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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MOOC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利用MOOC优质在线资源，结合传统课堂面授教学的优势开展混合式教学，是高等教育

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研究依据混合式教学理论，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准实验对基于MOOC的

混合式教学效果进行量化分析与研究；依据RASE教学模型，设计混合式教学效果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并使用多元回归分析对

混合式教学效果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学习资源、学习活动和基于MOOC的学习支持等影响因素对混合

式教学效果的解释力或预测力正相关且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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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MOOC, how to use high-quality MOOC resources and combine the ad⁃
vantages of traditional face-to-face teaching to carry out blended teaching is a subject faced by higher education workers. Based
on the blended teaching theory and the author’s blended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The quasi-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o condu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blended teaching effect based on
MOOC. Based on the RASE teaching model, a questionnaire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blended teaching effectwas design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lended teaching effect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by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fluential factors such as learning resources,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MOOC-based learning support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n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xplanatory or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blended teaching effect.
Key words: MOOC；blendedteaching；influential factors

一、引言

自2008年MOOC出现以后，MOOC的快速发展

对高校教师和学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高校

传统课堂教学带来了巨大变革和挑战，也为混合

式学习提供了新的机遇。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及爱好选择合适的在线课程进行学习，教师

可以根据教学需求，选择适合的MOOC在线课程进

行混合式教学，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学生

有效学习。

王春晖等以C语言公共课为例，将MOOC教学

模式与传统课堂相结合，开展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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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探索。通过基于 MOOC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课程建设，发挥平台与自动化工具辅助作用，解

决传统教学中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学习资源不

足等问题［1］。杨颖等以“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为

例，详细讨论了引进MOOC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实施

过程，针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体验和学习效

果进行分析，发现这种新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有

助于提升教学效果［2］。孙雨生等采用文献分析、

网络使用体验法，系统分析了高校基于MOOC教学

模式的构建基础、总体架构、实质内涵等，初步构

建了基于MOOC的高校普适性教学模式［3］。牟占

生等以 Coursera 平台为依托，将课堂教学与

MOOC课程学习相结合，设计了基于MOOC的混合式

学习模式，并在教学中应用［4］。

国内学者对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效果采

用准实验研究的成果较少，主要以实证分析为

主，缺乏量化分析。本文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提出基于MOOC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采用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

计，重点设计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活动以及实

施混合式教学的方法。以笔者的混合式教学实

践为基础，采用准实验研究方法对混合式教学效

果进行评价，并对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探寻适合高校教学实践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因此，

需要在借鉴已有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通过不断

的实验总结经验去探寻适合高校课堂教学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

二、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一）混合式教学

在2003年12月举行的第七届全球华人计算

机教育应用大会上，何克抗教授提出了混合式学

习的概念。何教授认为：“所谓的混合式学习，是

将传统的学习方法的优势和E-Learning的优势

结合起来。既发挥教师在指导、激励和监督教学

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又充分反应学生作为学习过

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将两者

结合起来，使两者相辅相成，才能获得最佳的学

习效果。”[5] 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将传统课堂教学

的优势和在线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既能体现学

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能够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特点是强调学生的学习主

体地位，学生利用网络环境进行自主学习和协作

学习以完成课程任务，教师通过线上辅导和线下

交流反馈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并创设情境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完成教学任务。

（二）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如图1所示。根据混合

式教学理论，并结合笔者的混合式教学实践，将

本研究中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归纳为如图2所示。

课前准备

教师

课堂教学活动 课后总结

学生

图1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1

小组讨论学生2

教师

观看视频

集中答疑

单元测试

完成

在线练习

课堂答疑活动

综合测试
否

图2 混合式教学模式

如图1所示，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一种以

老师为中心、书本为中心和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该模式的特点是教师单向灌输、学生被动接

受，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学生作为认知主体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被忽视，甚至被压抑。

如图2所示，本研究中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由

四个环节构成。第一，布置学习任务，并让学生

通过观看基于MOOC的微视频来学习新知识，在观

看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小组进行讨论交流；第

二，教师对学生通过观看MOOC视频后难以理解和

把握的重难点知识进行集中答疑；第三，学生以

分组讨论的形式对单元测验题目进行作答。如

果完成率低于预期目标，则让学生再次观看基于

MOOC的在线视频；如果学生完成率达到预期目

标，则让学生进入“在线练习”环节。第四，课堂

答疑活动环节，师生通过讨论交流对新知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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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每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完成以后，对学生进

