差 的 学 生 ， 应 该 进 行 更 深

入 地 调 查 ， 提 供 额 外 的 帮 助 来 提 高 他 们 的 成 绩 。 教 师 应 密 切 关 注 残 疾 学 生 的 学 习 和 生 活 状

况 ，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以 确 保 他 们 的 学 习 机 会 和 社 会 心 理 健 康 。 教 师 还 应 该 了 解 学 生 在 混 合 模

式 下 上 课 时 喜 欢 使 用 的 工 具 或 技 术 ，学 会 在 技 术 上 、情 感 上 和 认 知 上 为 学 生 提 供 学 习 支 持 。

●  培 养 数 字 技 能 、 提 高 教 学 效 果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中 ，教 师 的 角 色 、教 学 方 法 和 教 学 环 境 会 与 传 统 课 堂 教 学 有 所 不 同 。因 此 ，

教 师 必 须 接 受 教 师 培 训 才 能 符 合 新 的 教 学 常 态 。教 师 应 积 极 工 作 ，定 期 参 加 教 师 培 训 计 划 。

教 师 的 数 字 素 养 是 教 学 技 能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教 师 可 以 利 用 整 合 技 术 的 学 科 教 学 知 识

（ T PAC K ） 模 型 来 磨 练 自 己 的 技 能 ， 了 解 技 术 的 作 用 和 技 术 与 教 学 法 之 间 的 互 动 ， 以 及 如

何 使 教 学 更 加 有 效 且 更 具 吸 引 力 （ Pa pa n i ko l a o u  et  a l . ， 2 0 1 7 ） 。 在 危 机 时 刻 ， 比 如 说

新 冠 疫 情 期 间 ， 教 师 不 得 不 通 过 直 播 、 录 播 等 方 式 将 课 堂 从 线 下 转 移 到 线 上 。 教 师 还 会 需

要 从 课 堂 教 学 的 主 导 者 转 变 为 辅 导 者 。

2. http://www.edu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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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用 优 质 内 容 和 适 当 的 教 学 方 法

优 质 的 教 学 方 法 和 内 容 可 以 促 进 学 习 （ Fe n ste r m a c h e r  &  R i c h a rd s o n ， 2 0 0 5 ） 。

为 了 使 课 程 具 有 吸 引 力 ， 教 师 应 该 学 会 如 何 挑 选 和 使 用 优 质 的 内 容 和 教 学 技 巧 ， 使 学 生 投

入 其 中 。 教 与 学 的 内 容 应 适 当 ， 应 避 免 要 求 学 生 使 用 过 多 的 工 具 和 做 过 多 的 家 庭 作 业 ， 以

免 加 重 学 生 的 负 担 。 此 外 ， 教 学 内 容 应 该 做 到 无 害 、 来 自 负 责 任 的 出 版 商 / 撰 写 者 ， 并 且

拥 有 正 当 的 版 权 。 教 师 应 结 合 网 络 条 件 及 自 身 能 力 ， 考 虑 采 用 适 当 的 教 学 方 法 。 在 选 择 教

学 方 法 时 ， 教 师 需 要 考 虑 教 学 模 式 以 及 其 他 课 程 要 素 。 运 用 的 教 学 方 法 必 须 在 道 德 上 合 乎

情 理 ， 并 且 建 立 在 共 同 理 念 的 基 础 上 （ Fenstermacher & Richardson，2005）。

●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育

为 了 顺 利 开 展 混 合 式 课 程 ， 教 师 应 进 行 课 前 分 析 ， 了 解 学 生 将 要 使 用 的 技 术 和 工 具 、

学 生 喜 欢 的 教 学 方 式 ， 以 及 学 生 目 前 的 知 识 和 技 能 水 平 。 教 师 还 需 要 关 注 弱 势 学 生 群 体 ，

制 定 相 应 的 个 性 化 学 习 计 划 （ I L P ） 。 教 师 可 以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和 已 有 资 源 ， 适 当 选 择 和 梳

理 教 学 内 容 ， 以 确 保 教 学 过 程 的 有 效 性 。 此 外 ， 教 师 还 应 结 合 网 络 条 件 和 自 身 能 力 ， 考 虑

采 用 适 当 的 教 学 模 式 和 方 法 。 在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过 程 中 ， 设 计 非 常 关 键 。 教 师 应 认 真 选

择 合 适 的 教 学 模 式 ，包 括 同 步 在 线 学 习 、异 步 在 线 学 习 和 开 放 式 学 习 。在 设 计 学 习 活 动 时 ，

教 师 可 以 将 自 我 调 节 学 习 、 探 索 性 学 习 、 协 作 性 学 习 和 其 他 学 习 活 动 应 用 到 在 线 场 景 中 。

7 )    父 母 / 监 护 人 及 其 家 庭 教 育 支 持 者 角 色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 父 母 / 监 护 人 希 望 以 更 多 的 在 线 互 动 来 促 进 儿 童 的 学 习 ， 并 且 愿

意 学 校 提 供 更 理 想 的 学 习 支 持 ， 同 时 希 望 获 得 灵 活 的 工 作 安 排 和 政 府 补 贴 （ L a u  &  Le e ，

2 0 2 1 ） 。 但 他 们 在 促 进 儿 童 的 学 习 方 面 也 同 样 起 到 了 突 出 的 作 用 。 有 时 家 长 可 能 会 因 为 移

民 、 灾 难 或 疫 情 等 原 因 与 孩 子 分 开 居 住 ， 了 解 这 些 情 况 也 非 常 重 要 。 这 种 情 况 下 ， 在 身 边

的 其 他 家 庭 成 员 或 法 律 机 构 可 以 行 动 起 来 ，为 有 需 求 的 学 生 提 供 帮 助 。分 担 监 护 人 的 角 色 。

家 长 在 这 种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分 担 的 几 种 责 任 如 下：家 长 或 监 护 人 作 为 组 织 者 、指 导 者 、管 理 者 ，

以 及 重 要 的 一 点 ， 即 作 为 学 生 学 习 的 激 励 者 。

●  加 强 家 校 沟 通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在 线 部 分 ， 教 师 通 常 通 过 在 线 平 台 和 虚 拟 学 习 环 境 定 期 与 学 生 和 家 庭

沟 通 。 父 母 或 监 护 人 能 够 介 入 并 帮 助 加 强 这 种 联 系 。 他 们 应 该 与 课 堂 保 持 密 切 联 系 ， 支 持

教 师 、 学 校 领 导 、 及 辅 导 员 工 作 。 家 长 或 监 护 人 也 可 以 与 学 生 分 享 其 关 切 的 问 题 ， 并 提 供

改 进 建 议 。 此 外 ， 家 长 应 与 学 校 沟 通 ， 共 同 保 证 远 程 学 习 的 质 量 和 效 果 。

●  促 进 亲 子 沟 通

混 合 式 的 教 育 模 式 可 能 使 得 家 长 与 孩 子 有 更 多 的 时 间 来 沟 通 。 有 效 的 沟 通 有 助 于 建 立

起 相 互 信 任 和 尊 重 的 亲 子 关 系 ，通 过 这 种 沟 通 ，家 长 可 以 为 孩 子 树 立 榜 样 。在 沟 通 过 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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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长 或 监 护 人 作 为 激 励 者 和 组 织 者 的 角 色 非 常 重 要 ， 这 意 味 着 他 们 需 要 在 激 励 和 组 织 方 面

提 供 更 多 层 面 的 支 持 。 家 长 / 监 护 人 应 听 取 孩 子 的 意 见 ， 讨 论 每 天 的 计 划 安 排 、 课 程 计 划

和 活 动 ， 甚 至 讨 论 如 何 收 集 学 习 材 料 。 此 外 ， 在 远 程 学 习 期 间 ， 要 想 获 得 所 需 的 帮 助 可 能

会 存 在 难 度 ， 因 此 家 长 或 照 顾 者 应 激 励 学 生 迎 难 而 上 、 解 决 难 题 。

●  营 造 支 持 性 的 学 习 环 境

通常情况下，家长或监护人应帮助孩子创造有利的学习环境，为其配备必要的硬件和软

件，使学生能够专注于学习。家长应帮助建立一个专门用于学习活动的实体空间，确保空间

安静、舒适、不受干扰，并有良好的网络连接。家长或监护人还需要确保始终有一名成年人

监督学生的学习。对于有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并且家长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经常居家工作的

家庭，打造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兄弟姐妹可能需要在不同的房间学习，以避免分心。许多

家 庭 需 要 解 决 设 备 接 入、WIFI 带 宽 的 优 先 级 以 及 全 天 的 时 间 安 排 等 问 题。 总 而 言 之， 家 长

或监护人应为学生提供安静舒适的场所、配备学习设备，并确保提供网络方面的支持。

●  协 助 教 师 监 督 孩 子 的 学 习

孩 子 的 很 多 时 间 通 常 都 是 在 教 室 度 过 的 ， 在 那 里 有 老 师 提 供 帮 助 。 然 而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 教 师 可 能 并 没 有 像 以 前 那 样 充 分 的 时 间 和 资 源 投 入 给 学 生 。 因 此 ， 家 长 / 监 护 人 在

协 助 教 师 方 面 的 作 用 变 得 至 关 重 要 。 家 长 或 监 护 人 应 主 动 寻 求 各 种 资 源 ， 在 学 生 远 程 学 习

期 间 承 担 “ 临 时 班 主 任 ” 的 角 色 。 他 们 会 督 促 孩 子 按 时 上 课 、 养 成 良 好 的 网 络 学 习 习 惯 ，

并 平 衡 学 习 时 间 和 体 育 活 动 的 分 配 。 家 长 或 监 护 人 应 定 期 与 老 师 沟 通 、 监 督 孩 子 的 作 业 ，

帮 助 他 们 识 别 和 如 何 安 全 使 用 网 上 的 学 习 资 源 。 最 重 要 的 一 点 在 于 ， 提 供 支 持 和 鼓 励 ， 让

孩 子 做 好 分 内 的 事 。

8 )    学 生 及 其 自 学 者 角 色

即 使 有 多 个 利 益 相 关 方 提 供 支 持 和 帮 助 ， 学 生 仍 旧 需 要 为 高 质 量 混 合 式 学 习 承 担 主 要

责 任 。 学 生 应 参 与 教 学 、 学 习 与 评 价 全 过 程 ，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 Sta b ba c k ,  2 0 1 6 ）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 学 生 应 该 修 炼 自 学 、 提 升 自 律 、 提 高 学 习 效 率 和 培 养 数 字 素 养 等 。

●  践 行 自 我 学 习

自学是混合式教育成功的关键。学生需要在上课前做好充分准备。早上，学生应该问自

己 今 天 要 上 什 么 课 或 科 目 , 会 接 受 哪 些 评 测 , 如 何 安 排 时 间 ,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资 源 等。 如 果 需

要，学生应该与家长、同学或老师讨论，并向其征求建议。在一天结束时，学生可以反思学

到了什么 , 哪部分容易，那部分困难，以及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简单的自我检查应当既有助

于事先规划又有助于事后反思。可以帮助学生进行自我梳理，确定学习任务的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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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高 学 习 效 率

并 非 所 有 学 生 都 能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中 茁 壮 成 长 。 有 些 学 生 因 为 太 过 独 立 或 缺 乏 学 习 动 力

而 倍 感 艰 难 。 课 程 有 时 是 以 远 程 方 式 教 授 的 ， 因 而 学 生 应 提 高 学 习 效 率 。 建 立 一 种 感 和 社

区 感 至 关 重 要 ， 可 以 促 进 学 习 投 入 （ Yo u n g  &  B r u ce ,  2 0 1 1 ） 。 学 生 应 该 与 家 长 或 学 习 伙

伴 密 切 合 作 ， 为 将 要 参 与 的 课 程 做 好 充 分 准 备 。 一 堂 课 结 束 后 ， 学 生 可 以 反 思 已 经 学 到 的

内 容 ， 复 习 尚 未 学 到 的 内 容 。 这 种 每 日 检 查 的 惯 例 有 助 于 避 免 以 后 出 现 挑 战 和 失 望 。 这 样

可 以 帮 助 学 生 养 成 自 我 管 理 和 执 行 的 能 力 ， 这 是 生 活 中 必 不 可 少 的 技 能 。 学 生 还 可 以 利 用

基 于 团 队 的 学 习 或 协 作 学 习 、 同 伴 学 习 、 协 作 等 学 习 方 式 。

●  培 养 数 字 素 养

数 字 素 养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技 能 ， 还 是 一 种 理 念 和 态 度 。 学 生 应 该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中 提 高 数

字 能 力 。 学 生 应 该 具 备 多 方 面 的 技 能 和 能 力 ， 包 括 使 用 技 术 、 搜 索 、 使 用 和 批 判 性 地 评 价

信 息 的 能 力 。 这 一 点 至 关 重 要 ， 因 为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中 ， 学 生 需 要 从 互 联 网 上 搜 索 为 自 学 提

供 支 持 的 关 键 资 源 。 同 时 ， 学 生 应 该 学 会 在 网 络 环 境 中 沟 通 、 协 作 和 参 与 ， 知 道 如 何 管 理

网 络 身 份 ， 如 何 保 护 个 人 安 全 和 隐 私 。 在 这 种 背 景 下 ， 才 可 以 实 现 最 佳 的 数 字 素 养 。

●  加 强 自 律

成 为 一 名 成 熟 的 学 习 者 （ 尤 其 是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情 况 下 ） ， 需 要 学 会 管 理 自 己 的 学 习

环 境（ B j o r k  et  a l . ,  2 0 1 3 ）。从 一 开 始 就 培 养 良 好 的 自 律 能 力 非 常 重 要 。为 了 实 现 混 合 式

学 习 ， 学 生 需 要 磨 练 自 己 理 解 课 程 和 掌 控 学 习 环 境 的 能 力 。 在 上 课 前 ， 相 关 目 标 的 设 定 应

有 助 于 确 定 需 要 实 现 的 目 标 和 需 要 付 出 的 努 力 。 学 生 还 需 要 定 期 进 行 自 我 监 测 、 跟 踪 学 习

进 度 ， 并 使 用 适 当 的 策 略 进 行 自 我 强 化 。 此 外 ， 学 生 可 以 根 据 学 习 目 标 、 个 人 学 习 情 况 和

同 学 的 学 习 情 况 来 进 行 自 我 评 价 。 学 生 还 可 以 对 自 己 的 家 庭 作 业 进 行 自 我 分 析 。 上 述 这 些

策 略 有 助 于 学 生 更 好 地 了 解 自 己 的 学 习 过 程 、 改 进 自 己 的 计 划 ， 并 最 大 限 度 地 发 挥 自 我 评

价 的 主 动 性 。 此 外 ， 家 长 的 陪 伴 和 支 持 也 是 保 证 学 生 有 效 学 习 和 自 律 的 必 要 条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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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进混合式教育、学习与评价的指导方针

3 . 1  支 持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基 本 原 则  

●  可 及 性 和 包 容 性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 课 程 设 计 应 考 虑 到 可 及 性 和 包 容 性 （ A n d u j a r  &  N a d i f,  2 0 2 0 ） 。

在 设 计 混 合 式 教 育 课 程 以 及 教 授 课 程 时 ， 承 认 学 生 具 有 不 同 能 力 水 平 ， 确 保 学 生 都 能 进 行

有 意 义 的 学 习 非 常 重 要 。 因 此 ， 关 注 弱 势 群 体 的 学 生 （ 如 难 民 儿 童 、 流 离 失 所 者 、 生 活 困

难 的 儿 童 ） 、 有 学 习 困 难 的 学 生 ， 以 及 极 具 天 赋 的 学 生 等 群 体 十 分 必 要 。 对 于 具 有 身 体 、

心 理 和 情 感 障 碍 的 学 生 ， 必 须 提 供 适 当 的 支 持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1 7 ） 。 设 计 具 有 包 容 性

的 课 程 非 常 重 要 。 应 遵 循 的 原 则 包 括 ： 建 立 并 支 持 能 够 培 养 所 有 学 生 归 属 感 的 班 级 氛 围 ；

为 学 生 创 造 多 样 化 且 低 风 险 的 机 会 来 展 示 其 学 习 ； 对 学 生 的 作 业 提 供 及 时 反 馈 ； 选 择 认 可

多 样 性 和 承 认 包 容 性 障 碍 的 课 程 内 容 ； 对 于 具 有 身 体 、 心 理 和 情 感 障 碍 的 学 生 ， 也 应 做 出

适 当 的 规 定 。

●  情 景 定 位 ( co n text u a l  g ro u n d i n g )

研 究 人 员 通 常 认 为 ，在 制 定 发 展 政 策 时 ，背 景 和 文 化 问 题 一 直 受 到 忽 视（ C ro s s l e y  et  

a l . ,  2 0 0 9 ； H e y n e m a n ,  2 0 0 9 ） 。 情 景 定 位 是 指 在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育 时 ， 背 景 问 题 应 考 虑 到

区 域 、国 家 和 全 球 的 差 异 。技 术（ 如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可 以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但 需 要 适 当 地 使 用 。

除 了 技 术 之 外 ， 教 师 和 其 他 教 育 上 的 利 益 相 关 方 还 需 要 分 析 可 用 的 资 源 和 学 生 的 家 庭 经 济

状 况 。 例 如 ， 对 于 欠 发 达 的 农 村 地 区 ， 许 多 家 庭 可 能 买 不 起 笔 记 本 电 脑 ， 甚 至 整 个 区 域 都

没 有 稳 定 的 网 络 连 接 ， 所 以 在 规 划 混 合 式 教 育 时 ， 很 难 保 证 每 个 学 生 都 能 顺 利 在 家 学 习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政 府 和 相 关 教 育 部 门 需 要 分 配 额 外 的 资 金 ， 用 于 建 立 高 效 的 网 络 ， 并 为 家

庭 提 供 必 要 的 设 备 支 持 。 文 化 差 异 也 是 需 要 考 虑 的 问 题 。 在 规 划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内 容 和 互 动

活 动 时 ， 应 尊 重 和 重 视 文 化 多 样 性 。

为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推 广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 并 在 教 育 实 践 中 取 得 成 功 ， 本 部 分

提 出 了 推 进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指 导 方 针 。 整 体 共 分 为 三 个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阐 述

了 推 广 混 合 式 教 育 时 应 遵 循 的 基 本 原 则 。例 如 ，可 及 性 、包 容 性 、情 景 定 位（ c o n t e x t u a l  

g r o u n d i n g ）等 。第 二 部 分 简 要 介 绍 了 使 用 的 策 略 ，第 三 部 分 则 从 前 端 分 析 到 最 终 评 价 ，

介 绍 了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教 学 模 式 。 详 细 描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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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在 规 划 混 合 式 教 育 时 ， 关 注 弱 势 学 生 群 体 也 非 常 重 要 。 例 如 ， 对 于 有 学 习 困 难

的 学 生 而 言 ， 混 合 式 学 习 可 能 充 满 了 挑 战 。 教 师 应 该 经 常 与 家 长 进 行 沟 通 和 对 话 ， 合 力 找

到 可 以 帮 助 学 生 的 解 决 方 案 。

●  公 平

教 育 公 平 是 指 每 个 学 生 ，而 无 论 其 自 身 的 个 人 和 社 会 经 济 状 况 、种 族 或 家 庭 背 景 如 何 ，

都 应 该 获 得 习 得 阅 读 、 写 作 和 简 单 算 术 技 能 所 需 的 资 源 。 纵 观 世 界 ， 各 地 之 间 存 在 着 巨 大

的 经 济 状 况 、 宗 教 信 仰 和 文 化 背 景 的 差 异 。 政 府 和 其 他 利 益 相 关 方 需 要 优 先 考 虑 所 有 儿 童

的 教 育 。 实 行 混 合 式 教 育 意 味 着 还 需 要 确 保 所 有 学 龄 儿 童 ， 无 论 个 人 情 况 、 背 景 如 何 ， 都

能 公 平 地 参 与 到 课 程 （Gülbahar & Madran, 2009）。因此，课程本身的设计就必须考虑到

这种广泛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的差异，并就此做出规定（UNESCO-IBE, 2017）。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 进 行 远 程 授 课 时 ， 必 须 拥 有 基 本 的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设 备 和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 许 多 地 区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可 能 没 有 混 合 式 学 习 所 需 的 W i F i 连 接 或 计 算 机 设 备 。 建 立

可 靠 的 网 络 连 接 、确 保 每 个 学 生 都 拥 有 基 本 的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设 备（ 如 电 脑 、笔 记 本 电 脑 ），

应 是 政 府 和 利 益 相 关 方 最 需 要 完 成 的 任 务 和 优 先 事 项 。 教 育 利 益 相 关 方 需 要 尽 最 大 努 力 来

分 析 现 状 ， 设 计 混 合 式 学 习 课 程 ， 以 确 保 所 有 学 生 无 论 身 处 何 处 都 能 获 得 相 当 的 学 习 体 验

（ B u t z  et  a l . ,  2 0 1 6 ） 。

●  灵 活 性

灵 活 性 原 则 可 确 保 通 过 混 合 式 教 育 课 程 为 学 生 提 供 一 系 列 机 会 和 途 径 。 课 程 中 的 灵

活 性 意 味 着 我 们 可 以 真 正 了 解 学 生 不 断 变 化 的 广 泛 需 求 、 兴 趣 和 志 向 ， 并 就 此 提 供 帮 助

（ U N E S CO - I B E ,  2 0 1 7 ） 。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灵 活 性 可 以 体 现 在 五 个 方 面 ： 学 习 时 间 和 地 点 、

学 习 内 容 和 顺 序 、授 课 机 制 、教 学 方 法 ，以 及 评 价 方 法 。例 如 ，评 价 学 生 学 习 成 就 的 方 式 ，

既 可 以 是 基 于 短 片 演 示 ， 也 可 以 是 研 究 论 文 、 团 队 项 目 、 同 伴 评 价 、 家 长 协 助 评 价 或 标 准

化 测 试 。 另 一 个 例 子 是 使 用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 这 种 方 法 可 以 让 学 生 更 灵 活 地 更 新 其 获 得 学 业

发 展 和 学 业 成 就 的 依 据（ G o rd o n ,  2 0 1 4 ）。评 价 的 时 间 和 授 课 渠 道 也 可 以 做 到 高 度 灵 活 。

运 用 学 习 分 析 方 法 可 以 实 现 灵 活 的 学 习 。

●  有 目 的 的 技 术 使 用

有 目 的 地 使 用 技 术 是 指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使 用 不 同 的 工 具 和 技 术 时 ， 最 好 有 一 个 特 定 的

目 的 ， 了 解 使 用 技 术 本 身 的 好 处 以 及 可 能 给 学 生 带 来 的 潜 在 风 险 （ Lu b i n ,  2 0 1 6 ） 。 在 使

