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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混合式教学中如何促进学习者的投入，实现学习者的知识建构，提高学习者问题

解决能力，成为了混合式教学 研 究 领 域 的 关 键。以 教 学 法－社 会 交 互－技 术 理 论 为 分 析 框 架，

构建基于教学法－社会交互－技术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分析其特征。通过一个学期的实验研

究，对学习者的问卷调查和数据 分 析 表 明：基 于 教 学 法－社 会 交 互－技 术 的 混 合 式 教 学 模 式 能

促进学习者的学习投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学生的满意度和接受度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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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７年新媒体联盟中国高等教育技术展望：地平线项目区域报告》中指出未来

将会更多应用混合式学习设计［１］。随着教育大数据、虚拟学习空间、移动互联、云计

算、下一代学习管理系统等信息技术的兴起与应用，技术支撑下的数据密集式教与学

已经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高度关注。因此，混合式教学是教育信息化２．０发展过程中

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混合式教学是促进未来高等教育教学变革的重要趋势之

一，虽然混合式教学已历经多年，但是混合式教学并没有发展成为各学科普遍采用的

模式，原因是学界对开展混合式教学能否有效提升学习者学习效果未能形成一致共

识。教师和学生是开展混合式教学的主体，他们的满意度将会影响学习绩效［２］，而混

合式教学满意度、学习投入度、学习效果是衡量混合式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重要因素，因此，在混合式教学研究中我们有必要予以回答。
混合式教学中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度是评价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关键，学习者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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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交流、讨论和获取资源对学生的混合式学习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混合式教学中学习

者的社交能力对于学生学习的自信和学习效果来说非常关键［３］。同时，混合式教学

也需要学习者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鉴于此，本文以教学法－社会交互－技术（简称：

ＰＳＴ）为理论基础，设计了基于教学法－社会交互－技术 的 混 合 式 教 学 模 式，并 开 展 混

合式教学实验，分析混合式教学效果，以期对高校开展混合式教学改革提出具有建设

性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在混合式教学相关研究成果中，都会论及其特征、结构与教学效果。纵观这些论

述，其研究视角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混合式教学基础问题探讨。李逢庆认

为混合式教学的理论基础是掌握学习理论、首要教学理论、深度学习理论和主动学习

理论［４］。第二、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指导。汤勃研究认为“互联网＋”混合式教学

模式是以“ＭＯＯＣ＋微课”在线平台、翻转课堂平台及实践教学平台三大平台构建的

“在线教学、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混合式教学模式［５］。田爱丽研究认为在富技术

环境下，借助学习管理平台，线上和线下结合，持续性地推进混合式教学［６］。第三、混
合式教学效果。王胜清以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北京大学开设的混合式课程为例，调查了混

合式课程基本情况和教学组织形式［７］。武法提等人研究认为“互联网＋”混合式学习

环境中的学习绩效是学习行为投入、认知投入、情感投入相互作用的集合［８］。学习行

为投入是学习情感投入与认知投入发生的基础，三者相互影响，合力引发适应性学习

行为或阻碍学习行为。学习行为投入揭示了学习者与学习环境的积极交互驱动学习

者的发展程度。Ｎａｔａｓａ　Ｈｏｉｃ－Ｂｏｚｉｃ等人研究认为通过使用适应性超媒体课件，通过

混合式教学能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动机［９］。尽管混合式教学是国内外高等教育教学改

革的趋势，但目前也有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混合式教学中学习者投入度不足，学习

者线上学习缺乏引导，线上学习缺少互动、完成率不高，线下课堂教学中缺少互动和

讨论，教学资源单一、学生学习自主性不强、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缺乏有机结合等主

要问题［１０］。综上，现有研究多是研究混合式教学的理论基础、教学设计与指导、教学

满意度、学习成绩等，鲜有研究混合式教学中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度、学习兴趣、问题解

决倾向、团队合作倾向等。鉴于混合式教学中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度、学习效果是评价

混合式教学的关键，因此，有必要综合考虑二者视角进行研究，以期对混合式教学作

出全面系统的评价。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ＰＳＴ理论模型是２００４年 Ｋｉｒｓｃｈｎｅｒ教授等人在Ｇａｒｒｉｓｏｎ等人构建的Ｃｏｍｍ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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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模型基础上提出来的，认为数字化的学习环境应将教育功能、社会交