行综合评价。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点

是突出的，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体现学

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

学习，从而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有效学习。

三、研究设计及数据分析

（一）研究设计

1.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准实验研究

（1）进行准实验分组

为了对正常教学秩序不产生影响，选择笔者

所承担的陕西学前师范学院2015级学前教育（科

学）本科班《现代教育技术》课程的教学班级A班

（42人）作为对照组，B班（41人）作为实验组。A班

（对照组）和B班（实验组）的教学内容、教师和教

学时长（90分钟）均一致。准实验开展之前，通过

设计测试题目对学生的初始水平进行前测，并对

前测成绩数据做独立样本T检验，以确保对照组

和实验组学生的初始水平无显著差异。准实验的

后测数据以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为依据。

（2）开展准实验研究

A班（对照组）按照传统方法进行面授教学，B

班（实验组）开展准实验研究。在准实验开展之

前，通过前测了解A班（对照组）和B班（实验组）

对教育技术知识的掌握情况，并对准实验研究的

目的、作用及意义对学生进行详细解释和说明，

以激发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兴趣，从而为准实验

的顺利开展做好前期准备。依据学生的学习水

平、学习风格、学习特征等特点将B班（实验组）学

生进行分组，每组学生人数控制在4-6人。混合

式教学过程中，在线学习发挥了现代教学技术的

优势，课堂答疑活动又能发挥传统课堂的优势，

将传统和现代两种教学方式进行了有效的深度

融合。在实验过程中，实验组选取MOOC平台上陕

西师范大学傅钢善教授主讲的《现代教育技术》

课程视频进行混合式教学。混合式课堂教学时

间为90分钟，观看视频的个数依据教学内容来确

定，观看视频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集中答疑

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小组讨论时间控制在20

分钟以内，在线练习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实

验中设计单元测试的目的是及时了解学生对新

知识的掌握情况，并以此为依据调整课堂教学进

度，从而促进学生对新知识进行深度理解和加

工，形成有效学习。在准实验开展的过程中，要

通过有效措施减少其他干扰变量对A班（对照组）

混合式教学产生的影响。

（3）对学生前后测成绩数据做组间差异性分析

由于本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样本较小、而且成

绩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因此可利用SPSS 21.0的

T检验对两组学生的前后测成绩进行组间差异性

分析。在做T检验之前对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

验，如果两个样本方差的差异未超过统计学所规

定的范围，即两样本的方差齐性，直接采用均数

显著性差异检验。如果两样本的方差不齐，选用

均值比较的校正公式进行处理[6]15-25。

2.混合式教学效果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既

有教师自身方面的因素，即综合素质、课程设计

及课堂面授等；也有学生方面的因素，即学习动

机、学习习惯、学习状态及学习效果。对混合式

教学效果影响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提高大学课堂

混合式教学效果。通过借鉴解筱杉在论文《高校

混合式教学质量影响因素分析》中所编制的《高

校混合式教学质量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结合本

研究中的混合式教学实践，设计并编制《基于

MOOC的混合式教学效果影响因素调查问卷》[7]。

对B班（实验组）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41份，回收有效问卷3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5%，

并用SPSS 21.0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

析，以了解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

（二）数据分析

1.混合式教学效果分析

（1）前测成绩对比分析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数据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如表1所示。在方差齐性检验中，F=0.000，

p（sig）=0.985＞0.05，说明两样本方差齐性。因

此，T检验结果为：T=-0.261，p值（双侧）=0.795＞

0.05，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自主学习效果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由表 2得知，对照组均值 MA1=

76.71，实验组均值 MB1=77.12；对照组标准差

SD A1=7.151，实验组标准差SDB1=7.100。可以看

出：实验组成绩均值和对照组成绩均值相差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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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未呈现出明显差异，对照组和实验组数据波

动较小，满足准实验研究的基本条件。

表1 实验组和对照组前测成绩T检验

前测成绩

方差的Levene检验

F

.000

Sig.

.985

均值T检验

T

-.261

df

81

Sig.(双侧)

.795

表2 实验组和对照组前测成绩均值、标准差

前测成绩

对照组

实验组

均值M

76.71

77.12

标准差SD

7.151

7.100

（2）后测成绩对比分析

在本研究中，笔者选取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作

为后测成绩依据。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后测数据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方差齐性检

验中，F=0.141，p（sig）=0.708＞0.05，说明两样

本方差齐性。因此T检验结果为：T=-4.311，p值

（双侧）=0.000＜0.05，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自

主学习效果存在显著性差异。由表4得知，对照

组均值MA2=82.43，实验组均值MB2=88.27；对照组

标准差SDA2=6.117，实验组标准差SDB2=6.225。可

以看出，对照组和实验组数据波动较小，成绩均

值差异显著。

表3 实验组和对照组后测成绩T检验

后测成绩

方差的Levene检验

F

.141

Sig.