用 技 术 或 工 具 时 ， 应 该 优 先 考 虑 学 生 的 安 全 。 教 师 应 做 好 充 分 准 备 ， 了 解 学 生 在 课 堂 上 会

使 用 和 喜 欢 使 用 哪 些 技 术 、 工 具 或 应 用 。 教 师 还 应 该 清 楚 如 何 使 用 技 术 ， 以 及 使 用 这 些 技

术 能（ 给 学 生 ）带 来 些 什 么 。因 此 ，有 目 的 地 使 用 技 术 意 味 着 具 有 使 用 技 术 的 动 机 或 愿 望 ，

有 特 定 的 目 的 、有 自 觉 的 认 知 ，并 且 了 解 这 样 使 用 的 后 果 。考 虑 所 有 这 些 影 响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除 了 准 备 程 度 和 目 标 以 外 ， 教 师 还 应 表 现 出 决 心 来 使 用 技 术 、 认 可 其 中 的 教 育 价 值 并 相 信

技 术 的 变 革 潜 力 （ H e n n e s s y  et  a l . ,  2 0 0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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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采 用 使 用 混 合 式 学 习 时 ， 建 议 课 程 专 家 和 教 师 事 先 考 虑 并 了 解 如 下 通 用 策 略 。

●  首先，从课程目标出发，倒推至当前任务，避免对技术产生适得其反的关注 (Sands, 2002)。

●  其 次 ， 关 注 互 动 （ 学 生 与 学 生 互 动 、 学 生 与 教 师 互 动 ） ， 而 不 是 传 递 模 式 。

●  第 三 ， 重 新 设 计 学 习 活 动 ， 将 其 延 续 到 课 堂 上 ， 再 回 到 线 上 。

●  第 四 ， 考 虑 传 统 课 堂 的 问 题 ， 并 整 合 技 术 ， 以 解 决 在 线 课 堂 的 问 题 。

●  第 五 ， 记 住 ， 要 从 简 单 的 技 术 和 工 具 入 手 。

具 体 采 用 哪 种 方 法 开 展 混 合 式 教 学 ， 取 决 于 开 展 教 学 的 当 地 环 境 。 一 般 而 言 ， 建 议 相

关 机 构 设 定 课 程 目 标 并 进 行 预 分 析 ， 以 明 确 学 习 者 的 特 点 、 环 境 和 学 习 内 容 ， 为 开 展 混 合

式 学 习 做 好 准 备 。 然 后 ， 应 明 确 学 习 目 标 ， 并 确 定 相 关 的 学 习 结 果 。 这 些 学 习 结 果 将 作 为

混 合 式 教 学 的 指 导 ，包 括 设 计 和 开 展 学 习 活 动 与 学 习 材 料 ，提 供 定 制 化 的 学 习 支 持 和 服 务 ，

以 及 准 备 学 习 环 境 和 工 具 。 然 后 ， 进 行 一 个 独 特 的 步 骤 ， 即 约 束 条 件 分 析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存 在 着 不 同 的 学 生 、 动 态 的 过 程 和 环 境 ， 以 及 不 确 定 的 学 习 环 境 和 过 程 。 当 约 束 条 件 分

析 的 结 果 对 实 现 目 标 有 利 时 ， 下 一 步 即 可 进 行 学 习 评 价 。 但 是 ， 当 出 现 强 大 的 约 束 条 件 从

而 妨 碍 目 标 的 实 现 时 ， 则 该 过 程 将 重 新 导 向 至 明 确 学 习 目 标 并 确 定 学 习 结 果 这 一 步 。 这 是

一 个 反 复 迭 代 的 过 程 ，将 一 直 持 续 ，直 至 混 合 式 教 学 达 到 最 佳 状 态 、可 实 现 预 设 目 标 。图 3 . 1

概 括 了 该 教 学 过 程 ， 其 中 每 个 步 骤 的 细 节 将 在 下 文 第 4 - 8 部 分 介 绍 。

3 . 2  采 用 混 合 式 学 习 策 略  

3 . 3  混 合 式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教 学 模 型  

图 3.1 混合式学习与评价的教学模型

学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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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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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习活动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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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分析和课程
目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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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 分 析 及 明 确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目 标 是 指 用 一 般 术 语 表 述 的 目 标 或 目 的 ， 通 常 不 提 供 衡 量 学 习 成 就 或 掌 握 程 度 的

标 准 。课 程 目 标 与 教 育 目 的 和 理 念 有 关 。这 些 目 标 通 常 不 指 明 具 体 的 内 容 项 目 。通 常 情 况 下 ，

课 程 目 标 在 学 生 团 体 层 面 实 现 ， 而 非 个 人 学 习 者 层 面 。 课 程 目 标 应 该 足 够 宽 泛 ， 从 而 导 出

具 体 的 课 程 目 标 ( U N E S CO - I B E 词 汇 表 ) 3。 典 型 的 课 程 目 标 有 “ 学 生 学 会 尊 重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的 人 并 与 之 相 处 ” ， 以 及 “ 学 生 能 够 欣 赏 文 学 、 艺 术 和 音 乐 ” 。

在 设 定 课 程 目 标 时 ， 教 师 或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可 以 使 用 各 种 参 考 资 料 。 课 程 标 准 便 是 其 中

一 种 。 课 程 标 准 是 可 以 反 映 课 程 目 的 的 指 导 方 针 。 课 程 标 准 通 常 是 在 教 育 机 构 、 国 家 、 地

区 的 层 面 上 制 定 的 ， 以 指 明 在 一 个 特 定 的 内 容 领 域 内 ， 学 生 应 该 知 道 什 么 以 及 应 该 能 做 什

么 。 课 程 标 准 是 帮 助 教 师 和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设 计 统 一 课 程 的 重 要 参 考 ， 体 现 了 学 生 在 每 个 年

级 或 每 门 课 程 中 需 要 知 道 、 理 解 和 践 行 的 内 容 。 为 了 确 定 标 准 ， 教 师 需 要 反 思 这 些 标 准 的

目 的 和 目 标 受 众 ( U N E S CO - I B E 词 汇 表 ) 3。 在 美 国 、 中 国 等 地 ， 标 准 的 使 用 非 常 广 泛 。 例

如 ， 《 共 同 核 心 州 立 标 准 》 （ C o m m o n  C o re  State  Sta n d a rd s ） 由 美 国 各 州 主 导 完 成 ，

其 中 规 定 了 学 生 在 K- 1 2 学 习 生 涯 中 应 掌 握 的 知 识 和 技 能 。 在 中 国 ， 可 参 考 教 育 部 针 对 多

个 学 科 提 出 的 新 课 程 标 准 。 在 美 国 、 加 拿 大 、 英 国 、 新 西 兰 、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和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 E C D ）成 员 国 ，2 1 世 纪 技 ( 2 1 st- ce n t u r y  s k i l l s ) 也 是 比 较 流 行 的 有 益 参 考 ，

指 出 了 当 前 一 代 以 及 下 一 代 人 所 需 的 主 要 个 人 技 能 与 能 力 ， 可 以 为 教 师 和 课 程 专 家 提 供 一

些 目 标 设 定 上 的 思 路 。 这 些 2 1 世 纪 技 能 包 括 学 习 和 创 新 技 能 、 数 字 素 养 技 能 以 及 职 业 和

生 活 技 能 。 此 外 ， 经 合 组 织 还 提 出 了 “ 经 合 组 织 学 习 指 南 针 2 0 3 0 ( T h e  O E C D  Lea r n i n g  

C o m pa s s  2 0 3 0 ) ” ， 其 中 列 出 了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相 一 致 的 重 要 能 力 ， 而 这 些 正 是 学 习 者

在 数 字 社 会 中 卓 越 发 展 所 需 要 的 4。

具 体 而 言 ， 混 合 式 学 习 有 其 独 一 无 二 的 特 点 ， 在 制 定 目 标 时 应 予 以 特 别 考 虑 。 例 如 ，

在 在 线 课 程 中 ， 教 师 和 学 生 可 能 彼 此 分 开 ， 从 而 使 虚 拟 环 境 中 的 参 与 者 处 于 劣 势 地 位 。 此

外 ， 对 教 师 或 信 息 技 术 人 员 而 言 ， 管 理 设 备 可 能 是 一 项 费 力 的 工 作 。 使 用 多 种 设 备 和 应 用

还 会 给 学 生 的 学 习 带 来 干 扰 。基 于 这 些 特 点 ，很 多 因 素 都 可 能 影 响 混 合 模 式 下 的 目 标 实 现 。

例 如 ， 受 限 的 互 联 网 接 入 、 技 术 或 设 备 的 过 度 使 用 、 公 用 设 施 质 量 差 、 注 意 力 分 散 、 沟 通

和 协 作 机 会 少 等 。 据 报 告 ， 在 充 满 各 类 挑 战 的 环 境 下 ， 教 师 和 学 生 可 能 会 对 实 现 严 苛 的 课

程 目 标 缺 乏 信 心 ( D y m e n t  &  D o w n i n ,  2 0 1 8 ) ， 从 而 失 去 动 力 。 因 此 ，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课 程

规 划 ， 包 括 目 标 设 定 在 内 ， 比 传 统 的 面 授 学 习 更 加 复 杂 ( M o s s a va r- R a h m a n i  &  L a r s o n -

D a u g h e r t y,  2 0 0 7 ) ， 必 须 考 虑 影 响 学 习 的 各 种 挑 战 和 约 束 条 件 ( H a ro n  et  a l . ,  2 0 2 1 ) 。 因

此 ， 建 议 课 程 专 家 和 教 师 全 面 分 析 和 考 虑 与 目 标 实 现 的 风 险 、 学 习 条 件 和 混 合 式 学 习 中 的

特 定 情 景 有 关 的 约 束 条 件 。 基 于 此 类 分 析 和 考 虑 ， 课 程 专 家 和 教 师 应 仔 细 思 考 如 何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背 景 下 达 到 设 定 的 目 标 和 目 的 。 因 此 ， 课 程 专 家 和 教 师 应 谨 慎 的 设 定 可 调 整 的 和

可 实 现 的 课 程 目 标 ， 确 定 实 现 目 标 的 相 应 范 围 和 难 度 。

4 . 1  明 确 适 合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课 程 目 标

3.  Source: http://www.ibe.unesco.org /en/glossary-curriculum-terminology/c/curriculum-aims-goals

4.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teaching-and-learning/learning/learning-compass-2030/OECD_Learning_Compass_2030_concept_no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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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前 端 综 合 分 析

为 了 确 定 如 何 设 计 混 合 式 学 习 ， 需 要 从 一 开 始 就 进 行 关 键 的 观 察 和 分 析 ， 其 目 的 是

确 定 学 习 者 的 已 有 知 识 水 平 和 掌 握 程 度 、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的 技 能 水 平 ， 指 定 学 习 任 务 ，

并 且 识 别 混 合 式 环 境 中 可 能 影 响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特 征 ， 从 而 为 在 混 合 式 环 境 中 组 织 学 习 活

动 打 下 良 好 基 础 。 这 种 预 先 分 析 的 结 果 将 是 一 份 分 析 报 告 ， 也 是 就 基 于 这 些 分 析 而 对 教

学 起 点 所 作 出 的 总 结 。

预 先 分 析 主 要 可 以 从 三 个 方 面 进 行：(1)  学 习 者 特 征 分 析， 即 定 期 评 价 学 习 者 的 原 有 知

识、 学 习 风 格、 学 习 偏 好、 动 机 状 态、 参 与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必 要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技 能、 在 线

交 流 技 能 等；(2)  学 习 对 象（ 知 识 分 类 ） 分 析， 即 根 据 知 识 分 类 确 定 应 该 教 授 的 内 容 以 及 这

些内容之间的关系；(3)  混合式学习环境分析，即找出环境特征 (Huang et  al .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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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描述学习目标及定义学习结果

5 . 1  描 述 学 习 目 标

5 . 2  定 义 学 习 结 果

学 习 目 标 描 述 了 打 算 实 施 的 教 育 活 动 的 期 望 目 标 。 学 习 目 标 可 以 指 导 特 定 主 题 或 活

动 的 组 织 过 程 ， 以 达 到 预 期 的 结 果 。 学 习 目 标 还 可 以 用 于 组 织 教 育 活 动 的 内 容 。 传 统 上

编 写 学 习 目 标 的 “ A B C D ” 法 可 以 作 为 一 个 例 子 5。 随 着 主 导 性 的 教 育 理 念 向 建 构 主 义 转

变 ， 混 合 式 学 习 环 境 的 特 点 也 变 得 与 传 统 课 堂 教 学 有 所 不 同 ， 在 学 习 目 标 中 应 该 考 虑 更

多 因 素 。 H u a n g 等 （ 2 0 2 1 b ） 认 为 ， 在 线 学 习 作 为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一 部 分 ， 本 质 上 是 一 种

技 术 增 强 的 学 习 ， 并 强 调 了 这 种 学 习 类 型 中 几 个 方 面 的 重 要 性 。 这 些 方 面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仔 细 思 考 学 习 活 动 （ 学 习 任 务 、 方 法 和 评 价 ） 、 资 源 （ 如 书 籍 、 视 频 等 ） 、 服 务 （ 反 馈 、

监 督 和 支 持 ） 和 场 景 （ 时 间 、 地 点 、 其 他 学 习 参 与 者 ） 会 是 怎 样 的 ， 以 及 如 何 影 响 学 习

目 标 的 实 现 。 因 此 ， 为 了 确 定 混 合 式 学 习 环 境 下 的 学 习 目 标 ， 课 程 专 家 和 教 师 应 该 仔 细

了 解 并 考 虑 活 动 、 情 境 、 服 务 和 场 景 。  

学 习 结 果 是 对 在 完 成 一 个 学 习 单 元 之 后 学 习 者 应 该 能 做 些 什 么 、知 道 什 么 、重 视 什 么 、

以 及 学 习 者 在 完 成 课 程 后 应 该 达 到 什 么 程 度 成 就 的 描 述 。 因 此 ， 学 习 结 果 既 说 明 了 学 习 的

内 容 ， 又 说 明 了 如 何 展 示 取 得 的 成 就 。  

在 描 述 学 习 结 果 时 ， 经 常 使 用 行 为 动 词 ， 因 此 结 果 具 有 S M A RT 的 特 点 ： 具 体 的

（ S p e c i f i c ）、可 测 量 的（ M ea s u ra b l e ）, 可 实 现 的（ A c h i e va b l e ）、相 关 的（ Re l e va n t ）、

有 时 限 的 （ T i m e - b o u n d e d ） 。 基 于 这 些 特 点 ， 学 习 目 标 和 学 习 成 果 之 间 可 能 有 一 些 相 似

之 处 。 表 5 . 1 提 供 了 一 些 例 子 以 解 释 两 者 的 区 别 。

学 习 结 果 描 述 了 每 个 学 生 在 完 成 一 次 学 习 体 验 或 一 系 列 学 习 体 验 后 应 该 掌 握 的

知 识 、 技 能 和 能 力 （ A l l a n ,  1 9 9 6 ） 。

5.  UCLA course planning Tip Sheet https://www.uclahealth.org /nursing /workfiles/Education%20Courses/ContinuingEducation/

ce-LearningOutcome-v-LearningObjective-052016.pdf#:~:text=not%20present%20%20%20Learning%20Outcome%20%20,State%20

normal%20range%20for%20blood%20pressure.%20%20

术 语 2   学 习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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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1  学 习 目 标 和 相 应 结 果 示 例 6

学习结果 学习目标

知 识 ： 在 教 育 活 动 结 束 时 ， 参 与 者 将 使 用 李

克 特 5 点 量 表 报 告 在 有 效 沟 通 方 式 方 面 知 识

获 取 情 况 。

描述有效沟通方式的特点。

能 力 / 技 能 ： 在 教 育 活 动 结 束 时 ， 参 与 者 将

自 我 报 告 运 用 基 于 证 据 的 沟 通 策 略 来 改 变 实

践 的 意 愿 。

列 出 5 种 创 建 可 进 行 保 密 谈 话 的 安 全 环 境 的

方 法 。

表 现 ： 在 项 目 结 束 后 的 6 个 月 评 价 中 ， 参 与

者 将 采 用 S B A R 模 式 （ 现 状 、 背 景 、 评 价 、

建 议 ） 进 行 安 全 的 交 接 沟 通 ， 然 后 自 我 报 告

沟 通 情 况 。

定义 SBAR 模式下交接工具的组成部分。

清 晰 陈 述 的 学 习 结 果 可 以 让 学 生 提 前 知 道 需 要 掌 握 的 知 识 和 技 能 ， 可 以 指 导 学 生 的 学

习 过 程 ， 使 学 生 参 与 到 学 习 过 程 中 来 ， 并 且 提 高 学 习 效 果 和 效 率 。 学 习 结 果 还 有 助 于 保 持

整 个 教 学 过 程 的 目 标 导 向 性 ， 帮 助 教 师 选 择 对 目 标 有 支 持 作 用 的 教 学 内 容 和 材 料 。 有 了 学

习 结 果 ， 教 师 可 以 更 好 地 关 注 教 学 过 程 、 评 价 教 学 效 果 ， 并 根 据 获 得 的 反 馈 信 息 调 整 教 学

内 容 和 教 学 方 法 。

撰 写 学 习 结 果 陈 述 的 步 骤 如 下 ：

①  明 确 学 生 在 课 程 结 束 时 应 该 知 道 什 么 、 能 够 做 些 什 么 。

②  使 用 可 衡 量 而 又 明 晰 的 动 词 ， 避 免 使 用 模 糊 的 词 语 ， 比 如 说 “ 知 道 ” 。

③  每 份 结 果 陈 述 尽 量 只 明 确 说 明 一 个 学 习 结 果 。

④  结 果 陈 述 应 该 反 映 出 希 望 学 生 培 养 哪 些 能 力 、 技 能 、 态 度 和 价 值 观 。

⑤  一 般 而 言 ， 一 个 学 习 单 元 有 4 到 6 个 结 果 陈 述 即 可 。  

1 )  确 定 单 元 中 的 重 点 知 识 和 认 知 技 能

学 习 结 果 的 核 心 可 以 是 不 同 类 型 的 知 识 （ B i g g s ,  1 9 9 9 ） ：

●  表 述 性 知 识 ： 知 道 哪 些 知 识 “ 内 容 ” 或 知 道 关 于 知 识 “ 内 容 ” 的 信 息

●  过 程 性 知 识 ： 知 道 如 何 做 事

●  条 件 性 知 识 ： 知 道 何 时 做 事

6.  Reference: UCLA course planning Tip Sheet https://www.uclahealth.org /nursing /workfiles/Education%20Courses/ContinuingEducation/

ce-LearningOutcome-v-LearningObjective-052016.pdf#:~:text=not%20present%20%20%20Learning%20Outcome%20%20,State%20normal%20

range%20for%20blood%20pressur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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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类 型 的 学 习 结 果 有 着 不 同 的 特 点 。 例 如 ， 一 些 学 习 结 果 可 能 更 偏 概 念 性 。 与 此 相

反 ， 另 外 一 些 结 果 则 更 注 重 动 手 实 践 。 在 设 计 混 合 模 式 的 课 程 和 教 学 时 ， 建 议 课 程 专 家 和

教 师 将 学 习 结 果 的 特 点 与 混 合 式 学 习 环 境 （ 即 线 上 或 线 下 部 分 ） 的 特 点 结 合 起 来 考 虑 。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面 对 面 授 课 部 分 可 以 提 供 更 多 的 动 手 活 动 体 验 和 面 对 面 互 动 7。 K at h e r i n e  

B o ya r s k y （ 2 0 2 0 ） 认 为 ， 面 对 面 活 动 是 实 现 特 定 学 习 结 果 的 最 佳 方 式 ， 例 如 同 步 小 组 头

脑 风 暴 、 沟 通 班 级 期 望 和 概 述 个 体 责 任 、 进 行 并 回 应 小 组 汇 报 等 。 相 比 之 下 ， 线 上 课 堂 更

加 灵 活 ， 成 本 更 低 且 更 具 多 样 性 。 根 据 K at h e r i n e  B o ya r s k y （ 2 0 2 0 ） 的 观 点 ， 自 定 步 调

的 学 习 和 活 动 、 自 动 评 分 程 序 （ 如 是 非 题 的 多 项 选 择 ） 、 异 步 小 组 讨 论 、 书 面 批 判 性 分 析

和 思 考 性 论 述 等 ， 都 可 以 通 过 线 上 活 动 来 达 到 最 佳 效 果 。

根 据 这 一 原 则 ，我 们 可 以 分 别 为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线 上 或 线 下 部 分 分 配 最 合 适 的 学 习 结 果 。

例 如 ， 如 果 预 期 的 学 习 结 果 是 运 用 从 物 理 课 中 学 到 的 原 理 制 作 一 款 与 科 学 、 科 技 、 工 程 及

数 学 （ ST E M ） 相 关 的 产 品 ， 那 么 可 以 把 实 践 活 动 分 配 到 面 对 面 课 程 部 分 ， 以 概 念 学 习 为

重 点 的 自 学 部 分 的 对 应 学 习 结 果 可 以 灵 活 地 完 成 ， 尤 其 是 可 以 在 线 上 课 堂 采 用 。

7. https://projectionsinc.com/abetterleader/in-person-training-vs-online-learning /

图 5 . 2  布 鲁 姆 分 类 法 （ 修 订 版 ）

创 造

评 价

分 析

应 用

理 解

记 忆

●  功 能 性 知 识 ： 知 道 如 何 运 用 前 三 种 类 型 的 知 识 来 解 决 问 题

除 了 习 得 知 识 外 ， 学 生 还 被 期 待 将 其 所 学 应 用 到 实 际 情 形 中 ， 解 决 复 杂 的 问 题 。 通 过

下 图 可 快 速 了 解 布 卢 姆 分 类 法 （ 修 订 版 ） 中 的 学 习 结 果 类 型 。 学 生 在 学 习 时 ， 其 学 习 过 程

中 的 认 知 、 情 感 和 意 识 活 动 通 常 是 相 互 交 织 在 一 起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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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反 映 学 习 结 果 的 学 习 任 务 类 型

学 习 结 果 可 以 反 映 在 学 习 任 务 中 。 许 多 类 型 的 学 习 任 务 都 可 以 通 过 线 上 或 线 下 的 方 式

完 成 ，比 如 说 阅 读 、讨 论 、案 例 研 究 、测 验 、报 告 陈 述 、练 习 、虚 拟 实 验 室 、论 文 、模 拟 、

角 色 扮 演 、 游 戏 和 设 计 项 目 等 。 学 习 任 务 应 与 学 习 结 果 保 持 一 致 。 下 图 提 供 的 方 法 可 以 帮

助 找 出 缺 失 的 或 被 忽 视 的 任 务 ， 并 能 表 明 哪 种 情 况 下 可 能 会 对 某 一 学 习 结 果 过 度 评 价 。

图 5 . 3  学 习 结 果 与 学 习 任 务 之 间 可 能 存 在 的 关 系

学 习 结 果 学 习 任 务  

No.1

No .2

No .3

No .4

No .5

No .6

Task 1

Task 2

Tas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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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混 合 式 教 学 和 学 习