互和技术支持进行有效整合，包括教学法、社会交互、技术三个维度［１１］。混合式教学

对教师、学生、教学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度、学习满意度、学习

效果是评价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关键，因此，对如何有效地开展混合式教学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而教学法体现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的融合，社会交互体现了教师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技术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学体验，教学法－社会交互－技术理论为

这一目的提供了可行的分析框架［１２］。ＰＳＴ理论不仅关注学习者的知识建构，还强调

教师与学生、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学习是通过社会协商、意义建构实现的，由此，
本文引入ＰＳＴ理论，从教学法、社会交互、技术三个维度来设计混合式教学活动、学

习资源、学习工具，关注学习者的需求，有利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二）混合式教学支撑环境

本研究采用的混合式教学支撑环境是在多媒体教室，借助学习通平台开展混合

式教学。教师可以上传学习资源到学习通平台，如视频、文本、图像等资料；也可以组

织开展异步讨论、提问、互评、签到、随机选人等活动。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材料，
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学习需求进行学习。基于学习通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支撑环境

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如完成签到、在线完成作业、在线参与讨论、在线

参与互动等。同时，学习通平台还可以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行为，通过学习行为数据分

析，帮助教师改进教学、设计教学活动。

　　（三）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设计

在混合式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应该是课程的设计者和组织者、讨论的发起者、社交

的支持者、技术的促进者和评价的设计者。而教学存在、认知存在、社会存在是混合

式教学设计的关键［１３］。因此，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设计既要提供适合学习 者 需

求和感兴趣的课程内容，又要增加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和互动。而学习动机、信息交

互是社会存在最重要的因素，学生需要和其他人交流。因此，教师应该创建支持和促

进学习者知识建构的环境。

１．教学法设计

混合式教学中的教学法设计是为了支持学习者能更好地实现学习目标，提高学

习自我效能感。混合式教学环境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在线学习机会，学习者可以在学

习通平台学习、交流、讨论。教学存在作为探究社区理论的一个关键要素，对于在线

学习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设计教学存在是为学习者在混合式教学中能轻松理

解课程学习目标。

２．社会交互设计

学习是一种社会实践，学习是具有社会性的，学习是知识建构的。学习的发生不

仅在个体之间，还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交互中产生。社会交互设计提供一个友

好的环境，学习者愿意与其他人交流。社会存在是探 究 社 区 理 论 的 另 一 个 要 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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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学习者在混合式教学平台上能进行社会交互，线下能开展小组讨论、课外考察等

社会性协作活动。

３．技术设计

在混合式教学中技术设计是为了保证学习者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不存在困难，确

保混合式学习环境是自由的、免费的，体现技术的易用性，混合式学习环境必须保证

学习者通过技术能轻松地与其他学习者交流。

　　（四）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在ＰＳＴ理论的支持下，混合式教学的实施过程得到了有效提升，即从关注学习

成绩到关注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和学习者的知识建构。因此，在ＰＳＴ理论的指导下，
本研究结合混合式教学的特点，设计了基于教学法－社会交互－技术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教学法－社会交互－技术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本研究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以混合式教学平台（学习通）为主要交

互媒体，以教师、助教、学生为参与主体，开展为期一学期的教学改革。以《教学媒体

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为内容载体，贯彻线上线下教学，该模式关注学生的学习投入度

和学习效果。根据教学法、社会交互、技术三个维度设计了教师活动和学生活动。教

师活动包括课前在平台上上传学习资源，提出问题，发布课堂教学目标；课堂上重难

点讲授，组织讨论；线上讨论，组织汇报，评价总结；课后在平台上与学生互动，讨论。
学生活动包括课前预习，感知课程平台环境，研读课前学习资源；课堂上共同参与，小
组讨论、协作、知识建构，汇报；课后在学习通平台上反思，讨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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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应用

为了验证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效果，本研究基于“教学媒体的理论与

实践”在线课程，设计了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将该模式应用于为期一学期的

课程教学。

　　（一）应用对象

本研究的应用对象是上饶师范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二年级的学生。研究者

作为任课教师，每个学生都有一部智能手机。课程开始前通过调查发现学生对混合

式教学了解的并不多，但非常感兴趣。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工具

本研究探究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中，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学习投入、学习