.708

均值T检验

T

-4.311

df

81

Sig.(双侧)

.000

表4 实验组和对照组前测成绩均值、标准差

后测成绩

对照组

实验组

均值M

82.43

88.27

标准差SD

6.117

6.225

2.混合式教学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如图3所示，本研究中的因变量Y为学习成

绩，依据RASE教学模型（the RASE pedagogical

model）将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自变量X）

归纳为学习资源、学习活动、学习支持三个方

面[8]。学习资源包括基于MOOC的微视频、课件及

拓展学习资源、教材、案例和网络资源；学习活动

包括在线学习、小组讨论、单元测试和师生交互；

学习支持服务包括MOOC在线学习平台。混合式

教学效果评价依据学习成绩（因变量Y）来分析。

研究问卷主要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从学习资

源、学习活动、学习支持三个维度分析混合式教

学效果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集体访谈

的方式，了解学生对于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效

果、学习资源及学习活动等方面的情况，以佐证

问卷调查研究结论。

·基于MOOC的微视频
·教材
·案例
·网络资源

·在线学习
·小组讨论
·单元测试
·师生交互
·生生交互

·在线学习平台
（MOOC） ·学习成绩

学习资源 学习活动

教学评价学习支持

图3 混合式教学效果影响因素

根据表5可以看出表中3个自变量X1，X3，X5的

P值均远远小于0.05，故回归系数显著，说明自变

量X（学习资源、学习活动和学习支持）对因变量Y

（学习成绩）的解释力或预测力正相关且影响显

著。调整R方为0.637，表示自变量（学习资源、学

习活动和学习支持）共同解释因变量（学习成绩）

63.7%的变异量。

表5 混合式教学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一览表

自变量

X1(学习资源1)

X2(学习资源2)

X3 (学习活动1)

X4(学习活动2)

X5(基于MOOC的学

习支持)

B

1.077

1.324

-1.682

1.286

2.056

T

2.057

1.815

-2.735

1.598

2.740

Sig

0.048*

0.079

0.010*

0.120

0.010*

调整R方

0.637

注：* P＜0.05，** P＜0.01

下面对混合式教学效果影响因素即学习资

源、学习活动和基于MOOC的学习支持做具体分析。

（1）学习资源

如表6数据所示，各项总体平均值为3.39（SD=

1.336），呈现出较强的积极趋势。项目1得分较高，

说明混合式教学资源选择比较合理，能够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也可以充分发挥混合式教学的优势。

项目2得分较高，说明混合式教学课程设置具有较

高的灵活性。在课程形式上主要是基于MOOC的视

频教学资源，还有课件和不断拓展的学习资源，内容

上既有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有案例分析等。在访谈

中发现，基于MOOC的微视频的质量及时长都会影响

混合式教学效果。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学习资源的

选择影响混合式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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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学习资源调查量表（五级量表1-5）

序号

1

2

总体

具体项目

混合式教学资源选择合理

课程设置具有灵活性

平均值

3.49

3.28

3.39

标准偏差

1.374

1.297

1.336

（2）学习活动

教师个人的教学能力、态度及方法等综合素

质将对混合式教学效果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9]。

混合式教学与一般传统教学不同，教师需要对课

堂上的知识传授和互动答疑进行合理安排。如

表7所示，项目1得分较低，说明混合式教学组织

具有条理性，教师能够有效地整合基于MOOC的在

线学习、课堂答疑和课后在线互动等活动。课堂

交流互动不够深入，教师在鼓励、引导学生参与

互动、合作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其原因在于笔

者是初次接触并尝试采用混合式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对混合式教学缺乏深入思考和研究，需要