6 . 1  首 要 条 件 ： 理 解 学 习

为 了 开 展 有 效 的 混 合 式 教 学 ， 首 先 应 理 解 学 习 的 本 质 。 从 建 构 主 义 的 角 度 来 看 ， 学 习

是 在 与 环 境 互 动 的 过 程 中 建 构 对 世 界 的 心 理 表 征 的 过 程 。 可 从 以 下 方 面 进 一 步 了 解 学 习 的

过 程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1 9 ） ：

●  学 习 应 以 学 习 者 为 中 心 ， 以 活 动 为 焦 点 。

●  学 习 过 程 包 括 对 所 学 知 识 的 重 新 梳 理 和 重 构 ， 以 及 对 新 知 识 的 有 效 建 构 。

●  学 习 是 一 种 以 社 会 互 动 和 语 言 为 中 心 的 行 为 。

●  建 构 主 义 强 调 学 习 环 境 以 及 创 建 有 效 学 习 环 境 的 价 值 。

●  有 效 的 学 习 需 要 使 用 适 当 资 源 来 支 持 意 义 的 建 构 。

对 学 习 的 本 质 有 所 了 解 后 ，便 可 以 清 楚 说 明 建 构 主 义 对 课 程 和 教 学 的 影 响 。J o n a s s e n

（ 1 9 9 1 ） 认 为 ， 课 程 开 发 工 作 主 要 包 括 课 程 分 析 、 设 计 和 评 价 。 建 构 主 义 对 课 程 专 家 和 教

师 的 具 体 启 示 如 下 ：

●  教 师 和 课 程 专 家 可 对 主 要 内 容 领 域 作 出 界 定 ， 但 不 应 随 意 设 置 课 程 范 围 的 界 限

（ S e y y e d re za i e  &  B a ra n i ， 2 0 1 7 ） 。

●  关 注 学 习 情 境 。 基 于 对 来 自 建 构 主 义 的 教 学 方 法 和 策 略 ， 环 境 和 内 容 都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因 而 建 议 教 师 或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慎 重 考 虑 学 习 情 境 （ co n te xt ） （ St ro m m e n ，  

1 9 9 2 ） 。 从 这 个 角 度 来 看 ， 课 程 专 家 和 教 师 应 设 计 出 各 种 学 习 情 境 ， 帮 助 学 习 者 从 不 同 角

度 理 解 概 念 和 原 理 。通 过 这 种 方 式 ，才 能 培 养 出 学 生 更 高 层 次 的 技 能 ，比 如 问 题 解 决 能 力 、

决 策 力 和 创 造 力 。

●  课程和教学的重点不仅在于学习者的原有知识，还在于学习者的认知过程、自我反思

能力和学习过程本身。其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思维和知识构建能力（Strommen，1992）。

建 构 主 义 是 一 种 教 育 理 论 ， 这 种 理 论 认 为 ， 学 习 者 可 以 通 过 整 合 自 身 所 知

来 建 构 新 的 理 解 和 知 识 ， 包 括 他 们 入 学 前 获 得 的 知 识 。

术 语 3   建 构 主 义

资 料 来 源 ： Nola & Irzik. (2006). Philosophy, Science, Education and Culture.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p. 175. ISBN 978-1-4020-3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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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 调 学 习 者 的 主 动 性 以 及 对 自 主 学 习 方 法 的 使 用 ， 这 些 有 助 于 学 生 培 养 自 我 意 识

和 自 律 能 力 ， 从 而 保 持 良 好 的 学 习 状 态 。

●  当 出 现 错 误 概 念 时 ， 教 师 可 将 其 作 为 纠 正 的 “ 目 标 ” ， 帮 助 学 生 正 确 理 解 内 容 。

●  学 习 者 将 成 为 评 价 者 ， 通 过 评 价 过 程 实 现 自 身 所 做 事 情 的 意 义 。

学 习 情 境 是 对 学 习 活 动 的 概 览 ， 是 一 种 设 定 的 学 习 活 动 顺 序 ， 或 者 是 一 组

学 习 者 的 共 同 学 习 的 环 境 。

生 成 性 课 程 是 建 构 主 义 课 程 的 一 种 具 体 类 型， 以 突 现 论（emergentism） 为

基础，注重对话与合作。生成课程可以代表课程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未来的主要方向。

术 语 4  学 习 情 境

术 语 5  生 成 性 课 程 （ E m e rge n t  Cu r r i c u l u m ）

学 习 活 动

学 习 地 点

学 习 时 间 学 习 地 点
学习什么？
如何学习？

何处学习？
固定地址？

何处学习？
教师角色？

何处学习？
固定时间？

图 6 . 1  学 习 情 境 的 要 素

资 料 来 源 ： Yu-le. (2004). Some thoughts on emergent curriculu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rum for Integrated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Reform sponsored by the Council for Global Integrative Education, Santa 
Cruz, CA, October 28-30. Retrieved December 15, 2011, from http://chiron.valdosta.edu/whuitt/CGIE/
yu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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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yyedrezaie 和 Barani（2017）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提出了一组实施“生成课程”的关

键技巧。

●  根据具体环境的特点和不同学习者的特征，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应当相

应作出调整。

●  教师的角色不是被动的知识传播者，而是主动的课程研究者和创造者。

●  学生的角色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课程的主体、创造者和建设者。

●  教师应当用心倾听。这种“倾听”要求教师全身心投入教育、沉浸在学生心灵的海洋

中，充 分感受其“ 心跳节拍”。 教师和学生平等交流、互相倾听、积极思考、畅所欲言，最

终产生创新的学习结果。

如何进行有效教学？以下是给教师的几点一般性的建议：

●  鼓励学习者做出贡献并分享观点，然后利用学习者的回答来帮助其实现学习目标，让

学生应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来加强和拓展学习。

●  提前准备内容结构以及课程开始时所需的认知或心理策略，并提供教学活动的结构。

●  提出与内容和过程有关的问题，促进探究和问题解决。

●  引导学生想出解决方案、搜索信息，并在需要时进行调整。

●  通过不同的语调、手势、眼神交流等方式表现出教师的活力、热情和兴趣。

●  与学习者建立和谐的关系。

教学计划是有效的课程开发和教学所必需的基础环节之一，它提供了对课程中每节课的

教学指示。每节课的教学计划都应包括以下部分或全部要素：（1）学习目标 / 结果（应采取

SMART 的形式）；（2）课程内容和结构；（3）教材，包括讲义、课本、多媒体教具、评分标准、

活动包等；（4）课程介绍部分，主要介绍将要学习的概念或技能；（5）详细的教学行为和步骤；

（6）学习活动，让学习者练习所学知识或者拓展知识；（7）教师对每节课的总结；（8）用

以检测学生掌握程度的测评。

在混合式学习中，学生主要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因此，课程开发者和教

师必须根据混合式学习的特点来设计和实施教学计划。接下来的小节将介绍混合式教学和混

合式学习计划制定的基本环节。

在线学习是指在同步或异步环境下使用不同上网设备的学习经历。学生可以在

任何地方学习，并与讲师和其他学生互动（Singh & Thurman，2019）。

术 语 6   在 线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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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准 备 混 合 式 学 习 环 境

6 . 3   有 意 识 地 利 用 技 术

混 合 式 学 习 环 境 是 指 学 习 者 开 展 活 动 的 物 理 环 境 （ 线 下 ） 和 数 字 环 境 （ 线 上 ） ， 包

括 在 该 环 境 中 的 所 有 工 具 、 文 件 以 及 其 他 物 品 。 此 外 ， 还 包 括 学 习 活 动 的 社 会 文 化 背 景

（Goodyear, 2001）。Van den Akker（1999）通 过 工 具 、 文 件 、 物 品 以 及 社 会 文 化 背 景 来

区 分 物 理 环 境 和 数 字 环 境 ， 学 习 者 在 这 些 有 意 规 划 和 设 计 的 混 合 式 环 境 中 开 展 学 习 活 动 。

有 多 种 方 法 可 以 使 学 习 者 在 混 合 式 环 境 中 投 入 到 学 习 中 8:  

① 了 解 你 的 受 众 ，包 括 他 们 的 年 龄 、经 验 程 度 以 及 经 验 与 教 学 内 容 的 关 联 性 、舒 适 程 度 、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相 关 技 能 ， 以 及 你 关 于 所 使 用 技 术 的 过 往 经 验 8。  

② 在 课 程 开 始 时 介 绍 每 日 计 划 。 首 先 要 有 清 晰 的 视 觉 结 构 ， 向 学 习 者 展 示 你 所 准 备 的

东 西 ， 并 让 他 们 知 道 接 下 来 会 发 生 什 么 。

③ 提 供 学 习 内 容 的 现 实 生 活 背 景 。 明 确 地 概 述 学 习 者 可 以 如 何 将 所 学 的 重 要 概 念 和 技

能 应 用 到 他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中 。 制 定 预 案 ， 以 便 在 发 生 任 何 状 况 时 都 能 重 回 正 轨 。 你 需 要 做

好 准 备 及 时 挽 回 局 势 ， 并 尊 重 每 个 人 的 参 与 。

④ 肯 定 学 生 的 成 功 并 认 可 他 们 的 努 力 ， 这 样 通 常 可 以 激 励 学 生 。 奖 励 学 生 对 教 学 的 积

极 参 与 。

⑤ 探 索 所 提 供 的 教 材 以 外 的 信 息 是 让 学 习 者 参 与 教 学 的 好 方 法 ， 同 时 也 能 很 好 的 展 示

课 堂 知 识 在 实 际 中 的 应 用 。

1 ） 规 划 技 术 增 强 的 课 程

先 进 技 术 应 该 与 教 学 方 法 相 结 合 ， 为 学 生 提 供 多 种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选 择 。 在 选 择 技 术 与

媒 介 时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首 先 需 要 明 白 当 以 教 师 为 中 心 或 者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时 ， 哪 种 教

学 策 略 最 佳 。其 次 ，他 们 应 当 知 道 哪 些 技 术 、媒 介 和 资 料 可 以 最 好 地 支 持 所 选 的 教 学 策 略 。 

接 下 来 ， 教 师 最 好 在 开 课 前 尝 试 使 用 所 选 的 技 术 ， 确 保 整 个 课 程 能 顺 利 进 行 。

规划技术增强的课程时可以考虑以下原则 (Huang et al.,   2020b)。

●  选 择 学 习 资 源 时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可 以 参 考 以 下 标 准 ：（ 1 ） 资 源 应 能 激 发 学 习

者 的 学 习 兴 趣 ；（ 2 ） 内 容 的 难 度 及 范 围 应 适 中 ；（ 3 ） 内 容 结 构 应 简 单 明 了 ， 有 助 于 减 少 认

知 负 荷 ；（ 4 ） 内 容 设 计 应 合 理 ， 减 轻 学 生 感 知 的 疲 劳 。

8.  Source: https://trainingindustry.com/articles/strategy-alignment-and-planning /5-best-practices-for-engaging-learners-in-a-hybrid-

environment-spon-allenc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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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可 以 根 据 以 下 要 求 共 同 规 划 并 制 定 虚 拟 学 习 社 区：（ 1 ） 通 过 鼓

励 来 建 立 一 个 可 信 的 环 境 , 让 学 习 者 拥 有 一 种“ 班 级 归 属 感 ”；（ 2 ）向 学 习 者 提 供 及 时 反 馈 ，

让 他 们 了 解 学 习 结 果 ，获 得 成 就 感；以 及（ 3 ）帮 助 学 习 者 获 取 情 感 依 恋 ，减 少 孤 立 感 或“ 竞

争 感 ” 。

●  使 用 以 下 方 法 鼓 励 学 习 者 去 寻 求 帮 助 ：（ 1 ） 提 倡 教 师 和 同 伴 去 鼓 励 学 习 者 ；（ 2 ）

建 立 和 谐 的 师 生 关 系 ；（ 3 ） 提 供 及 时 有 效 的 反 馈 。

2 ） 选 择 支 持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数 字 工 具

挑 选 并 使 用 最 合 适 的 学 习 工 具 ，有 利 于 学 习 者 查 找 和 处 理 信 息 、积 极 主 动 的 拓 宽 知 识 、

与 同 伴 开 展 协 作 、 表 达 自 己 的 见 解 ， 并 且 有 效 地 评 价 学 习 结 果 。 除 此 之 外 ， 学 习 工 具 应 当

便 于 使 用 ，可 快 速 设 置 ，以 便（ 1 ）帮 助 课 程 设 计 专 家 或 教 师 有 效 的 开 发 并 管 理 资 源 、发 布

公 告 和 管 理 学 生 ；（ 2 ） 帮 助 学 生 获 得 资 源 和 参 与 活 动 ；（ 3 ） 帮 助 师 生 交 流 互 动 ；（ 4 ） 帮

助 教 师 、 家 长 和 学 校 了 解 学 生 的 学 习 表 现 、 及 时 进 行 家 校 沟 通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b ) 。

在 接 下 来 的 小 节 中 ， 将 介 绍 四 种 流 行 的 数 字 工 具 。

●  直 播 工 具

不 同 地 方 的 教 师 和 学 生 可 以 通 过 直 播 工 具 同 时 参 与 活 动 。 教 学 功 能 齐 全 的 直 播 工 具 或

平 台 可 分 为 两 类 ： ( 1 )  适 用 于 较 多 学 生 人 数 的 大 型 直 播 课 堂 平 台 ； ( 2 )  适 用 于 较 少 学 生 人 数

的 课 堂 直 播 工 具 。 第 一 种 工 具 也 可 以 支 持 小 班 讨 论 ， 第 二 种 工 具 同 样 可 以 用 于 大 型 直 播 课

堂 。 这 些 工 具 都 在 不 断 升 级 ， 比 如 增 加 了 交 互 式 白 板 、 应 答 器 和 抢 答 器 等 新 功 能 。 许 多 工

具 和 平 台 都 适 合 用 以 体 验 在 线 课 堂 ， 如 D a ca st 、 I B M 云 视 频 、 V i m e o 和 Pa n oto 。

●  即 时 通 讯 和 社 交 网 络 工 具

即 时 通 讯 工 具 可 以 促 进 在 线 交 流 与 协 作 。 同 步 和 异 步 通 讯 都 有 助 于 提 高 学 生 参 与 混 合

式 课 程 的 积 极 性 。 因 此 ， 它 们 可 以 激 励 、 吸 引 学 生 参 与 其 中 ， 并 辅 助 混 合 模 式 下 的 教 与

学 。 学 生 应 该 学 会 使 用 这 些 技 术 进 行 交 流 学 习 。 教 育 工 作 者 需 要 了 解 如 何 使 用 这 些 通 讯 工

具 来 支 持 混 合 式 学 习 。 常 见 的 即 时 通 讯 工 具 包 括 B l a c k b oa rd  C o l l a b o rate 、 S k y p e 、

G o o g l e  H a n go u t 、 To d a y ' s  M e et 、 J o i n . M e 、 微 信 、 Q Q 和 钉 钉 （ C o m m u n i cat i o n  

Te c h n o l o g i e s :  P ro m ot i n g  A ct i v e  O n l i n e  Lea r n e r s ,  2 0 2 0 ) 。  社 交 网 络 是 指 使 用 社 交

媒 体 网 站 和 应 用 来 与 家 人 、 朋 友 及 同 好 者 联 系 沟 通 。 通 过 开 发 基 于 社 交 网 络 平 台 的 课 程 和

通 过 社 交 网 络 进 行 教 学 ， 我 们 不 仅 可 以 帮 助 学 生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与 他 人 合 作 ， 还 可 以 利 用 社

交 网 络 工 具 进 行 调 查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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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念 图 和 思 维 导 图 工 具

概 念 图 和 思 维 导 图 工 具 可 用 于 创 建 图 表 ， 展 示 概 念 、 观 点 或 信 息 片 段 之 间 的 关 系 。

概 念 图 是 一 种 以 条 理 清 晰 的 方 式 呈 现 和 组 织 知 识 的 图 形 工 具 （ C o n c e p t  M a p s :  W h a t  

t h e  h e c k  i s  t h i s ? ,   2 0 2 0 ） 。 在 概 念 图 中 ， 概 念 通 常 以 圆 圈 或 方 框 的 形 式 显 示 。 概 念

之 间 的 关 系 或 两 个 概 念 之 间 的 逻 辑 命 题 可 以 用 标 有 文 字 的 线 条 来 表 示 。 这 些 文 字 被 用 作

概 念 的 标 签 ( C o n c e p t  M a p s :  W h a t  t h e  h e c k  i s  t h i s ? ,  2 0 2 0 ) 。 常 见 的 概 念 图 工 具 有

C m a p 、V i s u a l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C o m p e n d i u m L D 、B r a i n S h a r p e r 等 。

图 6 . 2 是 一 张 介 绍 概 念 图 结 构 的 概 念 图 。

图 6 . 2  关 于 概 念 构 图 的 概 念 图 9

8.  

Source: http://cmap.ihmc.us/docs/theory-of-concept-map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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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维 导 图 是 一 种 组 织 信 息 以 及 产 生 有 组 织 信 息 的 可 视 化 表 达 的 有 效 方 法 。线 条 、符 号 、

关 键 词 、 颜 色 和 图 像 都 可 以 添 加 到 思 维 导 图 中 。 思 维 导 图 可 以 将 复 杂 信 息 转 化 为 条 理 清 晰

的 图 示 ， 有 助 于 学 生 记 忆 内 容 。 如 下 图 所 示 。 思 维 导 图 的 创 建 原 则 是 内 容 简 单 、 便 于 信 息

处 理 。因 此 ，思 维 导 图 可 以 用 来 有 条 理 地 记 录 笔 记 。这 里 列 举 了 一 些 常 见 的 思 维 导 图 工 具 ，

如 M i n d m e i ste r 、 X M i n d 、 Fre e m i n d 、 M i n d A p p 、 M i n d M a n a ge r 。 图 6 . 3 展 示 了 一 个

思 维 导 图 的 范 例 ， 概 述 了 一 个 与 在 线 教 学 相 关 的 调 查 计 划 。

●  协 作 写 作 工 具

协 作 写 作 支 持 多 位 用 户 同 步 或 异 步 编 辑 同 一 文 件 。在 协 作 写 作 过 程 中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

教 师 和 学 习 者 都 可 以 使 用 协 作 写 作 工 具 。用 户 可 以 访 问 和 跟 踪 编 辑 进 度 、与 团 队 成 员 交 流 、

提 供 反 馈 、 进 行 修 改 ， 并 且 从 文 件 开 始 编 辑 时 就 可 以 查 看 成 员 的 贡 献 和 进 展 。 团 队 成 员 可

以 通 过 面 对 面 或 远 程 的 方 式 协 同 工 作 ( K a u r,  2 0 1 7 ) 。 这 类 工 具 的 优 点 包 括 ( 1 ) 满 足 需 求 方

面 的 灵 活 性 ； ( 2 ) 以 云 计 算 为 基 础 ， 方 便 用 户 访 问 、 管 理 ， 并 且 经 济 实 惠 。 一 些 流 行 的 协

作 写 作 工 具 包 括 O f f i ce  3 6 5 、 G o o g l e  D o c s 、 C o m p o s i ca 、 E a s y G e n e rato r 、 G o m o  

Lea r n i n g 、 A r t i c u l ate  3 6 0 和 A d o b e  C a pt i vate  D ra f t 。

图 6 . 3  关 于 在 线 教 学 调 查 的 思 维 导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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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4  设 计 并 传 递 学 习 活 动 和 资 源

混 合 式 学 习 中 可 以 有 多 种 形 式 的 学 习 活 动 ： 学 习 者 可 以 在 互 联 网 和 在 线 图 书 馆 中 查 找

信 息；做 练 习 题 以 在 学 习 内 容 之 间 建 立 起 联 系；根 据 收 到 的 反 馈 ，学 生 可 以 了 解 自 己 的 表 现 ，

然 后 相 应 地 调 整 学 习 方 法 。

混 合 式 学 习 活 动 可 以 分 为 四 个 阶 段 。 引 入 阶 段 ： 教 师 将 阐 明 学 习 目 标 和 教 学 计 划 、 解

释 和 促 进 学 习 活 动 、展 示 教 材 、让 学 生 参 与 学 习 任 务 ，并 向 其 演 示 互 动 的 方 式 。授 课 阶 段：

教 师 将 教 授 学 生 课 程 内 容 、 发 起 并 促 进 讨 论 、 编 写 小 组 报 告 ， 或 者 开 展 其 他 线 上 或 线 下 的

学 习 活 动 。 自 主 学 习 活 动 阶 段 ： 学 习 者 将 以 小 组 或 个 人 的 形 式 完 成 任 务 。 评 价 阶 段 ： 学 生

提交报告、评价学习结果、反思并分享使用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经验、参加考试并提出改进建议。

1 ） 混 合 式 教 育 课 程 资 源

数 字 化 学 习 资 源（ D L R ）可 以 使 课 程 开 发 和 教 学 设 计 更 加 便 捷 高 效 ，使 学 习 更 容 易 获 取 、

富 有 趣 味 和 情 境 化 。 随 着 信 息 通 讯 技 术 整 合 进 入 教 育 领 域 ， 数 字 化 学 习 资 源 不 仅 包 括 各 类

多 媒 体 教 学 课 件 ， 还 有 精 心 设 计 的 课 程 资 源 ， 如 大 型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 M O O C ） 、 小 型 私

人 网 络 课 程 （ S P O C ） 或 在 线 视 频 微 课 程 。

2 ） 可 用 的 数 字 化 学 习 资 源

现 在 众 多 平 台 已 经 创 建 了 许 多 数 字 化 学 习 资 源 ， 包 括 课 程 、 政 策 、 工 具 包 以 及 混 合 式

学 习 指 导 原 则 。 新 冠 疫 情 闭 校 期 间 ， 学 生 可 以 利 用 这 些 资 源 来 继 续 学 习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提 供 了 一 份 大 型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平 台 的 清 单 。 疫 情 期 间 ， 学 生 使 用 了 这 些 开 放 的 数 字 化

学 习 资 源 。 如 表 6 . 1 所 示 。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目 前 存 在 的 问 题 之 一 就 是 ，尚 不 存 在 所 有 可 用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的 完 整 清 单 。

为 了 找 到 合 适 的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或 教 师 需 要 采 取 一 些 搜 索 策 略 。 下 面 是 几 种

搜 索 相 应 的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的 方 法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c ） 。

●  使用运算符，如“OER +”和“OER &”来衔接起两个或多个术语。

      例如：OER + technology。

数字化学习资源是指课程中配备的、支持学习者实现预设学习目标的资料。这

些资源包括图形图像或照片、音频、视频、仿真、动画、拟定或程序化的学习模块

（Epigeum, 2019）。

术 语 6  数 字 化 学 习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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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用 减 号 剔 除 含 有 特 定 词 汇 的 结 果 ， 例 如 ： O E R  –  o p e n  d ata 。