兴趣等能否得到有效地提高，参考了黄国桢的研究，编制了《混合式教学中学习者学

习投入度的调查》和《基于ＰＳＴ混合式教学效果的调查》两份问卷［１４］。量表采用李

克特五点计分法，各条目均采用正向计分，１＝“非常不同意”，２＝“不同意”，３＝“一

般”，４＝“同意”，５＝“非常同意”。

　　（三）教学时间

本研究从２０１７年９月开始在线课程设计，课程设计从四个方面出发。第一，人

性化，课程设计根据课程大纲和学生学习的需求及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发展的前沿。
第二，混合性，通过学习通平台开展混合式教学，实现线上线下随时交流和互动，适应

信息时代的大学生学习。第三，开放性，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资源的开放，学生可以

随时随地访问学习资源。第四，互动性，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中可以实现多元互

动，学生－学生、学 生－教 师、学 生－教 师－技 术 等 互 动。２０１７年９月 开 始 混 合 式 教 学，

２０１８年１月课程结 束。正 式 上 课 时 间 一 共１６周。其 中 理 论 课 程１２周，实 践 课 程

４周。

　　（四）应用结果分析

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应用，通过问卷调查、学习通平台上收集的数据分析，评价基

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有效性。评价维度包括满意度调查、学习投入度、学习

效果及平台数据分析等四个方面。

１．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满意度分析

在课程教学后期，学校教务处组织了教学满意度调查并进行了统计分析。调查

收回有效问卷３６份，其中非常满意度为９１．６％，满意度为８．４％，不满意度为０％。
说明学生对开展混合式教学具有很高的满意度，愿意积极参与混合式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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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学习投入度分析

学习者的混合式学习投入度主要包括三 个 方 面：认 知 投 入、行 为 投 入 及 情 感 投

入。认知投入是指学生在学习中策略应用情况，通常包括认知策略应用和自我监控。
情感投入是指学习者在混合式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学习行为投入是学习情

感投入和认知投入发生的基础。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可以很好地反映学习者的混合式

学习效果。为揭示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度情况，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数据统计

分析得出结果，如表１所示。可以看出，学习者的行为投入、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均大

于３，反映出学习者具有较好的学习投入。在行为投入方面，学习者愿意投入一定的

时间参与学习平台上的学习、讨论、交流、完成作业等行为。在认知投入方面，学习者

会经常通过学习通平台上的学习资料进行复习，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和建构。在情感

投入方面，学习者对混合式学习表示满意，也愿意在 平 台 里 面 交 流 和 讨 论。总 体 来

看，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中学习者学习投入度整体较高。
表１　混合式教学中学习者学习投入度的统计分析

Ｎ　 Ｍ　 ＳＤ
行为投入

你投入足够的时间进行混合式学习 ３６　 ３．３８　 ０．７９４
你每次在学习通课程平台中都能全神贯注地参与学习 ３６　 ３．３０　 ０．６１８
你每次都能高质量完成相关作业 ３６　 ３．３２　 ０．５８０
认知投入

混合式学习时，我会注重知识的理解和创造，而不仅仅是看资料 ３６　 ３．６２　 ０．６３９
　每次完成混合式学习，我都会 对 学 习 过 程 和 学 习 效 果 进 行 反 思，调
整学习策略 ３６　 ３．２４　 ０．６４２

　在学习新知识的 过 程 中，我 会 不 定 时 查 看 学 习 通 平 台 以 前 的 学 习
资料 ３６　 ３．４９　 ０．８３７

　我会通过类比、案例、实践等策略理解混合式学习中的重要概念 ３６　 ３．３５　 ０．７５３
情感投入

　不论混合式学习任务和作业的难易程度，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完成 ３６　 ３．５４　 ０．６９１

　我希望自己每一次参与混合式 学 习 都 能 给 其 他 学 习 同 伴 带 来 实 质
性的帮助 ３６　 ３．７６　 ０．６８３

在混合式学习过程中，我有较强的成就感 ３６　 ３．６５　 ０．６３３
在混合式学习过程中能感到愉快以及感受到自己对其他同伴的价值 ３６　 ３．６８　 ０．６２６

　　３．学生的学习效果

混合式教学效果问卷调查包括学习兴趣、问题解决倾向、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倾

向及团队合作倾向五个维度，通过前后测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如表２所示。对比

发现，后测均值均高于前测，可以看出，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问题解决倾向、创造力倾向、批判性思维倾向和团队合作倾向，其中问题解决倾

向前后测均值相差最大，因为在混合式教学过程中，我们多以问题的形式和项目的形

式开展教学与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习者的问题解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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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于教学法－社会交互－技术的混合式学习效果统计