进步一学习教学理论和教学设计等理论知识，将

混合式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表7 学习活动调查量表（五级量表1-5）

序号

1

2

总体

具体项目

没有将基于MOOC的在线学习、课堂答疑和课后在线互动进行合理有效的整合

习惯于传统的课堂面授教学，不适合混合式教学方式

平均值

2.41

2.49

2.45

标准偏差

1.292

1.335

1.314

如表7所示，项目 2 的得分偏低，说明只有

少数学生习惯于传统的课堂面授教学，不适合混

合式教学方式。其原因是该部分学生不能轻易

改变已有的学习习惯，学习主动性和自主学习能

力相对较差，导致混合式教学效果不佳。

在混合式教学中，学生通过在有限的课堂时

间内在线观看MOOC视频获得更多知识，这就要求

学生必须提高他们的主动学习能力[10]。在访谈

中，学生普遍反映他们喜欢混合式教学这种新的

学习方式，也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配合老师完

成对混合式教学的探索。但在特定的课堂教学

过程中，由于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的变化，以及

课堂互动活动的设计不够合理，会对混合式教学

效果会产生一定影响。

（3）基于MOOC的学习支持

根据表8可知，基于MOOC的学习支持为混合

式教学的开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混合式教

学中，通过课堂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学生对课

程内容的理解更加深入，有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项目得分偏高，说

明多数学生对其教学效果比较满意，认为其教学

交互性较强，能够实现教与学信息的双向传递。

借助基于MOOC的在线互动活动，师生及同伴之间

表8 学习支持调查量表（五级量表1-5）

具体项目

对混合式教学效果不满意，认为其教
学交互性不强，缺乏教与学信息的双
向传递

平均值

3.36

标准偏差

1.267

可以进行匿名评价互动活动，可以更好地提高学

习效果，作为课堂教学活动有效补充。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混合式教学效果

相比传统课堂面授教学，混合式教学效果是

显著的。混合式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学

生通过主动建构获得了新知识，更能激发他们的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学习效果也比传统课堂教学

显著，可以在大学课堂教学中逐步推广。在准实

验的开展过程中，尽量去控制其它干扰因素对实

验的影响，但准实验不可能完全排除干扰因素的

影响。比如，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是相同专业，

学生在课后的交流互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实验

结果产生影响。

2.混合式教学效果影响因素

（1）学习资源的选择影响学习成绩

基于MOOC的微视频的质量、时长会影响学生

学习成绩。所以，选择微视频要以学生的学习特

征、学习风格和学习水平为依据，MOOC平台的课

件、案例及拓展学习资源要与课堂教学内容紧密

联系。这样才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

动性，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提升混合式教学

效果。

（2）合理安排学习活动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

教师个人的教学能力、态度及方法等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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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影响学生学习兴趣。因此，教师要有效地整合

在线学习、课堂答疑和课后在线互动等活动。学

生对混合式教学的参与程度会影响学习成绩，教

师要合理引导并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混合式教学，

学生要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运用信息技术的能

力，以适应混合式教学的要求。

（3）基于MOOC的学习支持可以提高学生的学

习成绩

基于MOOC的在线互动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成绩。学习支持服务能够有效地促进混合式教

学过程中交互式活动效率的提高。通过基于

MOOC的师生及同伴之间的匿名评价活动，为学生

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提供学习支持，并有力促进学

生主动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

（二）研究建议

1.基于师生实际需求，探索混合式教学实施

的有效策略

对教师而言，依据教学设计相关理论，既要

做好混合式教学设计，也要做好教学设计和课堂

面授之间的合理过渡、有效衔接，探索混合式教

学开展的实施策略。对学生而言，要不断提高信

息素养，加强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为混合式教学的开展做好准备。

2.利用 MOOC 在线学习平台，提供学习支

持服务

中国大学慕课（MOOC）在线学习平台的课程类

型和数量越来越多，为混合式教学的开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学生不仅可以利用该平台的视频

课程进行混合式学习，也可以利用该平台在师生

及同伴之间进行匿名评价活动，可以更好地提高

学习效果，作为课堂教学活动有效补充。对于教

师而言，中国大学慕课（MOOC）平台提供了大量的

微视频，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需求，选择

适合课程教学的微视频开展混合式教学。

3.建立并完善混合式教学评价制度

依据混合式教学情况，建立并完善教学评价

制度。对教师在混合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及时反馈和评价，以促进其提高混合式教学水

平[11]。充分利用好MOOC平台的在线评价功能，及

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让学生第一时间调

整学习进度。教学评价是对混合式教学效果进

行调控的有效措施。对混合式教学效果进行及

时评价和反馈，既可以帮助教师调整教学活动，

也可以帮助学生对学习结果进行自我评价和反

思，从而改善学习过程，改进混合式教学效果，从

而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如何将传统课堂面授教学和MOOC的高质量

在线教学资源的优势结合起来开展混合式教学，

是高等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挑战。混

合式教学的实施，既要有优质的在线学习资源，

也需要在课堂中开展高质量的线下课堂答疑活

动，实现师生面对面交流。学生以分组协作的方

式汇报学习成果，教师进行点评和答疑解惑，充

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实现深度学习

并形成新的认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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