●  在引号里使用星号指代未知或可变的词语 ( 例如 ,"OER is a public resource that *")。

●  使 用 引 号 搜 索 既 定 短 语 ， 如 “ O E R  i s  d e f i n e d ” 。

在 将 数 字 化 学 习 资 源 纳 入 课 程 内 容 和 教 学 活 动 中 时 ， 建 议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从 以 下

四 个 方 面 选 择 或 打 造 合 适 的 学 习 资 源 ：

①  帮 助 学 生 实 现 学 习 目 标 和 掌 握 内 容 ， 以 及 帮 助 学 生 解 决 问 题 ；

②  课 程 难 度 和 范 围 应 适 中 ， 以 免 学 生 认 知 超 负 荷 ； 学 习 内 容 应 条 理 清 晰 ， 避 免 学 生 感

到 困 惑 ；

③  技 术 质 量 应 达 标 。 例 如 ， 视 频 或 可 视 资 料 应 当 清 晰 简 洁 ；

④  可 以 组 织 和 组 合 不 同 的 学 习 资 源 ， 如 文 本 、 视 频 、 动 画 、 虚 拟 实 验 等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还 需 要 考 虑 目 标 学 习 者 是 否 具 备 积 极 有 效 利 用 所 选 数 字 资 源 的 必

要 技 能 。 需 要 给 学 习 者 提 供 机 会 以 在 学 习 中 形 成 能 动 性 ， 并 相 信 他 们 可 以 通 过 自 己 的 努 力

和 能 力 来 管 理 自 己 的 学 习 。

表 6 . 1  新 冠 疫 情 期 间 使 用 的 平 台 及 其 资 源

平台名称 资  源

Alison
专 家 开 发 的 在 线 课 程， 可 支 持 英 语、 法 语、 西 班 牙 语、 意 大
利语和葡萄牙语

Canvas Network 课 程 目 录 可 供 教 师 免 费 访 问 ， 以 支 持 终 身 学 习 和 专 业 发 展

Coursera 由知名大学和公司的讲师授课的在线课程

European Schoolnet  
Academy

为 教 师 提 供 的 免 费 在 线 专 业 发 展 课 程， 支 持 英 语、 法 语、 意
大利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

EdX 顶尖教育机构授课的在线课程

iCourse 为大学生提供的中英文课程

Future Learn 帮助学习者学习、培养专业技能并与专家交流的在线课程

中国大学慕课（Icourses） 为大学生提供的中文课程

TED-Ed Earth School
从 地 球 日（4 月 22 日 ） 到 世 界 环 境 日（6 月 5 日 ） 持 续 5 周
授课的在线自然课程。

Udemy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相 关 技 能 和 编 程 的 课 程， 支 持 英 语、 西 班 牙
语和葡萄牙语。

学堂在线（XuetangX） 多所大学提供的不同学科中英文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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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能动性的学习者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有意使事情发生，而且能动性让人们

在自我发展、适应和自我更新方面能够与时俱进（Bandura, 2001）。

学习者想要培养学习能动性，应当有对自己的学习做选择的机会，并且需要练

习如何有效选择（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7）。

术 语 7   学 习 能 动 性 （ A ge n c y  i n  l ea r n i n g ）

6 . 5   选 择 适 当 的 传 递 （ d e l i v e r y ） 方 法

混 合 式 学 习 包 含 了 在 线 学 习 部 分 ，其 中 教 师 与 学 习 者 并 不 在 一 起 。为 了 应 对 这 种 情 况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可 以 考 虑 并 计 划 利 用 合 适 的 通 信 工 具 、传 递 方 法 和 教 学 策 略 ，将 学 生 、

资 源 和 教 师 联 系 在 一 起 并 开 展 活 动 。

1 ） 混 合 式 教 育 网 络 直 播

网 络 直 播 是 指 通 过 互 联 网 发 送 数 字 信 息 供 公 众 接 收 、 观 看 和 收 听 ， 可 能 会 涉 及 到 信 息

发 送 者 和 接 收 者 之 间 的 一 些 互 动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a ) 。 这 种 方 式 可 以 使 人 通 过 发 布 、

订 阅 或 推 送 的 方 式 ， 将 信 息 传 播 给 许 多 其 他 人 （ M i l e s ,  1 9 9 8 ） 。 网 络 直 播 / 视 频 会 议 平 台

的 一 些 功 能 有 助 于 教 师 和 学 生 完 成 众 多 的 教 学 任 务 （ R a i n b o w,  2 0 2 0 ） 。

●  用 网 络 摄 像 头 和 话 筒 互 相 交 谈 。

●  分享 ( 几乎 ) 所有可以离线共享的东西，如文本、pdf 文件、视频或音频、图像和幻灯片。

●  直 播 课 结 束 后 复 习 课 程 。

●  发 布 问 题 或 回 答 问 题 ， 或 进 行 投 票 。

●  开 展 小 组 学 习 。

有 三 种 模 式 利 用 了 网 络 直 播 技 术 进 行 授 课 ，包 括 视 频 直 播 / 现 场 广 播 、预 录 和 视 频 点 播 。

新 冠 疫 情 期 间 ，网 络 直 播 在 提 供 在 线 学 习 方 面 优 势 明 显 ( St ra i n ,  2 0 2 0 ) :  ( 1 ) 打 破 物 理 边 界 ，

增 加 学 习 机 会 ;  ( 2 ) 增 强 互 动 ;  ( 3 ) 录 制 课 程 并 按 需 点 播 ;  ( 4 ) 邀 请 嘉 宾 演 讲 ;  ( 5 ) 举 行 在 线

考 试 ;  ( 6 ) 网 络 直 播 参 观 校 园 。 下 面 列 出 了 有 关 在 三 个 阶 段 使 用 网 络 直 播 的 一 些 建 议 。

●  在 直 播 前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可 以 精 心 计 划 课 程 内 容 并 开 展 教 学 设 计 。 应 选 择

适 合 直 播 这 一 特 殊 学 习 环 境 的 具 体 学 习 内 容 和 方 法 。 直 播 开 始 前 后 ， 教 师 通 过 多 种 渠 道 告

知 学 生 相 关 学 习 任 务 ， 如 以 链 接 网 址 或 二 维 码 的 形 式 发 布 问 卷 或 预 习 资 料 。 教 师 应 在 课 前

收 集 并 分 析 学 生 的 反 馈 。

●  直 播 期 间 ， 教 师 在 直 播 室 授 课 ， 学 生 通 过 互 联 网 在 线 听 课 。 教 师 可 以 根 据 直 播 前

收 集 的 数 据 / 反 馈 进 行 授 课 。 如 有 必 要 ， 教 师 可 以 通 过 平 台 功 能 与 在 线 的 学 生 进 行 互 动 。

●  直播结束后，教师需要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学生们可以反馈他们对直播课堂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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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是一种旨在通过网络实现无限参与和开放访问的在线课

程（Kaplan& Haenlein, 2016）。许多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都提供互动课程，

包含用户论坛或社交媒体讨论区，以支持群体互动和对小测验和作业的即时反馈。

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为课程开发人员、教师和学习者提供了一种承担得起，而又

高度灵活的方式来学习新技能，并大规模的提供优质教育体验。

术 语 8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 M O O C ）

以便课程开发人员和教师改进课程和教学设计，为学生提供有区分的指导 (Ni & Ding, 2017)。

使 用 视 频 会 议 / 网 络 直 播 平 台 需 要 精 心 准 备：测 试 音 频 和 视 频 、对 活 动 进 行 快 速 测 试 、

确 保 在 任 何 设 备 上 都 可 以 接 入 到 教 学 、 要 求 参 与 者 使 用 真 实 姓 名 、 做 好 发 生 意 外 情 况 的 准

备 ， 并 在 出 现 情 况 时 保 持 冷 静 和 微 笑 。

2 ） 使 用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进 行 学 习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 M O O C ） 通 常 通 过 在 线 资 源 库 发 布 ， 而 在 线 资 源 库 就 是 包 含

了 学 习 资 源 的 数 字 化 数 据 库 （ M c G rea l ,  2 0 1 1 ）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 教 师 和 学 习 者 可 以 在 这

些 资 源 库 中 搜 索 、 查 看 和 下 载 学 习 资 料 ， 并 获 得 元 数 据 。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由 视 频 、

作 业 、 讨 论 区 、 互 动 环 节 、 附 加 学 习 资 源 等 部 分 构 成 。 此 外 ， 还 具 有 规 模 大 、 开 放 性 、 学

生 的 个 性 化 学 习 形 式 、 学 习 行 为 和 过 程 的 即 时 记 录 等 特 点 。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是 一 种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 O E R ） 。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是 指 “ 保 留 在 公

共 领 域 的 或 者 保 留 在 根 据 开 放 式 许 可 证 发 布 的 版 权 下 的 、 允 许 他 人 无 偿 获 取 、 使 用 、 改 编

和 重 新 发 布 的 任 何 媒 介 —— 数 字 或 其 他 形 式 —— 的 学 习 、 教 学 和 研 究 资 料 ” （ U N E S CO ,  

2 0 1 9 a ,  pa ra . 1 ） 。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的 愿 景 是 为 每 个 人 提 供 免 费 和 开 放 的 教 育 资 源 。 根 据 学

习 者 的 特 点 、 学 习 内 容 和 学 习 所 需 的 资 源 ，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也 可 以 作 为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附 加 资 源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可 以 创 建 一 个 混 合 式 课 程 ， 在 其 中 添 加 其 他 创 作 者 制 作

的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 混 合 式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可 以 从 大 型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和 其 他

创 作 者 那 里 选 择 和 改 编 混 合 式 课 程 的 线 上 部 分 ， 并 制 作 班 级 授 课 内 容 的 部 分。 这 种 方 法 可

以简化混合式课程的设计（Bruff  et al . ,   2013）。

开放教育资源是指保留在公共领域的或者保留在根据开放式许可证发布的版权

下的、允许他人无偿获取、再利用、重新使用、改编和重新发布的任何格式和媒介

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资料（UNESCO, 2019a, para.1）。

术 语 9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 O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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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将 高 质 量 的 在 线 资 源 有 效 整 合 到 自 己 的 课 程 或 教 学 活 动 中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或 教 师

可 以 遵 循 以 下 建 议 ：（ 1 ） 思 考 你 想 在 课 程 中 包 含 哪 些 内 容 。（ 2 ） 确 定 你 喜 欢 的 在 线 资 料 使

用 方 式 。（ 3 ） 根 据 所 选 主 题 搜 索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 4 ） 确 定 具 体 的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是 否 可 用 。（ 5 ） 在 决 定 整 合 前 判 断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的 可 信 度 。（ 6 ） 确 保 目 标

学 生 能 接 受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的 内 容 。（ 7 ） 确 定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是 否 适 用 于 预

期 的 教 学 模 式 。（ 8 ）确 定 课 程 （ 所 代 表 ）的 社 会 认 识 论 维 度 。（ 9 ） 确 保 目 标 、 学 习 活 动 、 资

源 和 测 评 互 相 一 致 。（ 1 0 ）指 导 学 生 如 何 获 取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的 内 容 。（1 1 ）提 供

利 用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的 明 确 指 示 。（ 1 2 ）确 定 大 规 模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能 成 功 整 合

（ d e  J o n g  et  a l . ,  2 0 1 9 ） 。

3 ） 使 用 短 视 频 进 行 翻 转 教 学

翻转教学又称翻转学习或翻转课堂。翻转学习将观看讲课视频作为家庭作业，利用课堂

时间进行更深入的学习，比如讨论、课题研究、实验和对学生的个性化指导。课程开发人员

或教师如要进行翻转教学，则应提前设计和制作视频 / 数字媒体课程，从而在课前将这些课

程资料分 发给学生。此外，必须要求学生在课前完成作业 / 小测验。最后，教师必须在课堂

教学时间解答学生的疑问，让他们练习和运用从课前分发的资料上学到的知识（Al-Samarraie 

et al . ,  2019）。通过一些互动软件或网络直播能够进行课堂上的互动和讨论。

翻 转 教 学 存 在 着 诸 多 的 优 点， 包 括 : (1) 翻 转 教 学 可 以 让 学 生 参 与 到 学 习 过 程 中， 激 发

学 生 的 兴 趣 和 积 极 性。(2) 资 金 紧 张 时 , 借 助 翻 转 课 堂 可 以 缩 小 班 级 规 模、 提 高 师 生 比 例，

克 服 传 统 课 堂 环 境 的 挑 战 (Berrett ,  2012)。(3) 可 以 帮 助 教 师 更 好 地 了 解 学 生 的 学 习 方 式

和困难、更有效且更富创造性地利用课堂时间、定制课程，并提供个性化指导和同伴协作，

从而满足 不同学生群体的学习需求 (Roehl  et  a l . ,  2013)。翻转教学改变了传统课堂的教学

活 动， 学 生 需 要 观 看 教 学 视 频 来 完 成 家 庭 作 业、 利 用 课 堂 时 间 解 决 问 题， 并 进 行 有 意 义 的

具体讨论。

翻转教学是一种教学策略，主要是在课前用预录的视频片段授课，让学生参与

课堂协作和互动，从而进行深入学习。

术 语 1 0   翻 转 教 学

组 织 翻 转 教 学 需 要 进 行 许 多 事 前 准 备 。 翻 转 教 学 的 准 备 工 作 可 以 通 过 以 下 方 式 进 行

（ K i m  et  a l . ,  2 0 1 4 ） 。

●  录 制 授 课 视 频 并 在 网 上 发 布 。

●  要 求 学 生 提 前 观 看 视 频 课 程 ， 并 准 备 好 在 课 堂 上 解 决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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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了 组 织 大 型 授 课 环 节 外 ， 还 需 要 为 一 部 分 学 生 准 备 每 周 的 复 习 部 分 。 可 以 将 学

生 分 成 几 个 小 组 ， 让 他 们 合 作 解 决 样 题 。

●  课 堂 时 间 可 以 用 来 指 导 学 生 解 决 问 题 。

●  组 织 每 周 小 测 、 考 试 和 期 末 考 试 。

●  每 节 课 开 始 时 都 有 一 个 小 测 验 。

●  课 堂 上 利 用 小 组 讨 论 来 评 价 学 习 结 果 。

●  可 以 像 传 统 课 程 一 样 确 定 课 程 规 模 。

●  根 据 学 习 态 度 、 保 留 率 和 学 习 表 现 来 评 价 这 些 方 法 的 有 效 性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或 教 师 在 翻 转 课 堂 中 已 经 开 发 和 采 用 了 形 形 色 色 的 教 学 工 具 和 方 法 。 例

如 ， 课 堂 上 的 互 动 软 件 或 网 络 资 料 、 在 线 提 供 全 部 学 习 内 容 、 基 于 问 题 的 学 习 ， 以 及 师 生

之 间 的 社 交 互 动 ， 这 些 都 是 保 证 课 程 顺 利 进 行 的 关 键 因 素 。

4 ） 小 组 学 习

小 组 学 习 也 可 以 称 为 合 作 学 习、 分 组 学 习 等（Faculty Innovation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19）。小 组 学 习 可 以 在 不 同 层 次 使 用 ， 从 两 个 学 生 解 决 一

个 简 单 问 题 到 一 个 团 队 完 成 一 个 综 合 课 题 。 小 组 学 习 可 以 采 取 项 目 式 学 习 、 探 究 性 学 习 、

基 于 问 题 的 学 习 等 形 式 。 为 了 使 小 组 学 习 更 加 有 效 ， 学 生 需 要 培 养 团 队 建 设 技 能 ， 并 为 个

人 和 整 个 小 组 负 责 。

合 作 学 习

合 作 学 习 是 小 组 学 习 的 形 式 之 一 ， 通 常 由 四 部 分 组 成 ： 师 生 互 动 、 生 生 互 动 、 学 习 资

料 以 及 特 定 任 务 、角 色 、期 望 和 责 任 。影 响 合 作 学 习 有 效 性 的 五 个 基 本 要 素 包 括 积 极 互 赖 、

个 人 和 小 组 责 任 、 小 组 自 评 、 社 交 技 能 和 面 对 面 的 促 进 性 互 动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2 0 a ) 。

为 了 能 够 通 过 同 伴 合 作 和 交 流 促 进 学 习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应 该 确 保 设 计 的 内 容 允

许 学 生 选 择 学 习 活 动 的 内 容 和 目 标 ， 但 不 要 给 出 过 于 具 体 的 指 示 。 此 外 ， 教 师 需 要 引 导 学

生 积 极 参 与 知 识 的 获 取 和 建 构 过 程 ； 最 后 ， 学 生 应 该 互 助 学 习 、 分 享 观 点 和 资 源 ， 并 且共

同学习课程的内容和方法（Davidson & Major, as cited in Huang et al.,  2020a）。

合 作 学 习 是 指 在 教 学 中 以 小 组 形 式 让 学 生 合 作， 最 大 化 彼 此 的 学 习 效 果。

在 合 作 学 习 中， 学 生 的 目 标 达 成 之 间 存 在 着 积 极 的 相 互 依 赖 关 系； 学 生 能 够 感 觉

到， 在 小 组 中 其 他 学 生 达 成 目 标 的 同 时， 他 们 自 己 也 能 达 成 学 习 目 标。 共 同 努

力 可 以 激 励 参 与 者 互 惠 互 利， 争 取 让 所 有 成 员 从 共 同 努 力 中 获 益（Johnson & 

Johnson,  2017）。

术 语 1 1   合 作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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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 合 作 学 习 活 动 的 任 务 结 构 可 以 采 取 五 个 步 骤 ( B o r i c h ,  2 0 1 4 ) ： （ 1 ） 明 确 目 标 。

（ 2 ） 安 排 任 务 。 （ 3 ） 指 导 和 评 价 过 程 。 （ 4 ） 监 测 小 组 表 现 。 （ 5 ） 汇 报 成 果 。 小 组 成 员

可 以 对 彼 此 表 现 进 行 评 分 ， 通 过 小 组 平 均 分 了 解 各 自 的 优 势 和 不 足 。 小 组 发 展 过 程 可 以 分

为 以 下 五 个 阶 段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1 9 ) ：

●  组 建 期 ： 学 生 们 为 了 实 现 相 同 的 学 习 目 标 聚 集 在 一 起 ， 组 成 一 个 小 组 。

●  激 荡 期：学 生 应 向 他 人 阐 述 自 己 的 观 点 ，给 予 解 释 、检 验 想 法 等 ，最 后 形 成 解 决 方 案 。

●  规 范 期 ： 理 清 互 动 过 程 并 采 取 行 动 以 解 决 出 现 的 任 何 问 题 。 一 旦 学 生 们 能 够 解 决

冲 突 、 达 成 一 致 ， 成 员 们 就 会 更 加 积 极 地 参 与 。 他 们 将 更 加 愿 意 分 享 信 息 、 相 互 沟 通 、 解

决 新 问 题 。

●  行 动 期 ： 成 员 们 真 正 相 互 依 赖 。 能 够 顺 利 合 作 ， 并 根 据 团 体 的 实 际 需 要 来 发 挥 自

己 的 作 用 。 这 个 阶 段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以 最 佳 方 式 解 决 问 题 ， 达 成 小 组 的 目 标 。

●  解 体 期：最 后 ，任 务 完 成 或 其 他 原 因 ，小 组 工 作 可 以 结 束 。重 要 的 环 节 在 于 总 结 ，

肯 定 成 员 的 成 就 和 贡 献 。

当 存 在 未 解 决 的 冲 突 、 新 成 员 加 入 团 队 ， 或 者 出 现 其 他 理 解 上 的 困 难 时 ， 小 组 进 程 可

以 返 回 到 前 一 阶 段 。 前 期 阶 段 建 立 的 参 与 规 则 将 有 助 于 解 决 后 期 阶 段 的 新 问 题 。

项 目 式 学 习

作 为 小 组 学 习 的 形 式 之 一 ， 项 目 式 学 习 （ P B L ） 这 种 教 学 方 法 中 学 生 可 以 通 过 积 极 参

与 现 实 生 活 中 以 及 具 有 个 人 意 义 的 项 目 来 开 展 学 习 。 学 生 将 会 设 计 、 开 发 和 构 建 针 对 真 实

问 题 的 解 决 方 案 。 项 目 式 学 习 的 重 点 是 培 养 学 生 针 对 复 杂 问 题 来 制 定 创 新 、 务 实 、 具 体 的

解 决 方 案 的 能 力（ P ro j e ct- B a s e d  Lea r n i n g ,  2 0 2 0 ）。学 生 可 以 提 出 并 细 化 问 题 、争 论 观 点 、

作 出 预 测 、 制 定 计 划 、 进 行 实 验 、 收 集 和 分 析 数 据 、 得 出 结 论 、 与 他 人 交 流 观 点 和 发 现 、

提 出 新 的 问 题 ，并 且 创 造 产 品 ，从 而 解 决 问 题（ B l u m e n fe l d  et  a l . ,  1 9 9 1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

教 师 需 要 为 团 队 提 供 指 导 ， 让 学 生 专 注 于 任 务 ， 并 确 保 学 生 们 的 学 习 工 作 能 有 所 收 获 。 通

过 提 供 和 接 受 同 伴 的 反 馈 ， 学 生 可 以 学 到 更 多 实 质 性 的 内 容 。 最 后 的 成 果 通 常 会 展 示 给 全

班 ， 从 而 表 述 他 们 对 所 学 内 容 的 理 解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1 9 ） 。

项 目 式 学 习 是 在 真 实 问 题 的 背 景 下 开 展 学 习， 通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学 习 之 后， 能

够掌握多个学科的知识。项目式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培养 21 世纪技能，比如创造、

合 作 和 领 导 技 能 等， 并 让 他 们 参 与 现 实 生 活 中 的 复 杂 挑 战， 帮 助 他 们 建 立 批 判 性

思维能力（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7）。

术 语 1 2   项 目 式 学 习 （ P B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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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教 学 是 指 两 名 或 两 名 以 上 的 教 师 共 同 负 责 教 授 分 配 到 一 个 教 室 的 部 分 或

全 部 学 生。 共 同 教 学 涉 及 各 教 师 在 教 学 规 划、 教 学 和 评 价 方 面 针 对 一 班 学 生 的 责

任分配 (Vil la  et  al . ,  2013)。

术 语 1 3   共 同 教 学

项目式学习的实施包括四个关键阶段（Project-Based Learning, 2020）：

● 定义问题：学生应当理解问题、在给定的背景下定义问题，并确定问题的性质和范围。

●  产 生 想 法：应 通 过 头 脑 风 暴 产 生 众 多 想 法 。在 这 一 步 应 提 出 一 个 或 几 个 解 决 方 案 。

●  设 计 解 决 方 案 的 原 型 ： 制 定 好 潜 在 的 解 决 方 案 后 ， 学 生 需 要 利 用 产 品 或 服 务 来 设

计 并 制 作 解 决 方 案 的 原 型 。

●  测 试 ： 原 型 制 作 完 成 后 ， 学 生 应 在 “ 现 实 ” 或 真 实 环 境 中 向 受 众 展 示 他 们 的 作 品

或 服 务 的 运 行 效 果 。 必 须 提 出 反 馈 ， 以 供 他 们 来 改 进 作 品 。

5 ） 共 同 教 学 （ C o -tea c h i n g ）

在 共 同 教 学 中 ， 来 自 不 同 学 校 的 老 师 可 以 通 过 协 作 的 方 式 ， 向 在 线 听 课 的 学 生 和 充 当

观 察 员 的 当 地 老 师 授 课 。 参 与 共 同 教 学 的 老 师 在 教 授 某 些 课 程 时 具 有 的 优 势 和 存 在 的 局 限

可 能 有 所 不 同 ， 可 以 根 据 各 所 学 校 的 需 求 ， 规 划 联 合 在 线 课 程 以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 合 作 教 师