学习效果问卷调查 测试 Ｎ　 Ｍ　 ＳＤ

学习兴趣
前测 ３６　 ３．６２　 ０．７４１
后测 ３６　 ３．９３　 ０．６５１

问题解决倾向
前测 ３６　 ３．４３　 ０．８８１
后测 ３６　 ３．９７　 ０．７６６

创造力倾向
前测 ３６　 ３．５１　 ０．８７４
后测 ３６　 ３．９１　 ０．８８４

批判性思维倾向
前测 ３６　 ３．２６　 ０．６７３
后测 ３６　 ３．６４　 ０．７９７

团队合作倾向
前测 ３６　 ３．３７　 ０．８６１
后测 ３６　 ３．５１　 ０．８７３

　　４．平台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混合式教学平台提供了多元统计功能，包括学生访问统计、课程学

习进度、学生讨论情况、视频观看情况及课堂活动等。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

释学生的学习行为。

图２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学生学习平台访问次数统计

如图２所示，我们以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９日和１１月２３日这两天的统计数据为例，结
果表明这两天的学生访问次数出现峰值，这两次峰值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借助混合式

教学平台在课堂上开展了一系列讨论、互动、观看视频及布置作业等活动。

５．学习成果

本课程通过开展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和以问题解决为主的自主学习活动来

促进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创造力的发展。课程开始后，学生自由组

队，形成８个小组，每个小组４－５位同学，开展头脑风暴、汇报、讨论、互动等活动，课

程总共开展讨论２７次，回复帖子６７２次。在本课程的学习活动中，学生不仅完成了

教学媒体的制作，还获得了２０１７年首届“ＩＴｅａｃｈ”全国大学生数字化教育创新应用大

赛二等奖１项，２０１７年全国大学生教育信息化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１项，２０１８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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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学生的问卷反馈和为期一学期实验班的数据分析得出，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本研究虽然涉及的范围较小，但是对混合

式教学改革有一定的启示，其结论如下：
第一，在教学法上，呈现出混合性、社会性等特征。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真实地呈现了线上和线下的教学过程，教师可以借助学习通平台的数据统计和分析，
掌握学习者线上的学习动态。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资源充足的混合

式学习环境，学习者与教师可以共建共享学习内容，既促进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和

创造力倾向，又促进学习者的社会交互。随着教与学的互动不断深入，学习者之间慢

慢形成了学习共同体，学习者能不断地知识建构，还可以获得默会知识。
第二，在社会交互上，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了课前、课中、课后的互

动，提升了师生互动的频次，学习通平台可以提供及时的互动和反馈，可以在学习者

与教师之间实现同步和异步的交流，线上和线下的互联，提高学习者的社会存在。基

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往往需要完成在线作业，在线作业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开放、自

由和发散思维的形成，让学习者在自主学习环境中进行研讨、互动，促进学习者知识

的社会交互。
第三，在技术上，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遵循技术的易用性和有用性特点，学习

者可以在学习通平台记录、反思、观看课程视频、获取学习资源，学习通平台可以记录

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同时也能提供学习者学习行为分析报告，可为教师作出学习干

预和教学决策提供参考。
第四，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改变了基于认知理论的课堂教学，融入了社会建

构主义学习理论，学习者不仅可以从个体层面进行知识建构，还可以实现群体知识建

构；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将多样的学习资源、交互协作的学习活动、信息化教

学工具等线上线下资源有机融合在一起，学习者自主学习并进行知识建构，也提高了

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
第五，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重构了教学过程和师生关系，课堂教学呈现

出开放、互动、共享、参与等特征，重构了课堂教学过程，改变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也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 教 师 对 混 合 式 教 学 的 认 识，促 进 了 教 师 信 息 技 术 应 用 能 力 的

提升。
第六，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了对线上教学过程的监控，提高了学习

者的教学存在、认知存在和社会存在。增加了基于教学过程的数据采集分析，使教学

评价更加客观、科学。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提高了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度、学生的

学习兴趣、学习效果。
虽然，基于ＰＳＴ的混合式教学达到了预期的学习目标，学生取得了较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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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面对面讨论时间把握不准，学生不能

持续学习在线学习资源，学生在线讨论不积极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可以考虑以下

对策：（１）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也可以在课后在线组织讨论；（２）
增强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通过在线学习平台行为记录及时给予学生反馈；（３）改变

评价方式，将在线学习、在线讨论纳入学习评价综合考核，并对在线学习、讨论积极的

学生给予鼓励。虽然基于个案的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实验情境不

同，受研究群体和客观环境的影响，其研究结果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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