必 须 建 立 起 相 互 信 任 ， 建 立 沟 通 渠 道 ， 以 创 造 性 的 方 式 一 道 努 力 克 服 不 可 避 免 的 挑 战 和 问

题 、 预 测 冲 突 ， 并 以 专 业 的 方 式 进 行 处 理 。 可 以 利 用 技 术 手 段 加 强 共 同 教 学 ， 也 可 以 整 合

双 向 的 通 讯 工 具 ， 进 而 实 施 联 合 在 线 课 程 。

课程专家和教师开设联合课程时，可以采取以下这套促进学习的策略 (Villa et al., 2013)。

●  协助教师完成工作，以实现一致同意的（教学）目标。

●  共享一个信念体系，即每个团队成员都拥有独特且必要的专门知识。

●  扮演专家和新手、教师和学习者、知识或技能的传授者和接受者等双重角色，以示平等。

●  将一名教师的任务和责任分配到联合课程中的多名合作教师身上。

●  采用积极互赖、面对面互动、效能管理、人际交往技能的监测和处理以及个人问责制等
方式进行合作。

更具体地说，在共同教学中，每节课前、课中和课后都需要做一些必要的工作。课程开发人

员或合作教师可能需要确定如何分配合作教学者的任务。比如，一位老师授课，其他老师推动开

展后续教学活动。在进行教学准备时，必须确定好授课方式，比如视频直播学习、大规模开放式

网络课程、翻转学习等方式。此外，还应确定学生的分组方式。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可以按组间

同质、组内异质或按所属学校分组的原则，组成新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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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6  提 供 定 制 化 学 习 支 持 和 服 务

混 合 式 学 习 环 境 极 其 复 杂 且 可 能 具 有 挑 战 性 ， 对 学 生 的 学 习 结 果 有 很 重 要 的 影 响 。 因

此 ， 应 向 学 生 提 供 大 力 支 持 ， 以 定 制 化 、 个 性 化 的 方 式 为 其 提 供 服 务 。 所 以 ， 课 程 专 家 和

教 师 有 必 要 了 解 和 使 用 本 节 介 绍 的 常 用 方 式 来 为 在 线 互 动 提 供 支 持 ， 帮 助 学 生 实 现 有 意 义

的 学 习 ， 并 鼓 励 学 生 在 混 合 式 环 境 中 学 习 。

1 )  支 持 互 动 和 沟 通  

有 很 多 种 方 式 可 以 增 进 互 动 和 沟 通 ，例 如 网 络 研 讨 会 式 授 课 、在 线 讨 论 、项 目 式 学 习 、

在 线 辩 论 、 头 脑 风 暴 、 体 验 式 学 习 和 游 戏 化 学 习 等 等 。

( 1 )  网 络 研 讨 会 式 授 课

在 网 络 研 讨 会 式 的 授 课 中 ， 多 个 班 级 的 教 师 和 学 生 会 同 时 参 与 课 程 的 教 学 。 在 这 种 教

学 环 境 中 ，教 师 可 以 举 办 在 线 讲 座 ，教 授 和 线 下 一 样 的 课 堂 内 容 。若 要 为 在 线 授 课 提 供 支 持 ，

则 需 要 注 意 以 下 几 个 事 项 ( S u ga r  et  a l . ,  2 0 1 0 ) 。

●  每 隔 二 十 到 三 十 分 钟 有 意 地 暂 停 一 次 教 学 ， 安 排 一 些 互 动 式 的 学 习 任 务 来 提 高 学

生 的 参 与 性 ， 比 如 完 成 一 份 问 卷 ， 或 者 在 聊 天 框 中 输 入 一 些 简 短 的 答 案 等 。

●  通 过 提 问 题 来 检 查 学 生 是 否 理 解 ， 比 如 “ 你 们 有 任 何 问 题 吗 ？ ” 学 生 则 可 以 通 过

点 击 复 选 框 或 直 接 在 聊 天 框 中 回 复 一 个 笑 脸 （ 表 情 符 号 ） 来 作 出 回 应 。

●  让 学 生 参 与 并 管 理 讨 论 。 例 如 ， 教 师 可 以 讲 1 5 分 钟 的 课 ， 然 后 要 求 学 生 加 入 分 组

讨 论 室 进 行 小 组 讨 论 ， 然 后 再 让 学 生 回 到 主 讨 论 室 “ Zo o m 讨 论 室 ” ， 与 所 有 人 分 享 他 们

的 想 法 。

●  使 用 互 动 平 台 、 超 视 频 和 弹 幕 加 强 互 动 。

●  使 用 标 注 工 具 对 幻 灯 片 上 的 关 键 内 容 进 行 标 注 、 做 出 标 记 、 在 图 片 上 画 圈 等 。 这

样 的 标 注 可 以 提 醒 学 生 正 在 讲 解 的 内 容 。  

( 2 )  在 线 讨 论

( a ) 在 线 同 步 讨 论

同 步 讨 论 为 学 生 提 供 了 实 时 提 问 和 回 答 问 题 的 机 会 （ H ra st i n s k i ,  2 0 0 8 ） 。 同 步 讨 论

还 有 助 于 让 在 线 学 习 者 感 觉 到 他 们 自 己 是 参 与 者 、 而 不 是 孤 立 的 个 体 。 要 减 轻 学 生 的 孤

立 感 ， 可 以 采 取 以 下 两 种 方 法 。 第 一 ， 持 续 不 断 地 和 班 级 保 持 联 系 ， 尤 其 是 同 步 联 系 。

第 二 ， 促 使 学 生 们 认 识 到 他 们 是 一 个 群 体 的 成 员 ， 而 不 只 是 和 机 器 进 行 沟 通 的 孤 立 个 体

（ H a y t h o r n t h wa i te  &  K a z m e r,  2 0 0 2 ） 。 在 在 线 同 步 讨 论 中 ， 课 程 专 家 在 课 程 的 设 计 和

开 发 阶 段 ， 或 者 教 师 在 课 程 的 开 发 和 教 授 阶 段 ， 可 以 采 用 以 下 这 套 方 法 来 提 高 学 生 的 投 入

度 （ B ro w n  et  a l . ,  2 0 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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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择 一 个 有 价 值 的 课 题 。

▪   向 学 生 推 荐 相 关 的 学 习 资 料 。

●  提 前 在 W o rd 文 档 中 写 下 评 论 和 问 题 。 教 师 可 以 直 接 将 问 题 或 评 论 的 内 容 及 时 复

制 粘 贴 到 聊 天 室 中 。

▪  规 定 礼 仪 规 范 和 聊 天 规 则 ， 包 括 提 问 题 的 顺 序 ， 如 何 提 出 问 题 或 意 见 ， 什 么 时

候 举 手 提 问 ， 举 行 私 下 讨 论 ， 以 及 讨 论 的 议 程 等 。

●  避 免 使 用 嘲 讽 的 语 言 、 习 语 、 俚 语 评 论 和 笑 话 。

▪  必 要 时 激 励 、 质 疑 和 表 扬 参 与 者 。

●  只 回 复 明 确 提 到 你 的 内 容 ， 或 者 你 的 回 复 能 在 其 中 会 起 到 作 用 的 内 容 。

●  不 要 试 图 在 线 多 线 程 工 作 ， 因 为 其 他 的 在 线 技 术 会 分 散 注 意 力 。

●  把 聊 天 过 程 中 讨 论 和 决 定 的 内 容 记 录 下 来 ， 这 些 内 容 对 以 后 的 课 程 会 很 有 价 值

（ B ro w n  et  a l . ,  2 0 1 6 ） 。

( b ) 在 线 异 步 讨 论

异步在线讨论是指不需要同步参与且交互会有所延迟的讨论（Brown et  al . ,  2016）。

异 步 在 线 讨 论 被 认 为 是 教 学 实 践 的 延 伸 ，可 以 促 进 对 话 、反 思 、知 识 建 构 和 自 我 评 价 (Gerosa 

et al.,  2010)。相 较 于 面 对 面 讨 论 ， 在 线 异 步 讨 论 能 够 支 持 更 深 入 的 交 谈 和 更 有 思 想 的 学 习

（ H a w ke s ,  2 0 0 6 ） 。 这 是 因 为 整 个 讨 论 有 助 于 仔 细 研 读 ， 向 学 习 者 提 供 了 识 别 、 检 查 、

修 改 和 反 思 个 人 观 点 的 机 会 ( C o l l i s o n  et  a l . ,  2 0 0 0 ) 。

为 了 促 进 异 步 讨 论 ， 教 师 可 以 遵 循 以 下 方 法 ：

⒜  阐 明 期 望 ， 比 如 学 生 应 该 多 久 参 加 一 次 讨 论 ， 以 及 如 何 评 价 讨 论 的 参 与 度 。

⒝  为 每 次 的 讨 论 活 动 安 排 时 间 ， 并 明 确 参 与 对 话 的 时 间 。

⒞  只 回 复 感 兴 趣 的 讨 论 帖 ， 或 者 你 在 其 中 的 回 复 可 以 切 实 起 到 作 用 的 讨 论 帖 。 注 意 平

衡 回 帖 的 质 量 和 数 量 。

⒟  使 用 主 题 线 索 （ t h e m e  t h rea d s ） 来 节 省 在 查 看 讨 论 帖 上 花 费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

⒠  不 要 过 多 解 读 学 习 者 的 表 述 。 很 多 非 言 语 交 际 线 索 的 缺 失 会 导 致 线 上 交 流 经 常 出 现

错 误 传 达 的 情 况 。

⒡  编 辑 并 检 查 回 复 是 否 无 误 ， 以 免 错 误 传 达 （ 信 息 ） 。

⒢  高 质 量 地 答 复 问 题 、 举 例 并 阐 述 ， 同 时 帮 助 学 生 提 高 答 复 质 量 。

⒣  将 讨 论 内 容 保 存 到 W o rd 文 档 中 ， 以 备 将 来 不 时 之 需 。

( 3 ) 项 目 式 学 习

基 于 小 组 的 项 目 通 常 可 以 产 生 具 有 现 实 意 义 的 影 响 ， 因 为 这 样 可 以 使 学 生 调 查 现 实 世

界 存 在 的 问 题 、 提 出 假 设 和 解 释 、 讨 论 解 决 方 案 、 挑 战 他 人 ， 并 通 过 网 络 论 坛 、 网 络 会 议

和 视 频 分 享 服 务 等 方 式 来 试 验 新 想 法 （ K ra j c i k  &  B l u m e n fe l d ， 2 0 0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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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p s i m ( 2 0 2 0 ) 提 供 了 设 计 和 实 施 项 目 式 任 务 的 六 个 技 巧 ， 可 供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或 教 师

使 用 。

●  在 真 实 情 景 下 ， 围 绕 具 有 挑 战 性 的 问 题 来 设 计 项 目 。

●  鼓 励 学 生 利 用 支 持 性 的 资 源 展 开 调 查 研 究 。

●  告 诉 学 习 者 如 何 获 得 支 持 ， 然 后 让 学 生 自 己 管 理 学 习 过 程 ， 并 让 他 们 自 己 做 出 决

定 或 与 同 伴 合 作 做 出 决 定 。

●  将 需 要 广 泛 技 能 的 交 互 式 情 境 和 模 拟 进 行 整 合 。 学 生 在 模 拟 过 程 中 做 出 的 每 个 选

择 都 将 带 来 独 一 无 二 的 结 果 。

●  鼓 励 学 生 反 思 自 己 的 学 习 过 程 。

●  鼓励通过在线论坛或其他工具提供同伴反馈（Larmer et al., 2015）。

( 4 )  在 线 辩 论

辩 论 是 一 种 由 学 习 者 围 绕 特 定 论 题 展 开 辩 驳 并 各 抒 己 见 的 教 学 方 法 。 在 辩 论 中 ， 学

习 者 分 成 正 方 和 反 方 的 角 色 ， 围 绕 与 课 程 内 容 相 关 的 主 题 展 开 讨 论 。 可 以 通 过 视 频 / 语

音 会 议 开 展 同 步 辩 论 ， 也 可 在 讨 论 区 中 开 展 异 步 辩 论 。 可 以 按 照 如 下 程 序 组 织 在 线 辩 论

(Keller  et  al . ,  2001)。

阶 段 1 ： 准 备

▪ 将 学 生 分 成 两 组 ， 即 辩 论 命 题 的 正 方 组 和 反 方 组 。

▪ 指 定 或 让 学 生 自 己 选 择 在 辩 论 中 充 当 的 角 色 。

▪ 向 学 生 阐 明 希 望 他 们 在 辩 论 中 使 用 哪 些 类 型 的 证 据 来 支 持 主 张 。

阶 段 2 ： 辩 论 过 程 中

▪ 在 讨 论 板 上 张 贴 出 辩 论 命 题 。

▪ 使 用 计 时 器 ， 同 时 跟 进 辩 论 过 程 。  

▪ 监 测 学 生 的 参 与 度 。

阶 段 3 ： 辩 论 结 束 后

▪ 收 集 所 有 学 生 的 评 论 。

▪ 让 学 生 投 票 选 出 哪 一 方 提 出 的 论 据 最 有 说 服 力 。

( 5 )  头 脑 风 暴

头 脑 风 暴 这 种 方 法 通 主 要 通 过 收 集 小 组 成 员 自 发 提 出 的 一 系 列 想 法 来 努 力 寻 找 某 个 特

定 问 题 的 答 案 。 所 有 的 想 法 都 会 被 记 录 下 来 ， 而 不 会 受 到 批 评 。 头 脑 风 暴 环 节 之 后 ， 大 家

会 对 这 些 想 法 进 行 评 价 （ H i c k s ， 2 0 0 4 ） 。 如 要 组 织 头 脑 风 暴 ， 可 遵 循 以 下 建 议 。

●  确 定 头 脑 风 暴 的 目 标 。 目 标 可 以 是 在 规 定 时 间 内 产 生 尽 可 能 多 的 想 法 ， 也 可 以 为

要 产 生 的 想 法 设 置 目 标 数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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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脑 风 暴 会 议 需 要 主 持 人 、进 行 头 脑 风 暴 的 空 间 、以 及 为 其 撰 写 有 关 想 法 的 主 题 。

主 持 人 应 当 引 导 会 议 过 程 、 鼓 励 参 与 和 记 录 下 产 生 的 想 法 ( Z h a n  et  a l . ,  2 0 1 2 ) 。 团 队 成 员

可 以 通 过 电 子 设 备 开 展 同 步 或 异 步 的 头 脑 风 暴 。

●  开 展 头 脑 风 暴 的 环 境 要 宽 敞 ， 资 源 要 充 足 ， 氛 围 要 轻 松 ， 且 不 会 受 到 干 扰 。

●  参 与 者 用 1 0 到 1 5 分 钟 的 时 间 来 产 生 想 法 ， 然 后 让 参 与 者 结 对 来 比 较 并 补 充 想 到

的 更 多 想 法 。 最 后 再 将 对 子 结 合 成 更 大 的 小 组 ， 以 便 再 次 分 享 和 补 充 更 多 的 想 法 。  

●  确 保 不 存 在 批 评 或 压 制 。 若 采 用 异 步 头 脑 风 暴 ， 老 师 可 以 鼓 励 学 生 使 用 “ 点 赞 ”

或 点 评 等 平 台 功 能 表 态 。

●  结 束 后 ， 通 过 正 式 的 课 程 评 价 来 收 集 学 生 的 反 馈 意 见 和 他 们 的 成 果 。

( 6 )  虚 拟 空 间 内 的 体 验 式 学 习

体 验 式 学 习 活 动 经 过 深 思 熟 虑 的 设 计 ， 具 有 明 确 的 学 习 目 的 和 预 期 成 果 。 参 与 者 在

活 动 中 所 做 的 每 一 步 都 应 该 促 进 既 定 目 标 的 实 现 。 每 一 项 体 验 式 学 习 活 动 都 包 括 活 动 的

完 整 说 明 、 明 确 的 目 标 陈 述 、 建 议 的 小 组 规 模 和 时 间 安 排 、 所 需 的 材 料 、 过 程 说 明 以 及

替 代 方 案 。 为 克 服 缺 乏 操 作 设 施 和 练 习 环 境 的 问 题 ， 可 以 应 用 虚 拟 现 实 技 术 来 创 建 桌 面

实 验 室 ( Fe r re i ra ,  et  a l . ,  2 0 0 9 ) 。 如 要 设 计 虚 拟 实 验 室 ， 则 需 要 认 真 考 虑 以 下 事 项 。

●  告 诉 学 生 操 作 练 习 的 具 体 要 求 、 操 作 工 具 、 操 作 程 序 和 方 法 。

●  阐 明 虚 拟 实 验 室 的 用 途 以 及 计 划 在 其 中 使 用 实 验 室 的 环 境 。

●  确 定 应 用 类 型 ： 仿 真 、 实 验 室 、 演 示 等 。

●  操 作 单 元 的 规 模 应 适 当 。 复 杂 过 程 应 分 解 成 子 任 务 。

●  使 用 简 单 而 仍 可 有 效 满 足 要 求 的 设 计 和 技 术 。

●  调 整 仿 真 度 和 准 确 性 的 级 别 ， 以 适 应 目 标 学 生 群 体 和 预 期 学 习 结 果 的 要 求 。

●  可 以 利 用 虚 拟 显 示 技 术 将 现 实 实 验 室 中 无 法 实 现 的 一 些 工 作 可 视 化 。 但 是 ， 可 能

有 必 要 设 定 相 应 的 仿 真 度 ， 从 而 将 这 种 潜 力 与 可 以 全 面 模 仿 现 实 实 验 室 操 作 的 虚 拟 实 验 室

所 带 来 的 好 处 相 平 衡 。

●  可 以 将 虚 拟 实 验 室 视 为 提 供 讲 解 并 需 要 外 部 支 持 的 游 乐 场 。 这 些 支 持 可 以 包 括 指

导 、 说 明 性 文 字 或 教 师 汇 报 （ Wä st b e rg  et  a l . ， 2 0 1 9 ） 。

●  课 后 可 以 开 展 自 我 评 价 、 同 伴 评 价 和 教 师 评 价 。

●  引 导 学 生 对 他 们 的 操 作 过 程 进 行 反 思 。

( 7 )  游 戏 化 学 习

在 教 育 游 戏 的 虚 拟 世 界 中 ， 玩 家 可 以 测 试 自 己 的 想 法 并 探 索 对 游 戏 进 行 操 控 所 产 生 的

结 果 。 在 游 戏 过 程 中 ， 学 生 可 以 提 高 他 们 理 解 知 识 的 能 力 ,  加 强 技 能 的 培 养 （ S q u i re  &  

J e n k i n s ， 2 0 0 3 ） 。 为 了 让 学 习 更 加 有 趣 ， 下 面 提 供 了 一 些 建 议 ， 供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或 教 师

在 制 定 和 利 用 教 学 游 戏 时 参 考 和 使 用 。

●  将 教 学 目 的 贯 穿 始 终 ， 让 游 戏 化 学 习 不 仅 具 有 趣 味 性 还 富 有 科 学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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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以 为 游 戏 设 计 不 同 的 难 度 等 级 ， 使 学 生 可 以 逐 步 获 得 知 识 内 容 。

●  玩家互动是一个关键的方面，可以根据经过科学验证的互动理论来设计玩家的互动。

●  通过促进反思和讨论来填补游戏与课程其余部分之间的空白 (Moreno-Ger et al., 2008)。

●  虚 拟 仿 真 技 术 可 以 应 用 于 游 戏 中 ， 模 拟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无 法 实 现 的 活 动 。

●  可以借助数据采集技术获取学生的学习过程数据，进而为开展学习评价、调整教学提供支撑。

2 )  促 进 有 效 学 习

为 促 进 有 效 学 习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模 式 下 ， 可 采 用 一 系 列 自 主 学 习 和 协 作 学 习 策 略 。

( 1 )  自 主 学 习

自 主 学 习 是 指 学 习 者 对 自 己 的 学 习 进 程 掌 握 充 分 的 主 动 性 和 自 主 权 ， 在 教 师 的 全 面 支

持 下 完 成 学 习 活 动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需 要 为 学 习 者 配 备 资 源 ， 帮 助 他 们 实 现 学 习 目 标

并 进 行 知 识 建 构 。 自 主 学 习 也 有 多 种 形 式 ： 学 生 基 于 课 程 内 容 以 独 立 或 协 作 的 方 式 进 行 学

习 （ E n v o p l a n ,  2 0 2 0 ） 。

为 了 促 进 有 效 的 自 主 学 习 ， 教 师 或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可 以 采 用 以 下 几 点 策 略 。
●  指 导 学 生 规 范 学 习 、 管 理 学 习 上 的 干 扰 因 素 。
●  在 学 生 学 习 的 过 程 中 提 供 指 导 意 见 ， 明 确 提 示 如 何 完 成 每 项 活 动 中 的 各 项 任 务 。
●  教 授 自 学 策 略 ， 帮 助 学 生 提 高 终 身 自 学 的 能 力 。
●  设 置 和 组 织 问 答 环 节 ， 收 集 学 生 反 馈 。

( 2 )   小 组 学 习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应 该 清 楚 阐 明 何 为 小 组 学 习 ， 同 时 要 为 小 组 学 习 的 开 展 提 供 各 种

支 持 ， 准 备 适 当 的 资 源 ， 并 组 织 安 排 学 习 活 动 。 此 外 ， 作 为 学 科 领 域 的 代 表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还 需 要 确 保 学 科 领 域 的 核 心 概 念 、 实 践 、 标 准 和 原 则 已 经 全 面 整 合 到 学 习 当 中

（ B ate s ，2 0 1 8 ）。为 了 让 小 组 学 习 富 有 意 义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可 以 使 用 如 下 一 套 方 法 。
●  使 用 合 适 的 技 术（ 比 如 可 以 用 于 进 行 在 线 讨 论 、合 作 编 辑 和 概 念 可 视 化 的 软 件 ）。
●  应 当 选 择 教 材 、 阅 读 和 其 他 资 源 来 支 持 讨 论 ， 而 不 是 反 方 向 行 之 。
●  为 学 生 提 供 在 线 行 为 的 明 确 指 南 ， 并 确 保 指 南 得 到 实 施 。
●  举 办 情 况 介 绍 会 ， 包 括 介 绍 技 术 方 向 、 解 释 讨 论 的 目 的 与 目 标 等 。
●  让 学 生 可 以 选 择 主 题 ， 补 充 和 拓 展 学 习 材 料 中 的 问 题 。
●  为 讨 论 设 置 适 当 的 “ 基 调 ” 或 要 求 （ 例 如 尊 重 分 歧 、 根 据 证 据 进 行 论 证 等 ） 。

知 识 建 构 是 指 基 于 共 同 的 目 标， 经 过 小 组 讨 论 和 思 想 综 合 而 产 生 新 的 认 知 结

果的过程（Bereiter  & Scardamalia，2003）。

术 语 1 4   知 识 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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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确 学 习 者 的 角 色 以 及 对 他 们 参 与 的 期 待 。
●  监 督 学 习 者 的 参 与 、 给 予 相 应 的 回 应 并 向 其 提 供 适 当 的 教 学 支 架 或 支 持 、 指 导 他

们 学 习 相 关 材 料 ， 或 者 当 学 生 感 到 困 惑 时 进 行 问 题 解 答 。
●  保 持 教 师 的 全 程 “ 存 在 感 ” ， 例 如 跟 进 讨 论 以 防 止 学 生 的 讨 论 偏 离 主 题 、 鼓 励 那

些 真 正 参 与 到 讨 论 中 去 的 学 生 、 追 踪 没 有 参 与 讨 论 的 学 生 并 引 导 他 们 参 与 讨 论 。

3 )  激 发 学 习 者 动 机 和 支 架 式 学 习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中 ， 学 生 要 完 成 的 学 习 任 务 非 常 具 有 挑 战 性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可 以

在 设 计 课 程 和 教 学 的 过 程 中 引 入 可 以 激 发 学 生 动 机 的 要 素 ， 并 且 鼓 励 学 生 积 极 地 参 与 到 学

习 和 互 动 当 中 。

( 1 )  了 解 目 标 学 习 者 ， 充 当 良 好 的 倾 听 者

在线学习中，教师的角色从“专家型演示者”转变为学习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及促进者。因此，

课程开发人员和教师必须作为倾听者，了解学生的想法、问题和需求 (Garrison & Arbaugh, 2007)。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应 调 查 和 分 析 学 习 者 的 观 点 、 清 楚 学 习 者 的 问 题 、 了 解 学 习

者 的 需 求 ， 从 而 为 他 们 提 供 帮 助 。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和 教 师 应 了 解 学 习 者 的 观 点 和 想 法 、 弄 清 学 习 者 的 认 知 水 平 及 其 是

否 知 道 如 何 运 用 学 到 的 知 识 ， 并 加 强 教 育 指 导 ， 以 此 为 学 习 者 提 供 帮 助 。
●  教 师 应 放 下 权 威 的 架 子 ， 成 为 学 生 “ 安 静 的 学 习 伙 伴 ” ， 鼓 励 学 生 开 放 自 由 的 交

流 和 分 享 观 点 ， 并 且 听 懂 学 生 的 问 题 、 了 解 学 生 的 需 求 ( B e rge ,  1 9 9 5 ) 。
●  教 师 需 要 倾 听 了 解 学 生 是 否 感 到 不 适 ，以 及 他 们 是 否 接 受 同 伴 和 老 师 提 供 的 支 持 。

( 2 )   提 供 即 时 反 馈

作为混合式学习的促进者，教师需要处理学生们的问题或提问，并提供及时反馈 (O'Rourke, 

2012)。关 于 教 师 应 该 如 何 提 供 反 馈 ， 本 文 提 出 了 以 下 几 种 方 法 。
●  将 对 话 汇 集 成 总 结 ， 可 以 促 使 学 生 深 入 调 查 主 题 。
●  作 业 反 馈 要 及 时 。 作 业 反 馈 应 对 学 习 者 付 出 的 努 力 表 示 肯 定 ,  指 出 作 业 中 的 问 题 与

不 足 ,  提 出 改 进 建 议 ， 并 指 导 学 生 下 一 步 要 做 什 么 。
●  即 时 回 答 学 习 者 提 出 的 问 题 ，尤 其 是 技 术 问 题 。有 些 问 题 教 师 自 己 不 能 立 马 解 决 的 ，

应 该 马 上 告 诉 学 生 ：“ 我 去 为 你 寻 求 帮 助 了 ”， 从 而 让 学 生 感 受 到 教 师 十 分 愿 意 且 时 刻 准 备

好 给 予 支 持 （ B e rge ,  1 9 9 5 ） 。
●  适时告知学习者其他同学的学习进度。这种方法可以减轻学生在学习中产生的孤独感。 

●  肯 定 学 习 者 的 观 点 和 努 力 ,  指 出 他 们 作 业 中 的 亮 点 ， 并 且 使 其 充 满 信 心 。

●  使 用 亲 切 的 语 言 并 适 当 地 表 达 自 己 的 情 感 ， 让 学 习 者 觉 得 教 师 非 常 随 和 。

( 3 )  激 发 学 生 的 学 习 动 机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中 ， 采 用 各 种 必 要 的 策 略 来 提 高 学 生 的 学 习 动 力 和 参 与 度 是 教 师 的 重 要

工 作 之 一 ( B e rge ,  1 9 9 5 ) 。 在 设 计 课 程 的 过 程 中 可 以 融 入 下 面 的 一 些 方 法 ， 以 便 教 师 用 来

提 高 学 生 的 学 习 动 机 。

●  通 过 发 表 欢 迎 致 辞 、开 展 破 冰 活 动 、构 建 学 习 小 组 等 方 式 鼓 励 参 与 者 进 行 自 我 介 绍 。

●  张 贴 表 扬 信 、 发 送 学 习 提 醒 、 发 布 任 务 清 单 、 鼓 励 同 伴 互 评 ， 从 而 帮 助 学 习 者 探

索 学 习 内 容 和 现 实 世 界 之 间 的 联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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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周 查 看 学 习 数 据 。 可 以 通 过 学 习 平 台 的 日 志 数 据 来 分 析 和 识 别 学 习 者 的 特 征 。

及 时 肯 定 和 表 扬 积 极 参 与 者 ， 安 慰 并 鼓 励 潜 水 者 ， 随 时 提 醒 消 极 参 与 者 尽 快 加 入 到 学 习 中

（ B e rge ,  1 9 9 5 ） 。

( 4 )  根 据 需 要 提 供 教 学 支 架

在 设 计 的 课 程 中 可 以 融 入 适 当 的 支 架 ， 方 便 教 师 用 来 帮 助 学 习 者 解 决 复 杂 的 问 题 ， 尤

其 是 当 在 向 学 生 第 一 次 介 绍 新 概 念 和 新 技 能 时 。 这 些 支 持 可 能 包 括 推 荐 的 资 源 、 演 示 的 范

例 、 模 板 和 分 析 指 导 。 下 表 列 出 了 支 架 的 几 大 类 型 ， 以 及 各 自 的 特 点 和 应 用 ：

建 构 学 习 支 架 的 四 个 主 要 原 则 如 下 。

①  支 架 应 该 是 临 时 的 。当 学 生 掌 握 了 分 配 的 任 务 之 后 ，支 架 式 支 持 就 应 该 逐 渐 取 消 掉 。

②  支 架 应 该 是 适 应 性 的 。 支 架 应 根 据 学 生 动 态 的 最 近 发 展 区 进 行 相 应 的 调 节 。

③  支 架 应 该 按 照 任 务 特 征 量 身 定 做 。 认 知 要 求 越 高 ， 对 支 架 的 要 求 也 就 越 高 。

④  支架不仅可以由教师提供，也可以由学习伙伴甚至是学习者自己来提供 (Sawyer, 2005)。

表 6 . 2  支 架 类 型

支架类型 特  点 应用说明

范例支架 目的性强
为 学 习 者 提 供 示 例、 模 板、 模 型
等 资 料， 供 其 模 仿、 参 考 以 完 成
任务，在案例研究中尤为如此。

问题支架
启发思考；能够将学习责任从教师转移到学
习者身上；能够持续诊断；具有引导性；易
于操作

由 易 到 难 逐 步 抛 出 问 题， 启 发 学
生深入思考。让学生先独立解答，
然后再给出答案。

建议支架 临时性；动态性；能够及时向学生提供反馈 向学习者提供建议、提示和方法。

引导支架 认知结构化 根 据 学 生 的 认 知 特 点， 为 学 生 提
供系统化的指导。

图表支架 结构化；可视化；系统化 通过直观的可视化方法，让学生学
起来更容易。

工具支架 多样性；易操作；情境性 为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

（ 资 料 来 源 ： Huang et al.,  2 0 2 0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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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约 束 条 件 分 析

7 . 1  进 行 约 束 条 件 分 析 的 原 因

混合式教育和学习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能够显著影响学习效能 (Huang et al.,  2 0 0 9 ) 。

这 些 特 征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 ( 1 )  学 习 环 境 和 过 程 存 在 动 态 性 ； ( 2 )  教 学 环 境 和 条 件 存 在 不 确 定

性 ； ( 3 )  学 习 者 的 特 质 具 有 多 维 度 的 差 异 性 。 因 此 ， 调 整 教 学 活 动 时 必 须 充 分 考 虑 并 持 续

分 析 以 上 全 部 特 征 。 下 面 将 对 这 些 特 征 进 行 描 述 。

●  混 合 式 环 境 、 条 件 和 学 习 过 程 的 动 态 性 。 学 习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行 为 、 知 识 和 技 能 不

断 发 生 变 化 的 动 态 过 程 。 在 这 整 个 过 程 的 不 同 发 展 阶 段 中 ， 学 生 可 以 表 现 出 不 同 的 学 习 行

为 ， 掌 握 不 同 的 知 识 和 技 能 。 教 师 需 要 不 断 地 检 查 、 分 析 和 评 价 学 生 的 学 习 状 况 ， 从 而 提

供 最 合 适 的 教 学 方 法 。 此 外 ，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随 时 都 可 能 发 生 各 种 不 同 的 情 况 ， 因 而 在 混 合

学 习 的 模 式 下 ， 这 种 动 态 性 会 进 一 步 增 强 。 例 如 ， 当 新 冠 疫 情 结 束 后 ， 学 生 可 以 重 返 实 体

课 堂 上 课 ，但 是 当 出 现 严 重 的 新 冠 疫 情 时 ，他 们 必 须 再 次 采 取 线 上 模 式 进 行 学 习（ ( M o u n t  

H o l y o ke  C o l l ege ,  n .d . ）。由 此 可 见 ，学 习 和 教 学 模 式 在 不 同 的 情 况 下 会 不 断 发 生 变 化 。

●  混 合 式 环 境 和 条 件 的 不 确 定 性 。 在 突 发 新 冠 疫 情 之 类 的 意 外 状 况 时 ， 教 学 什 么 时

候 会 发 生 中 断 存 在 着 不 确 定 性 （ Fu l l a n  &  Q u i n n ， 2 0 2 0 ） 。 另 外 ， 混 合 式 学 习 包 括 在

线 学 习 部 分 ， 这 部 分 需 要 在 教 育 环 境 中 整 合 技 术 手 段 ， 而 这 些 技 术 是 不 稳 定 的 （ S R M ，

2 0 1 6 ） 。 诸 如 互 联 网 断 线 、 在 线 服 务 器 瘫 痪 等 技 术 问 题 会 让 混 合 式 教 育 和 学 习 过 程 充 满 不

确 定 性 ， 很 难 预 测 什 么 时 候 会 发 生 技 术 故 障 ， 因 此 需 要 定 期 进 行 约 束 条 件 分 析 以 检 查 混 合

式 教 育 系 统 的 各 个 维 度 （ 如 技 术 、 资 源 等 ） 。

●  混 合 式 学 习 中 学 习 者 的 多 样 性 。 众 所 周 知 ， 学 习 者 的 发 展 具 有 多 样 性 ， 比 如 认 知

多 样 性 、 元 认 知 多 样 性 、 情 感 多 样 性 、 态 度 多 样 性 和 社 会 文 化 多 样 性 。 从 更 广 泛 的 层 面 上

来 讲 ，文 化 多 样 性 可 以 促 进 学 生 的 成 长 和 反 思 。对 学 生 的 种 族 、民 族 、性 别 、性 取 向 、国 籍 、

宗 教 传 统 、社 会 经 济 阶 层 和 年 龄 可 能 产 生 的 影 响 都 需 要 进 行 仔 细 的 考 虑 和 处 理（ H o l l i ste r ，

2 0 2 0 ） 。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中 ， 学 生 可 以 利 用 网 络 在 线 完 成 学 习 活 动 ， 因 而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的 背

景 下 ， 学 生 的 多 样 性 可 能 会 进 一 步 放 大 。 在 自 主 学 习 中 ， 学 生 可 以 根 据 自 己 的 节 奏 ， 在 自

己 的 地 盘 ， 按 照 自 己 的 时 间 制 定 和 规 划 自 己 的 学 习 路 径 （ Tea c h o n l i n e .  C A ,  n .d . ） ， 这

将 使 学 生 的 多 样 性 更 加 突 出 ， 因 此 需 要 采 取 更 有 针 对 性 的 教 学 方 式 进 行 处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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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  分 析 约 束 条 件 的 目 的

7 . 3 .  约 束 条 件 分 析 的 主 要 任 务

由 于 学 习 者 存 在 着 多 样 性 ， 学 习 过 程 和 条 件 存 在 着 动 态 性 ， 学 习 环 境 也 存 在 着 不 确 定

性 ， 因 此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当 中 ， 尤 其 是 在 线 上 学 习 中 ， 学 习 者 可 能 会 面 临 各 种 挑 战 。 H a ro n

等 人 （ 2 0 2 1 ） 对 相 关 挑 战 进 行 了 总 结 ， 其 中 包 括 网 络 问 题 、 互 动 问 题 、 学 科 相 关 的 学 习 问

题 以 及 心 理 问 题 （ 见 图 1 ） 。 这 些 挑 战 可 能 会 影 响 到 如 何 调 整 教 学 环 境 和 工 具 ， 以 及 如 何

照 顾 到 具 有 具 体 特 征 的 学 生 。 混 合 式 教 育 和 学 习 过 程 开 始 后 ， 必 须 定 期 进 行 约 束 条 件 分 析

( M o u n t  H o l y o ke  C o l l ege ,  n .d . ） ， 其 目 的 在 于 确 保 最 新 的 环 境 和 工 具 是 合 适 的 ， 同 时 确

保 能 够 采 取 个 性 化 的 方 式 ， 对 背 景 和 学 习 过 程 各 不 相 同 的 学 生 提 供 最 好 的 支 持 。

在 约束条件分 析 中 ， 应 该 分 析 与 学 习 环 境 、 工 具 和 社 会 因 素 相 关 并 且 在 教 学 和 学 习 过

程 中 会 影 响 到 教 学 互 动 的 约 束 条 件 （ H u a n g  et  a l . ,  2 0 0 9 ） 。

1 )   检 查 与 混 合 式 学 习 环 境 和 工 具 相 关 的 约 束 条 件

与混合式学习环境和工具相关的约束条件是指只能有限地使用辅助系统和工具，比如基础

教育技术、硬件、WIFI、摄像头、LMS、计算机，其使用的技术可靠性低、质量差，学生的技

术技能有限（比如打字速度慢、不适应数字化阅读、对技术的使用缺乏信心等）。Haron 等（2021）

提供了实际范例，对这一类型的约束条件进行了阐述，同时还罗列了相关问题（见表 7.1）。

图 7 . 1  授 课 中 认 为 线 上 学 习 可 能 存 在 的 问 题 和 挑 战
（ 资 料 来 源 ： Haron et al. ,  2 0 2 1 ）

网 络 和 宽 带 限 制 互 动 减 少 难 以 学 习 技 术 学 科 课 堂 互 动 新 常 态 压 力 挑 战

问 题 与 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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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料 来 源 ： H a ro n  et  a l . ， 2 0 2 1 ）

（ 资 料 来 源 ： H a ro n  et  a l . ， 2 0 2 1 ）

表 7 . 1  在 混 合 模 式 下 可 能 与 学 习 环 境 和 工 具 相 关 的 约 束 条 件

约束条件类型 问  题

网络和带宽限制

▪ 网络和互联网问题
▪ 实时交流 / 互动中断
▪ 数据带宽的限制
▪ 软件安装需要更多的数据流量

技术学科学习限制 数据带宽限制使很难学习需要实操的技术学科。

表 7 . 2  影 响 混 合 式 学 习 社 会 方 面 的 约 束 条 件

约束条件类型 问题表现

互动和沟通减少
▪师生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有限
▪只依靠数字平台进行教学讲解
▪无法面对面互动，小组作业颇具挑战

数字平台不适合传统的学习方式
▪问答环节的常规式互动存在滞后和干扰
▪学习质量降低
▪需要学习新技能才能自学

压力
▪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需要承担个人的家庭责任
▪课堂时间过长，让人感到疲惫

难以学习技术学科 ▪需要动手操作

2 )  检 查 会 影 响 学 习 互 动 的 社 会 约 束 条 件

在 混 合 模 式 下 ， 一 些 约 束 条 件 会 导 致 学 生 忽 略 学 习 的 社 会 性 ， 此 类 因 素 统 称 为 “ 社 会

性 约 束 条 件 ” 。 这 类 因 素 可 能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  ( 1 )  混 合 式 课 堂 中 线 下 和 线 上 学 习 参 与 者

的 参 与 度 有 限 ； ( 2 )  学 生 的 心 理 状 态 较 差 （ 尤 其 是 在 线 端 学 习 的 学 生 ） ； ( 3 )  学 生 参 加 混

合 式 课 堂 的 主 动 性 不 高 ； ( 4 )  因 时 间 问 题 无 法 同 步 交 流 的 因 素 ， 比 如 参 与 者 所 在 的 时 区 。

H a ro n 等 （ 2 0 2 1 ） 提 供 了 真 实 的 例 子 ， 对 这 一 类 型 的 约 束 条 件 进 行 了 阐 述 ， 同 时 还 罗 列

出 相 关 问 题 （ 见 表 7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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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 习 评 价

8 . 1  在 线 测 试  

8 . 3  自 查 表

8 . 2  项 目 和 量 规 评 价

在 线 测 试 是 评 价 学 生 学 习 收 获 的 主 要 方 式 ， 包 括 以 下 类 型 的 测 试 ： 论 述 类 型 和 客 观 题

类 型 。 论 述 型 测 试 通 常 用 于 测 量 学 生 的 推 理 、 解 释 和 批 判 水 平 ， 因 此 要 求 学 生 以 论 文 的 形

式 陈 述 他 们 的 观 点 。 客 观 题 可 以 通 过 填 写 一 两 个 词 或 数 字 、 填 空 以 及 从 众 多 选 项 中 选 择 一

个 最 合 适 答 案 的 方 式 来 回 答 。 客 观 题 可 以 测 试 知 识 的 保 留 程 度 。 由 于 客 观 题 可 以 遵 循 清 楚

而 又 直 观 的 评 分 标 准 ， 因 此 客 观 题 类 型 的 测 试 是 一 种 可 以 对 混 合 式 学 习 评 价 提 供 支 持 的 可

靠 、 有 效 且 高 效 的 评 价 工 具 ( U n i o n  U n i v e r  s i t y,  2 0 2 0 ) 。

自 查 表 作 为 一 种 工 具 ， 指 明 了 具 体 的 评 价 标 准 ， 可 以 指 导 学 生 收 集 信 息 ， 帮 助 学 生 在

概 念 知 识 、 技 能 或 行 为 方 面 查 漏 补 缺 。 相 关 例 子 显 示 ， 自 查 表 包 含 文 件 分 析 ， 比 如 学 生 的

量 规 指 的 是 一 种 评 分 指 南 ， 用 于 评 价 学 生 回 答 的 质 量 。 量 规 可 以 用 于 课 程 、 项 目 或 毕

业 项 目 中 的 个 人 评 价 ， 通 常 用 于 评 价 高 阶 或 复 杂 的 学 习 技 能 （ B e c ke r,  2 0 1 1 ） 。 如 要 设 计

出 有 效 的 量 规 ， 在 设 计 时 应 考 虑 到 以 下 几 大 要 素 。

●  考 虑 量 规 的 用 途 。 特 定 任 务 的 量 规 用 来 帮 助 教 师 评 价 单 个 作 业 ， 而 一 般 的 量 规 则

用 来 帮 助 教 师 评 价 多 个 作 业 （ Tea c h i n gco m m o n s .  sta n fo rd .  e d u ,  2 0 2 0 ） 。  

●  列 出 希 望 学 生 在 作 业 中 展 示 出 来 的 重 要 品 质 。 在 制 定 量 规 之 前 ， 先 查 看 几 份 优 秀

的 作 业 ， 思 考 其 中 有 哪 些 共 同 点 ， 如 论 据 的 特 征 、 图 形 类 内 容 的 使 用 和 展 示 方 式 以 及 指 导

原 则 的 格 式 等 ， 这 样 会 有 所 帮 助 。

●  考 虑 评 分 时 对 标 准 如 何 加 权 处 理 （ W h i te ,  1 9 8 5 ） 。

学 习 评 价 是 指 检 验 学 生 达 到 预 期 学 习 结 果 的 程 度 。 评 价 时 ， 应 结 合 学 习 目 标 、 成 绩 标

准 以 及 具 体 的 学 习 环 境 进 行 考 虑 。 课 程 开 发 人 员 或 教 师 在 设 计 评 价 时 ， 可 以 将 学 习 结 果 作

为 评 价 的 基 本 内 容 和 基 本 方 式 。 在 混 合 式 模 型 中 ， 可 以 采 用 不 同 类 型 的 评 价 方 法 。 接 下 来

的 各 个 部 分 将 对 每 一 种 方 法 进 行 具 体 说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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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4  学 习 契 约 (Learning Contract,  LC)

学 习 契 约 是 指 学 习 者 和 教 学 指 导 者 之 间 协 商 达 成 的 协 议 ， 用 来 确 保 学 习 者 会 为 了 完 成

既 定 的 学 习 目 标 而 开 展 某 些 学 习 活 动 （ I b ra h i m  &  E l d e m e rd a s h ,  2 0 1 8 ） 。 制 定 了 学 习

契 约 ， 学 习 过 程 将 生 成 相 关 证 据 ， 可 以 收 集 起 来 以 表 明 学 习 目 标 已 达 成 。 当 学 生 成 为 学 习

契 约 的 契 约 方 时 ， 他 / 她 会 更 加 投 入 地 学 习 ， 学 习 过 程 也 会 变 得 更 加 自 主 。 赋 予 给 学 生 的

责 任 会 增 加 他 们 内 在 的 学 习 动 机 。 此 外 ， 学 习 契 约 给 学 生 提 供 了 对 学 习 期 望 的 概 述 ， 而 不

仅 仅 只 是 让 学 生 为 了 考 试 分 数 而 学 习 ， 这 会 让 学 生 在 达 成 学 习 目 标 时 获 得 满 足 感 。 课 程 专

家 和 教 师 在 创 建 和 使 用 学 习 契 约 时 可 以 遵 循 以 下 步 骤 ：

●  分 析 判 断 学 生 的 技 能 水 平 并 确 定 学 习 上 的 差 距 。

●  设 定 一 系 列 商 定 好 的 目 标 ， 同 时 提 供 支 持 性 的 策 略 和 资 源 、 达 成 目 标 的 证 据 以 及

评 价 方 法 （ U cd o e r,  2 0 2 0 ） 。

●  制 作 自 查 表 并 做 好 细 节 记 录 、 监 测 并 讨 论 学 生 的 进 度 或 存 在 的 问 题 ， 共 同 检 查 学

生 作 业 并 分 享 评 价 结 果 。

●  如 有 必 要 ， 可 与 学 生 一 起 修 改 学 习 契 约 中 的 内 容 。

●  如 果 遇 到 无 法 达 成 的 学 习 目 标 ，则 应 该 采 取 补 救 措 施 ，让 学 习 评 价 的 结 果 最 大 化 。

●  完 成 学 习 后 ， 学 生 应 将 学 习 契 约 和 学 习 目 标 完 成 的 证 据 提 交 给 教 师 ， 由 教 师 对 任

务 的 完 成 情 况 评 分 并 作 出 反 馈 。

书 面 作 业 、 课 外 反 思 等 （ I r i s h  D e pa r t m e n t  o f  Ed u cat i o n  a n d  S k i l l s ,  2 0 2 0 ） 。 设 计

良 好 的 自 查 表 可 以 帮 助 学 生 评 价 自 己 的 学 习 表 现 ， 并 且 确 定 应 该 采 取 哪 些 步 骤 来 完 成 复

杂 的 任 务 。 这 为 学 生 的 元 认 知 发 展 搭 建 了 支 架 ， 有 助 于 促 进 学 生 自 信 心 和 独 立 性 的 发 展

（ Ro w l a n d s ,  2 0 0 7 ） 。 在 设 计 和 使 用 自 查 表 时 ， 课 程 专 家 和 教 师 应 该 考 虑 以 下 因 素 ：

●  根 据 学 习 内 容 的 不 同 ，可 以 选 择 不 同 形 式 的 自 查 表 ，比 如 打 分 表 和 表 格 类 自 查 表 。

●  设 计 自 查 表 时 应 结 合 学 习 目 标 和 学 习 过 程 进 行 考 虑 。 例 如 ， 在 自 查 表 当 中 ， 应 该

明 确 描 述 如 何 来 呈 现 作 业 。

●  可 以 让 学 生 用 简 单 的 “ 是 ” 或 “ 否 ” 来 回 答 自 查 表 中 的 各 个 条 目 。 当 表 示 质 量 水

平 或 频 率 时 ， 可 以 用 “ 总 是 ” “ 经 常 ” “ 偶 尔 ” “ 从 不 ” 等 描 述 词 来 表 示 。

●  提 供 建 议 格 式 的 工 作 表 ， 并 在 表 中 有 条 理 地 列 明 所 需 的 全 部 条 款 。

●  给 学 生 留 点 空 间 以 便 记 笔 记 。

●  鼓 励 学 生 参 与 制 定 评 价 标 准 ( British Columb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20 )。

●  细 致 地 引 导 学 生 利 用 自 查 表 进 行 学 习 评 价 、 自 我 监 督 和 反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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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5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指 有 目 的 的 收 集 学 生 作 品 的 样 本 ， 用 于 展 示 学 生 的 学 习 进 展 、 成 绩 以 及

能 够 做 些 什 么 的 证 据 。 收 集 的 内 容 可 以 包 括 文 章 、 论 文 、 博 客 、 录 制 的 多 媒 体 展 示 、 采 访

和 报 告 记 录 。 好 的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既 是 一 件 作 品 ， 也 是 一 个 反 思 这 些 手 工 资 料 及 其 所 代 表 意

义 的 过 程 （ Tea c h i n g . b e r ke l e y.e d u ,  2 0 2 0 ） 。 为 了 帮 助 学 生 建 立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 课 程 专

家 和 教 师 可 以 遵 循 以 下 指 导 原 则 ：

●  向 学 生 阐 明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的 优 点 ， 借 此 帮 助 学 生 进 行 深 度 学 习 ， 获 得 高 级 技 能 ，

同 时 帮 助 他 们 了 解 该 如 何 学 习 （ Pa u l s o n  &  Pa u l s o n ,  1 9 9 1 ） 。

●  建 立 清 晰 的 资 料 遴 选 标 准 ， 比 如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的 类 型 、 资 料 的 收 集 和 选 择 标 准 等

（ B a s ke n ,  2 0 0 8 ） 。 清 晰 的 标 准 可 以 帮 助 学 生 了 解 他 们 应 该 怎 样 开 展 学 习 ， 怎 样 才 能 让

他 们 学 习 起 来 更 有 目 的 性 和 动 力 。

●  自 己 创 建 一 个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的 范 例 ， 并 向 学 生 们 展 示 。 这 有 助 于 更 好 地 了 解 维 护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时 存 在 的 挑 战 和 可 以 带 来 的 好 处 ， 也 更 能 说 服 学 生 ， 让 他 们 深 信 这 是 一 个 有

价 值 的 举 措 （ B a s s  &  Ey n o n ， 2 0 0 9 ） 。

●  指 导 学 生 创 建 他 们 自 己 的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 并 向 他 们 提 供 支 架 ， 帮 助 克 服 学 习 中 出

现 的 挑 战 。 让 学 生 根 据 他 们 自 己 的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进 行 自 我 评 价 和 反 思 ， 这 样 可 以 向 学 生 提

供 极 具 价 值 的 反 馈 ， 帮 助 他 们 成 长 （ Ta y l o r,  2 0 1 4 ） 。

●  收 集 评 价 资 料 ， 因 为 收 集 的 资 料 能 够 反 映 学 生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的 每 一 个 变 化 ， 展 示

学 生 的 学 习 过 程 和 付 出 的 努 力 。

●  将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和 评 价 联 系 起 来 ， 因 为 如 果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仅 仅 作 为 一 项 可 以 选 择

而 非 必 须 完 成 以 接 受 评 价 的 作 业 ， 那 么 大 多 数 学 生 都 不 会 去 做 ( Ku h  et  a l . ,  2 0 0 5 ) 。

●  将 评 阅 其 他 同 伴 学 生 的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作 为 评 价 的 一 部 分 。例 如 ，可 以 创 建 一 个 讨 论

论 坛 ，学 生 可 以 在 这 里 对 其 他 同 学 的 电 子 学 习 档 案 发 表 有 用 且 充 满 鼓 励 的 评 论（ E n t w i st l e  

&  K a ra g i a n n o p o u l o u ，2 0 1 4 ）。通 过 同 伴 评 审 ，学 生 有 机 会 和 其 他 同 学 互 动 并 相 互 学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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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 工 智 能 支 持 的 混 合 式 学 习 和 评 价

9 . 1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模 式 中 人 工 智 能 的 潜 能  

人 工 智 能（ A I ）一 词 最 早 出 现 于 1 9 5 6 年 美 国 常 春 藤 盟 校 达 特 茅 斯 学 院 举 办 的 研 讨 会 ，

用 来 描 述 “ 打 造 智 能 机 器 、 特 别 是 智 能 计 算 机 程 序 的 科 学 和 工 程 技 术 ” （ M c C a r t h y  et  

a l . ,  2 0 0 6 ，P. 2 ）。如 今 ，人 工 智 能 涉 及 到 使 用 机 器 来 模 仿 和 执 行 人 类 大 脑 的 某 些 智 能 化 功 能 ，

并 且 发 展 出 了 相 关 的 理 论 和 技 术 （ G a o  &  G u o,  2 0 1 9 ）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旗 下 的 世 界 科

学 知 识 与 技 术 伦 理 委 员 会 （ CO M E ST,  2 0 1 9 ） 将 人 工 智 能 形 容 为 能 够 模 仿 人 类 智 能 中 特 定

功 能 的 机 器 ， 这 些 功 能 包 括 感 知 、 学 习 、 推 理 、 问 题 解 决 、 言 语 互 动 、 甚 至 创 造 性 的 工 作

（ CO M E ST,  2 0 1 9 ） 。 在 本 出 版 物 中 ， 可 将 人 工 智 能 定 义 为 一 种 设 计 出 来 以 人 类 的 能 力 与

世 界 进 行 互 动 的 计 算 机 系 统 （ Lu c k i n  et  a l . ,  2 0 1 6 ） 。

人 工 智 能 在 教 育 中 的 应 用 旨 在 实 现 两 大 目 标 。 其 一 ： 促 进 自 适 应 学 习 环 境 以 及 其

他 灵 活 、 包 容 、 个 性 化 、 富 有 吸 引 力 且 行 之 有 效 的 A I E D 工 具 的 开 发 （ Lu c k i n  et  a l . ,  

2 0 1 6 ） 。 其 二 ： 利 用 精 准 的 计 算 和 明 确 的 形 式 来 表 达 教 育 学 、 心 理 学 和 社 会 学 中 含 糊 不 清

的 知 识 （ S e l f,  1 9 9 8 ） ， 使 人 工 智 能 成 为 了 解 学 习 的 发 生 和 过 程 的 必 要 工 具 。

对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模 式 来 说 ， 人 工 智 能 可 以 在 支 持 个 性 化 学 习 、 提 供 适 切 的

教 学 服 务 ， 以 及 提 升 学 业 测 评 精 准 性 三 个 方 面 发 挥 作 用 。

●    支 持 个 性 化 学 习

智能辅助系统 / 教育机器人主要从三个方面支持个性化学习：一，获取学习行为数据，

并借助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为学习者提供适切的学习资源和路径。二，通过提供沉浸式

的虚拟学习环境，学习者可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参与到学习中。三，促进学习者认知水平

和情感状态的转变，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如智能教学系统通过模仿学习者的认

知和情感状态，将学习活动与认知需求和情感状态相匹配，保证学习过程中学生深度投入。

可 将 人 工 智 能 定 义 为 一 种 设 计 出 来 以 人 类 的 能 力 与 世 界 进 行 互 动 的 计 算 机

系 统 （ Lu c k i n  et  a l . ,  2 0 1 6 ） 。

术 语 1 5    人 工 智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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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供 适 切 的 教 学 服 务

在 远 程 教 育 师 生 时 空 分 离 的 环 境 中 ， 学 习 效 率 与 教 学 质 量 的 保 证 ， 必 须 要 有 相 适 应 的

学 习 支 持 服 务 系 统 。 同 时 学 习 支 持 服 务 系 统 也 是 学 生 取 得 良 好 学 业 表 现 的 重 要 保 障 。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通 过 分 析 来 自 计 算 机 、 穿 戴 设 备 、 摄 像 头 等 终 端 数 据 ， 能 够 跟 踪 学 习 者 和 教 学 者

的 行 为 ， 对 特 定 场 景 下 的 行 为 进 行 细 粒 度 分 析 ， 从 而 得 出 面 向 特 定 对 象 的 特 定 需 求 ， 再 借

助 自 适 应 学 习 支 持 系 统 将 匹 配 的 学 习 内 容 、 教 学 专 家 和 学 习 资 源 推 送 给 用 户 ， 来 实 现 提 供

适 切 的 教 学 服 务 的 功 能 。

●    提 升 学 业 测 评 精 准 性

学 习 分 析 技 术 为 搜 集 学 习 者 从 小 学 至 大 学 的 全 过 程 学 习 数 据 ， 运 用 多 类 分 析 方 法 和 数

据 模 型 解 释 与 预 测 学 习 者 的 学 习 表 现 提 供 了 新 的 解 决 途 径 ( Le e  et  a l . ,  2 0 1 6 ) ， 从 而 为 准

确 把 握 学 科 教 学 目 标 ， 调 整 教 学 策 略 ， 优 化 教 学 过 程 提 供 了 可 能 。 此 外 ， 利 用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还 能 捕 捉 学 生 的 情 感 状 态 和 生 理 行 为 数 据 ， 如 利 用 穿 戴 手 表 、 语 音 识 别 和 眼 球 追 踪 等 数

据 捕 获 设 备 ， 捕 捉 学 生 生 理 和 行 为 数 据 ， 获 取 学 生 的 情 感 状 态 和 学 习 注 意 力 数 据 ， 挖 掘 深

层 次 的 行 为 数 据 ， 提 高 学 业 测 评 的 精 准 性 。

根 据 本 文 所 述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教 学 模 式 ， 人 工 智 能 可 以 通 过 三 种 方 式 来 提

高 教 学 效 果 （ 见 图 9 . 1 ） 。

图 9 . 1  人 工 智 能 支 持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和 评 价

促 进 精 准 分 析
• 识别学习者特征 
• 分析学习者学业表现
• 推荐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

学习评价

明确学习目标
确定学习结果

目标的强烈约束条件

有利于目标实现

准备学习环境和工具

设计学习活动和资源

确定适当的传递方式

提供定制化的
学习支持与服务

约束
条件
分析

混合式教和学

预分析和课程
目标设定

加 强 个 性 化 学 习
• 提供探索性学习环境 
• 推荐适合的学习资源
• 监测学习活动过程
• 提供定制化的学习支持服务

提 供 自 动 评 估
• 收集学习过程数据
• 提供大规模自动化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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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  促 进 精 准 分 析

要 进 行 教 学 ， 首 先 要 对 学 习 者 进 行 分 析 。 了 解 学 习 者 的 先 验 知 识 、 年 龄 、 学 习 偏 好 等

特 征 ， 可 以 为 组 织 教 学 过 程 和 提 高 学 习 者 的 学 习 积 极 性 奠 定 坚 实 的 基 础 。 利 用 技 术 手 段 对

学 习 者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大 规 模 数 据 进 行 分 析 ， 有 助 于 全 面 了 解 学 习 者 的 学 习 特 征 ，

以 便 于 评 价 学 生 的 学 习 过 程 、 预 测 学 生 以 后 的 成 绩 ， 并 发 现 可 能 存 在 的 问 题 等 （ Wa n g  et  

a l . ， 2 0 1 8 ） 。 对 于 混 合 式 的 教 学 来 说 ， 学 习 者 的 信 息 技 术 能 力 和 现 有 知 识 水 平 上 的 差 异

可 能 会 影 响 其 教 学 效 果 。 因 此 ， 可 以 采 用 学 习 分 析 、 教 育 数 据 挖 掘 和 机 器 学 习 等 技 术 对 学

习 者 进 行 分 析 ， 辅 助 提 出 教 学 目 标 。

分 析 学 习 者 的 特 征 时 ， 可 以 通 过 收 集 与 学 习 者 特 征 相 关 的 数 据 、 采 用 学 习 者 建 模 技 术

来 进 行 分 析 。 与 学 习 者 特 征 相 关 的 数 据 包 括 在 线 学 习 行 为 数 据 、 学 习 表 现 、 学 习 风 格 、 认

知 特 征 、 学 习 动 机 等 方 面 。 在 学 习 内 容 分 析 方 面 ， 可 以 采 用 领 域 知 识 建 模 技 术 根 据 特 定 课

程 领 域 的 知 识 图 谱 自 动 识 别 相 关 内 容 ， 然 后 根 据 学 习 者 的 先 验 知 识 分 析 和 提 供 学 习 内 容 ，

帮 助 制 定 相 应 的 教 学 目 标 。

例 如 ， 柯 普 等 ( C o p e  &  K a l a n t z i s ,  2 0 1 6 ) 通 过 分 析 学 习 者 学 习 过 程 中 点 击 数 、 日 志

文 件 等 时 间 、 输 入 和 编 辑 历 史 记 录 等 轨 迹 数 据 ， 可 以 了 解 学 生 是 如 何 解 决 问 题 、 所 犯 的 错

误 和 所 做 的 修 改 ､ 对 概 念 的 误 解 ， 以 及 面 对 学 习 进 展 缓 慢 或 没 有 进 展 时 的 反 应 和 应 对 能 力

等 方 面 ｡ 再 如 ， “ S w i f t ” 是 印 度 在 线 学 习 服 务 机 构 S w i f t  e Lea r n i n g  S e r v i ce s 开 发 的 一

套 方 法 ， 可 以 使 教 育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利 用 在 线 学 习 模 块 中 生 成 的 数 据 。 从 学 习 者 互 动 中 收 集

而 来 的 数 据 可 以 提 供 宝 贵 洞 见 ， 帮 助 了 解 学 习 者 何 时 表 现 差 劲 或 优 异 以 及 背 后 的 原 因 。

有 时 也 指 一 种 数 据 挖 掘 方 法 ， 可 用 来 分 析 、 学 习 、 管 理 学 生 学 习 过 程 中

生 成 的 大 数 据 ， 为 教 师 和 学 校 管 理 人 员 提 供 相 关 信 息 ， 偶 尔 也 向 学 生 提 供 指

导 。 例 如 ， 有 的 学 习 分 析 工 具 可 以 预 测 哪 些 学 生 有 不 及 格 的 风 险 。 这 种 分 析

的 输 出 结 果 通 常 采 取 虚 拟 “ 仪 表 盘 ” 的 形 式 ( Ve r b e r t  et  a l . ,  2 0 1 3 ) ， 用 来 辅

助数据驱动的决策过程。

术 语 1 6    学 习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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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3  加 强 个 性 化 学 习

借 助 大 数 据 挖 掘 和 多 模 态 学 习 分 析 技 术 ，可 以 了 解 学 习 者 的 认 知 过 程（ 学 习 表 现 、测 试 、

考 试 ） 、 情 感 过 程 （ 情 感 分 析 ） 和 行 为 过 程 （ 点 击 流 数 据 ） 。 在 任 何 学 习 环 境 下 ， 采 用 这

种 方 式 得 到 的 即 时 学 习 分 析 反 馈 都 能 够 有 效 帮 助 进 行 个 性 化 学 习 ， 尤 其 是 在 数 千 名 学 习 者

一 起 上 课 的 大 型 开 放 式 网 络 课 程 中 或 者 是 在 其 他 大 型 在 线 学 习 环 境 下 。

对 于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来 说 ， 线 上 和 线 下 的 混 合 模 式 增 加 了 教 学 设 计 的 难 度 。

在 教 学 中 ， 除 了 要 考 虑 学 习 者 的 差 异 外 ， 还 要 考 虑 学 习 者 在 不 同 学 习 环 境 中 需 要 的 学 习 资

源 和 工 具 ， 以 及 学 习 者 可 以 参 与 的 学 习 活 动 和 他 们 需 要 的 学 习 支 持 服 务 。 而 这 个 问 题 可 以

利 用 大 数 据 、 学 习 分 析 、 虚 拟 现 实 / 增 强 现 实 和 自 适 应 技 术 等 手 段 ， 通 过 提 供 探 索 性 的 学

习 环 境 ， 推 荐 适 合 学 生 的 学 习 资 源 ， 监 测 学 习 活 动 的 过 程 ， 以 及 提 供 个 性 化 学 习 服 务 等 方

式 得 以 解 决 。

●  提 供 探 索 性 学 习 环 境

探 索 性 学 习 环 境 （ E L E ） 鼓 励 学 习 者 积 极 探 索 学 习 环 境 、 将 其 与 自 己 已 有 的 知 识 图 式

联 系 起 来 ， 从 而 构 建 起 自 身 的 知 识 体 系 。 要 提 供 沉 浸 式 的 学 习 体 验 ， 通 常 可 以 利 用 虚 拟 现

实 （ V R ） / 增 强 现 实 （ A R ） 技 术 。 虚 拟 现 实 可 以 让 用 户 身 临 其 境 地 感 受 各 种 各 样 真 实 或 虚

拟 的 环 境 ， 比 如 火 星 表 面 。 增 强 现 实 则 是 将 计 算 机 生 成 的 图 像 叠 加 到 用 户 看 到 的 真 实 场 景

上 （ 很 像 战 斗 机 飞 行 员 的 平 视 显 示 器 ） 。 在 探 索 性 学 习 环 境 中 ， 人 工 智 能 的 作 用 是 在 知 识

追 踪 和 机 器 学 习 的 基 础 上 ， 提 供 自 动 化 的 指 导 和 反 馈 ， 从 而 减 少 探 索 式 学 习 通 常 会 产 生 的

认 知 过 载 的 问 题 。 这 种 反 馈 可 以 消 除 各 种 误 解 ， 并 提 出 替 代 方 法 ， 从 而 在 学 生 学 习 时 提 供

支 持 （ M i a o  et  a l . ,  2 0 2 1 ） 。

●  推 荐 学 习 资 源

学 习 资 源 推 荐 不 是 为 了 预 测 或 迎 合 学 习 者 的 潜 在 行 为 ， 而 是 为 了 帮 助 学 习 者 在 相 应 的

学 习 过 程 中 以 一 种 合 理 的 方 式 找 到 符 合 他 们 个 性 化 需 求 的 学 习 资 源 ， 从 而 让 学 习 者 始 终 保

持 学 习 的 热 情 ， 并 且 帮 助 他 们 有 效 完 成 学 习 活 动 。 W u 等 人 （ 2 0 2 0 ） 根 据 学 习 者 的 特 征 ，

以 及 练 习 题 的 题 型 、 难 度 和 涵 盖 的 内 容 等 ， 向 学 习 者 推 荐 了 难 度 适 当 的 练 习 题 ， 从 而 激 发

起 学 习 者 对 学 习 的 兴 趣 。 如 今 ， 很 多 学 习 系 统 也 有 资 源 推 荐 功 能 ， 比 如 可 汗 学 院 、 E DX 、

松 鼠 A i 或 智 能 导 师 系 统 等 。

●  监 测 学 习 活 动

学 习 分 析 技 术 通 过 追 踪 学 生 的 情 绪 、 社 会 互 动 和 认 知 ， 实 现 学 习 活 动 的 监 测 ， 让 以 前

完 全 模 糊 的 自 主 学 习 过 程 变 得 清 晰 起 来 （ J ä r v e l ä  et  a l . ,  2 0 2 0 ） 。 就 拿 S m a r t S pa r ro w

系 统 来 说 ， 这 个 系 统 能 够 让 教 师 根 据 自 己 的 规 则 和 程 序 创 建 内 容 ， 之 后 再 结 合 数 据 分 析 ，

从 而 分 析 出 学 生 的 实 时 信 息 ， 让 教 师 了 解 到 学 生 的 学 习 表 现 。 该 系 统 可 以 根 据 回 答 错 误 的

问 题 分 析 出 学 习 者 尚 未 掌 握 的 知 识 点 ，并 反 馈 给 教 师 。然 后 ，教 师 可 以 提 供 相 应 的 学 习 支 持 。

S m a r t S pa r ro w 还 可 以 帮 助 教 师 实 时 分 析 学 习 者 的 知 识 水 平 。

美 国 高 考 测 试 研 究 集 团 （ ACT  Te st  Re s ea rc h  G ro u p ） 采 用 移 动 应 用 程 序

C o m pa n i o n 进 行 实 时 测 试 ， 对 学 生 的 学 习 进 度 和 结 果 进 行 及 时 分 析 与 反 馈 （ ACT N e 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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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4  提 供 自 动 化 评 估

人 工 智 能 也 有 望 孕 育 出 新 的 测 量 方 法 ， 比 如 自 适 应 测 量 和 持 续 测 量 等 （ Lu c k i n ,  

2 0 1 6 ） 。 目 前 ， 智 能 评 价 已 经 取 得 了 进 展 ， 主 要 表 现 在 学 生 能 力 和 知 识 水 平 评 价 、 人 格 和

智 力 健 康 评 价 以 及 教 学 过 程 评 价 这 三 个 方 面 （ Lu o  et  a l . ,  2 0 2 1 ） 。

在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中 ， 对 学 生 的 学 习 成 绩 进 行 评 价 流 程 可 以 概 括 为 ： ( 1 )  根

据 学 习 目 标 收 集 相 关 证 据 ； ( 2 )  分 析 和 阐 述 证 据 ； ( 3 ) 将 结 果 反 馈 给 学 生 ， 使 学 生 充 分 了 解

自 己 的 学 习 成 绩 。 如 果 利 用 数 据 挖 掘 技 术 收 集 学 习 过 程 中 涉 及 的 各 种 数 据 ， 则 人 工 智 能 可

以 起 到 很 大 的 作 用 。 其 中 的 数 据 主 要 包 括 结 构 化 数 据 （ 即 由 电 脑 预 测 和 捕 捉 到 的 数 据 ） 以

及 非 结 构 化 数 据 （ 即 数 据 废 气 ） 。 通 过 分 析 这 些 数 据 ， 可 以 大 规 模 地 全 面 了 解 学 生 的 学 习

表 现 。 比 如 说 ， 通 过 摄 像 头 、 录 音 机 、 智 能 手 表 和 腕 带 等 工 具 采 集 学 生 的 眼 部 运 动 、 面 部

表 情 、 身 体 姿 势 、 手 势 和 课 堂 发 言 等 方 面 的 数 据 ， 然 后 将 这 些 数 据 用 作 教 学 活 动 过 程 中 的

评 价 参 数 。 通 过 这 些 数 据 的 分 析 ， 可 以 评 价 学 生 的 互 动 情 况 ， 甚 至 是 情 感 状 态 ， 而 且 可 以

将 其 展 示 给 学 生 （ Yu a n  et  a l . ,  2 0 2 1 ） 。

例 如 ， E m b ra ce 系 统 利 用 动 态 跟 踪 数 据 ， 将 学 生 在 可 视 化 在 线 阅 读 理 解 任 务 中 的 表 现

形 成 反 馈 ， 即 时 反 馈 给 学 生 （ Wa l ke r  et  a l . ,  2 0 1 7 ） 。 A l j o h a n i 和 D a v i s （ 2 0 1 3 ） 利 用

手 机 的 数 字 仪 表 板 ， 让 学 生 获 得 测 试 结 果 ， 将 学 生 的 整 体 学 习 表 现 即 时 反 馈 给 学 生 ， 并 根

据 布 鲁 姆 分 类 法 评 价 学 生 的 认 知 表 现 。

很 多 教 学 型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侧 重 于 减 轻 教 师 的 教 学 负 担 ， 比 如 自 动 作 业 评 分 、 单 元 测 试

和 考 试 评 价 等 。 然 而 却 很 少 有 证 据 表 明 ， 基 于 人 工 智 能 的 学 习 分 析 以 及 大 数 据 改 善 了 学 习

结 果 。 因 此 ， 使 用 人 工 智 能 来 评 价 和 评 价 学 生 时 应 该 高 度 谨 慎 。 否 则 ， 不 仅 不 能 促 进 学 生

的 学 习 ， 反 而 会 带 来 很 多 负 面 影 响 。

2 0 2 0 ） 。 该 系 统 使 用 “ 动 态 认 知 诊 断 模 型 和 机 器 学 习 算 法 ” 分 析 测 试 结 果 和 学 习 资 源 的 使

用 情 况 ， 并 承 诺 可 以 通 过 亚 马 逊 的 A l e xa 和 苹 果 的 S i r i 等 工 具 融 入 学 生 的 日 常 生 活 ｡

●  提 供 定 制 化 的 学 习 支 持 和 服 务

在 混 合 式 学 习 过 程 中 ， 每 一 项 教 学 活 动 的 实 施 都 会 产 生 过 程 和 评 价 数 据 ， 有 助 于 提 高

下 一 步 教 学 的 效 果 。 有 了 这 些 数 据 ， 就 可 以 运 用 各 种 人 工 智 能 工 具 ， 对 动 态 自 适 应 学 习 过

程 提 供 定 制 化 支 持 。 随 着 新 开 展 的 评 价 测 试 数 量 和 规 模 不 断 增 长 ， 就 可 以 分 析 海 量 数 据 来

构 建 常 规 的 学 习 “ 轨 迹 ” 模 型 （ 专 家 系 统 ） ， 然 后 将 每 个 学 生 的 学 习 表 现 和 以 大 多 数 学 生

为 基 础 构 建 起 来 的 典 型 学 习 表 现 模 型 进 行 比 较 。 最 后 ， 可 以 通 过 支 架 式 教 学 或 形 成 性 评 价

干 预 的 形 式 ，在 学 生 解 决 问 题 的 过 程 中 适 当 地 给 予 实 时 反 馈 。例 如 ，智 能 导 师 系 统（ I TS ）

可 以 通 过 学 习 材 料 和 活 动 来 确 定 最 佳 路 径 ， 并 通 过 利 用 相 关 学 科 和 认 知 科 学 的 专 门 知 识 ，

确 定 每 个 学 生 出 现 错 误 或 取 得 成 功 的 原 因 。 智 能 个 人 助 理 将 根 据 学 生 个 人 的 兴 趣 和 目 标 ，

向 他 们 持 续 提 供 支 持 ， 帮 助 他 们 决 定 学 什 么 、 在 哪 里 学 ， 以 及 如 何 去 学 。 还 可 以 引 导 学 生

进 入 个 性 化 的 学 习 路 径 ， 从 而 帮 助 学 生 实 现 新 目 标 ， 并 将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和 学 习 成 绩 联 系

起 来 ， 同 时 鼓 励 学 生 反 思 和 修 订 其 长 期 的 学 习 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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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混合式学习实践案例

面 对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疫 情 ， “ 翻 转 课 堂 ” 在 线 教 学 成 为 了 上 海 师 生 的 出 路 。 2 0 2 0 年 3

月 2 日 ， 上 海 科 技 大 学 信 息 科 学 与 技 术 学 院 通 过 翻 转 课 堂 这 一 现 代 教 学 手 段 ， 将 线 下 录 播

课 程 与 线 上 实 时 互 动 相 结 合 ， 开 设 了 2 5 门 本 科 生 课 程 和 2 0 门 研 究 生 课 程 。 课 程 采 用 了 课

前 自 学 、 课 中 问 答 、 课 后 模 拟 训 练 等 多 种 教 学 方 式 。 这 种 新 颖 的 教 学 模 式 ， 激 发 了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和 深 入 思 考 的 能 力 。 此 外 ， 这 种 模 式 还 进 一 步 培 养 了 学 生 创 新 而 又 多 样 化 的 思 维 方

式 和 学 习 习 惯 ， 让 学 生 取 得 了 更 为 深 入 且 更 好 的 学 习 效 果 。

“ 翻 转 课 堂 ” 是 不 少 大 学 正 在 实 践 的 教 育 模 式 。 学 生 在 课 前 自 主 观 看 教 学 视 频 、 阅 读

教 材 ， 完 成 “ 大 课 ” 的 理 论 知 识 学 习 。 在 “ 小 课 ” 上 ， 教 师 通 过 组 织 大 量 课 堂 活 动 来 帮 助

学 生 消 化 、理 解 理 论 知 识 ，进 而 达 到 理 论 指 导 实 践 的 目 的 。因 此 ，这 是 一 种 学 生 主 导 课 堂 、

充 满 师 生 互 动 的 课 程 。

“ 即 时 定 位 与 地 图 构 建 ” 这 门 课 程 介 绍 了 使 智 能 移 动 设 备 能 够 在 给 定 环 境 中 跟 踪 其 自

身 位 置 所 需 的 技 术 和 算 法 。 任 课 教 授 劳 伦 特 · 克 尼 普 表 示 ， “ 在 线 教 学 这 个 突 然 的 转 变 给

教 师 和 学 生 都 带 来 了 新 的 挑 战 和 压 力 ， 但 也 要 看 到 在 线 教 学 的 优 势 。 ” 他 还 认 为 ， “ 学 生

可 以 通 过 重 播 和 暂 停 的 方 式 来 调 整 学 习 节 奏 。 而 我 也 有 机 会 停 下 来 去 听 一 听 自 己 录 制 的 视

频 ， 根 据 视 频 效 果 做 进 一 步 调 整 ， 为 学 生 能 有 更 好 的 听 课 体 验 而 不 断 努 力 ” 。

 2017 级研究生黄帅通过老师录制的视频提前学习课程内容；在在线课程中，则跟着教

授解决重点和难点部分。“当劳伦特教授通过共享屏幕画图时，我就像坐在黑板前一样。录

制 的 视 频、 在 线 课 程 和 笔 记 极 大 地 方 便 了 我 们 课 后 的 复 习 过 程”。黄 帅 说，“ 在 课 堂 学 习 中，

害羞的学生很难大声提出问题，尤其是坐在教室后面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方便地进

行在线交流，感觉就像有了一位家庭教师”。

在 新 冠 疫 情 期 间 ， 为 了 更 好 地 协 助 和 配 合 老 师 们 顺 利 开 展 教 学 活 动 ， 信 息 科 学 与 技 术

学 院 还 增 设 了 教 学 辅 导 员 。 他 们 会 协 助 各 位 教 授 提 前 录 制 课 程 、 记 录 学 生 的 出 勤 率 以 及 学

生 的 互 动 情 况 。 课 后 和 导 师 一 起 开 会 讨 论 后 续 课 程 的 开 展 和 录 制 。 在 线 讲 解 和 答 疑 也 会 录

制 下 来 ， 分 享 给 学 生 反 复 观 看 。

自 上 海 科 技 大 学 信 息 科 学 与 技 术 学 院 已 开 设 “ 翻 转 课 堂 ” 以 来 ， 教 师 在 上 课 前 不 断 优

化 课 程 内 容 ， 以 期 尽 早 发 现 问 题 并 加 以 改 进 ， 同 时 保 证 在 正 式 教 授 网 络 课 程 时 能 够 顺 利 开

展 教 学 。通 过 前 期 的 不 断 沟 通 和 调 整 ，学 生 们 逐 渐 适 应 了 这 种“ 自 学 - 反 思 - 互 动 - 反 馈 ”

的 教 学 新 模 式 。

（ 参 见 ： h tt p s : / / ba i j i a h a o. ba i d u .co m / s ? i d = 1 6 6 3 0 9 4 9 8 2 0 1 7 8 5 3 0 6 3 & w f r = s p i d e r & fo r = p c ）

案 例 1 ： 中 国 上 海 实 施 的 “ 翻 转 课 堂 ” 在 线 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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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例 背 景 及 主 要 问 题

崔 云 希 望 小 学 位 于 吉 林 省 白 山 市 红 土 崖 镇 ， 是 一 所 九 年 制 公 办 学 校 。 这 所 学 校 有 2 7

名 初 中 生 ， 其 中 有 8 人 在 读 初 三 。 在 该 校 初 三 第 一 次 模 拟 考 试 中 ， 学 生 的 成 绩 并 不 理 想 。

按 这 样 的 学 习 成 绩 来 说 ， 他 们 根 本 不 能 进 入 高 中 继 续 学 习 。

由 于 教 育 资 源 的 缺 乏 和 学 生 基 础 知 识 的 匮 乏 ， 对 该 校 的 学 生 来 说 ， 学 习 同 步 课 程 颇 为

困 难 。 每 个 学 生 的 弱 项 各 不 相 同 。 而 更 糟 糕 的 是 ， 他 们 的 老 师 没 有 足 够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为 每

位 学 生 进 行 个 性 化 辅 导 。

●    松 鼠 A i 的 解 决 方 案

松 鼠 A i 是 中 国 第 一 家 为 中 小 学 提 供 人 工 智 能 自 适 应 学 习 系 统 的 教 育 人 工 智 能 企 业 ， 可

以 根 据 学 生 的 学 习 情 况 和 特 点 ， 提 供 定 制 化 的 学 习 解 决 方 案 ， 整 合 到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 从 而

按 照 学 生 的 学 习 状 况 更 好 地 提 供 学 习 支 持 。

松 鼠 A i 的 智 能 自 适 应 教 学 平 台 基 于 大 数 据 、 人 工 智 能 算 法 、 智 能 自 适 应 学 习 引 擎 等 技

术 和 理 论 上 的 支 持 。解 决 方 案 采 用“ 因 材 施 教 ”的 理 念 ，涵 盖 课 前 、课 中 和 课 后 三 个 教 学 场 景 ，

服 务 于 教 师 、学 生 、家 长 、学 校 管 理 人 员 和 区 域 管 理 人 员 这 五 大 利 益 相 关 方 。通 过 多 维 度 、

全 方 位 的 智 能 教 育 解 决 方 案 ，  能 够 为“ 教 ”、“ 学 ”、“ 考 ”、“ 评 ”、“ 研 ”、“ 管 ” 这 六 大 板 块 提

供 支 持 。

松 鼠 A i 提 供 了 两 条 服 务 / 产 品 线 ， 填 补 知 识 点 学 习 以 及 课 程 的 同 步 测 试 、 评 价 与 实 践

的 漏 洞 。 第 一 款 产 品 主 要 是 填 补 以 往 年 级 知 识 点 上 的 漏 洞 ， 从 知 识 图 谱 的 个 性 化 踪 迹 开 始

入 手 ，让 学 生 能 够 从 一 开 始 就 发 现 自 己 知 识 上 的 薄 弱 环 节 。这 款 产 品 适 用 于 各 种 教 学 活 动 。

在 课 堂 上 ， 可 以 辅 助 教 师 进 行 教 学 、 监 测 学 生 的 学 习 ， 并 对 学 生 的 知 识 掌 握 情 况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 下 课 后 ， 学 生 在 该 平 台 上 自 行 复 习 课 程 内 容 。 第 二 款 产 品 ， 即 课 程 的 同 步 测 试 、 评

价 与 实 践 ， 以 K 1 2 同 步 课 程 为 基 础 ， 用 于 知 识 点 漏 洞 检 测 、 分 层 评 价 和 精 准 教 学 的 智 能 自

适 应 教 辅 产 品 。 该 产 品 的 一 大 特 色 在 于 对 知 识 点 的 细 化 拆 分 ， 通 过 绘 制 不 同 学 生 知 识 掌 握

情 况 的 知 识 图 谱 、 无 需 题 海 战 术 的 一 对 一 精 准 辅 导 ， 可 以 真 正 实 现 分 层 教 学 。

●    解 决 方 案 实 施 过 程

2 0 2 1 年 4 月 1 2 日 ， 应 崔 云 希 望 小 学 领 导 的 邀 请 ， 松 鼠 A i 的 老 师 来 到 该 学 校 ， 共 同

探 索 利 用 人 工 智 能 自 适 应 学 习 来 帮 助 学 生 学 习 的 可 能 性 。 那 时 ， 留 给 学 生 准 备 中 考 的 时 间

只 有 两 个 月 了 。 在 对 学 校 及 其 师 生 进 行 了 全 面 的 调 研 之 后 ， 松 鼠 A i 的 老 师 为 学 生 们 制 定

了 详 细 的 计 划 。 首 先 ， 通 过 知 识 诊 断 平 台 并 利 用 算 法 ， 快 速 发 现 了 学 生 的 知 识 薄 弱 点 ( 图

1 0 . 1 ) 。 依 据 每 周 的 学 习 数 据 ， 人 工 智 能 会 生 成 薄 弱 知 识 点 报 告 ， 帮 助 教 师 在 课 前 重 新 安 排

教 学 内 容 。 根 据 学 生 的 知 识 掌 握 情 况 ， 为 学 生 定 制 中 考 冲 刺 学 习 计 划 。 然 后 ， 学 习 平 台 凭

借 知 识 图 谱 、最 优 学 习 路 径 等 逻 辑 算 法 ，为 学 生 提 供 了 视 频 教 学 ，讲 授 学 生 尚 未 掌 握 的 知 识 。

学 生 使 用 松 鼠 A i 的 自 适 应 教 学 平 台 和 人 工 智 能 教 师 互 动 ， 进 行 自 主 学 习 ， 同 时 教 师 会 监 督

学 生 并 答 疑 。 通 过 这 种 方 法 ， 学 生 的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得 到 了 极 大 的 提 高 。

案 例 2 ： 松 鼠 A i 智 能 教 学 平 台 赋 能 公 立 学 校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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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0 . 1  测 试 分 析 —— 定 位 薄 弱 知 识 点

图 1 0 . 2  学 习 过 程 —— 数 据 检 测 ， 个 性 化 调 整

此 外 ， 系 统 还 为 每 位 学 生 提 供 了 个 性 化 的 学 习 内 容 （ 图 1 0 . 2 和 图 1 0 . 3 ） ， 解 决 了 教 师 无 法 兼 顾 不 同 水 平 学 生

的 问 题 ， 同 时 还 大 大 减 轻 了 教 师 的 负 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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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0 . 3  个 性 化 学 习 规 划

图 1 0 . 4  学 习 成 绩 提 升 效 果

通 过 将 人 工 智 能 支 持 的 学 习 和 传 统 的 教 师 面 对 面 教 学 结 合 起 来 ， 可 以 为 学 生 提 供 人 工 智 能 支 持 的 混 合 式 学 习 解

决 方 案 。上 述 方 法 试 行 结 束 后 ，崔 云 希 望 小 学 逐 步 为 学 生 开 设 了 数 学 、英 语 、语 文 、物 理 、化 学 等 科 目 的 自 适 应 课 程 。

松 鼠 A i 的 首 席 科 学 家 崔 炜 博 士 带 领 团 队 进 行 了 现 场 指 导 ， 并 根 据 学 生 的 学 习 报 告 和 学 习 结 果 ， 为 每 位 学 生 制 定 了 下

一 阶 段 的 学 习 计 划 。 与 此 同 时 ， 还 为 当 地 的 老 师 提 供 了 培 训 ， 教 会 他 们 如 何 使 用 该 系 统 来 监 督 课 堂 、 备 课 ， 以 及 分

析 学 生 的 学 习 数 据 报 告 。

●    效 果

经 过 一 个 月 的 学 习 ， 已 经 有 了 一 些 好 的 结 果 （ 图 1 0 . 4 ） 。 其 中 一 名 孙 姓 学 生 五 门 学 科 的 总 成 绩 从 2 4 2 . 5 分 提

高 到 3 5 1 分 ，增 加 了 近 1 1 0 分 。使 用 该 系 统 2 个 月 后 ，8 名 学 生 的 期 末 考 试 成 绩 均 有 显 著 提 高 ，平 均 增 加 了 5 1 . 6 9 分 。

进 步 最 大 的 同 学 提 高 了 8 2 . 7 5 分 。 这 八 名 学 生 中 有 两 名 成 功 考 入 了 白 山 市 的 重 点 高 中 。

这 种 人 工 智 能 赋 能 的 混 合 式 学 习 解 决 方 案 具 有 改 善 学 生 学 习 的 潜 力 ， 可 以 应 用 到 其 他 学 校 。 而 且 ， 使 用 该 解 决

方 案 推 广 个 性 化 学 习 的 成 本 相 对 较 低 ，可 以 用 于 解 决 偏 远 地 区 教 师 短 缺 的 问 题 ，在 促 进 教 育 公 平 的 同 时 确 保 社 会 公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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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结 论

在 技 术 应 用 、 疫 情 、 自 然 灾 害 、 主 导 性 的 教 育 理 念 等 多 种 因 素 的 影 响 下 ， 教 学 和 学 习

的 模 式 都 在 不 断 发 生 演 变 。 新 冠 疫 情 迅 速 加 剧 了 这 种 演 变 。 为 了 应 对 疫 情 期 间 新 出 现 的 各

种 挑 战 以 及 疫 情 结 束 后 形 成 的 新 常 态 ， 我 们 建 议 采 用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模 式 。 根 据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国 际 教 育 局 提 出 的 “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 倡 议 ， 本 报 告 全 面 阐 述

了 教 育 体 制 转 型 发 生 的 背 景 ， 以 促 进 人 们 对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的 认 识 。 各 教 育 部 门

中 计 划 实 施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政 策 制 定 者 们 可 以 参 考 本 文 提 出 的 框 架 ， 了 解 他 们 必 须 考 虑 到 的

各 个 方 面 。 本 报 告 还 介 绍 了 混 合 式 教 育 中 涉 及 的 主 要 利 益 相 关 方 及 其 发 挥 的 具 体 作 用 。 所

有 利 益 相 关 方 只 有 紧 密 合 作 ，才 能 确 保 混 合 式 教 育 的 成 功 实 施 。对 于 课 程 专 家 、教 育 顾 问 、

教 师 、 教 学 培 训 师 ， 本 文 还 系 统 地 对 如 何 实 施 混 合 式 教 学 、 学 习 与 评 价 作 了 明 确 指 导 ， 并

配 有 相 关 的 术 语 解 释 和 案 例 讲 解 。

科 技 对 教 育 的 影 响 不 断 深 入 ， 这 种 趋 势 在 未 来 将 继 续 发 展 ， 并 需 要 通 过 创 新 性 策 略 来

改 进 教 育 教 学 。相 信 混 合 式 教 育 将 成 为 支 撑 未 来 教 育 的 一 种 新 模 式 ，因 为 应 用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将 会 提 升 教 学 和 学 习 的 灵 活 度 与 便 捷 性 ， 拓 宽 学 习 机 会 并 使 之 普 及 开 来 ， 促 进

一 系 列 相 互 关 联 的 能 力 的 发 展 与 养 成 ， 增 强 学 习 策 略 的 多 样 性 ， 帮 助 教 育 工 作 者 有 效 地 领

导 和 管 理 新 生 代 的 教 育 并 为 之 负 责 ， 确 保 平 等 从 而 有 助 于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 等 等 。 混

合 式 教 育 、 学 习 与 评 价 所 支 持 的 教 育 策 略 有 助 于 重 新 定 义 教 育 工 作 者 与 学 生 之 间 的 关 系 ，

提 高 国 家 和 公 民 社 会 之 间 的 信 任 与 合 作 ， 增 加 知 识 产 生 、 流 通 和 传 播 的 机 会 ， 并 且 提 供 机

会 来 重 新 思 考 学 校 、 学 习 者 、 家 长 和 社 区 之 间 的 关 系 。 因 此 ， 应 当 对 这 种 模 式 加 以 清 晰 的

认 识 ， 进 行 适 当 的 改 造 ， 并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实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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