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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大学英语教学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构建了混合式大学英
语教学模式，并试图发现该模式能否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通过对６４名被试为期一学年的混
合式教学实践结果的测量发现：教学模式与多媒体课堂教学模式相比，更有利于提高学习者

的学业成绩、增强学习者对于教学的满意度。最后分析了其原因并提出了改进混合式教学的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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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大量数字移动

设备的普及应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

大数据时代。《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指出：各高校

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鼓励教师实施基于课堂和

在线网上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１］。大数据无疑

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教育空间，但

同时也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时代挑战。在此背景下，

混合式学习或教学的概念应运而生。该模式将在

线学习和课堂面授相结合，理论上可以形成优势

互补而逐渐被关注，但该模式应用于实际教学且

对其教学应用效果的研究鲜有报告。

本文拟构建大数据背景下混合式大学英语教

学模式，并进行实验研究和分析影响混合式教学

的原因，据此提出改进对策，以期为提高大学英

语教学质量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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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混合式教学模式定义

混合学习被视为教育研究最重要的进展之

一［２］。专家学者对 “混合学习”的论述见仁见智，

其中ＣｕｒｔｉｓＪ．Ｂｏｎｋ的阐释已为学界所普遍接纳。
他认为混合学习是面对面教学和计算机辅助在线

学习相结合的一种学习方式［３］。但是该定义由于

较为宽泛，同语言学习的联系还不够紧密。相比

较而言，ＬｅａｋｅｙａｎｄＲａｎｃｈｏｕｘ的解释对语言学习的
指导意义更强。他们把混合学习定义为利用不同

的媒介与信息传递方式，有机整合 ＣＡＬＬ和非
ＣＡＬＬ教学，以满足语言学习的语境需求［４］。本研

究认为混合式教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基于学习者的

需要、选取适合学习者风格、并能取得最佳效果

的教学方式。混合式教学的优势在于师生角色双

主化、教学手段先进化、学习方式多样化、交流

反馈及时化。混合式教学体现了不同学习理论和

学习方式在不同学习环境下互为补充，反映了人

们对学习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入。

（二）混合式教学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理论和人本主义理论为混合式教学

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构主义理论

创始人皮亚杰 （Ｐｉａｇｅｔ）认为，学习过程是个体依
据经验主动建构新知识，并把新知识纳入到已知

框架［５］。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混合式大学英语教

学，利用在线学习资源与互动资源创设情境，帮

助学生对学习进行主动探索、发现与建构，与建

构主义理论不谋而合。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代表人物罗杰斯 （Ｒｏｇｅｒｓ）
重视创设和谐融洽的教学人际关系和构建积极的

成长环境，以开发学生的潜能和激发起其认知与

情感［６］。混合式教学模式强调学生主体意识、多

种媒体、多种学习方法的优化使用，并力图克服

完全在线学习造成的学生感到迷茫、效率低下的

弊端，与人本主义理论异曲同工。

三、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建构

ＪｏｓｈＢｅｒｓｉｎ认为，混合学习过程主要包含四个
基本环节：识别与定义学习需求、制定学习计划

和测量策略、确定开发或购买学习内容、执行计

划，跟踪过程并对结果进行测量［７］。余胜泉等认

为网络环境下混合式教与学主要有建构性学习环

境设计、课堂教学、在线教学和发展性教学评价

等四个主要环节［８］。吴东醒提出的具体教学设计

步骤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前期分析、设计、实

施和评估［９］。

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大数据背景

下 “大学英语”课程的特点，研究者提出了混合

式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如图１所示。该模式有四部
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前期分析阶段，主要对学习

者、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学习环境进行分析，

是进行混合式教学的前提；第二部分为构建学习

环境，包括硬件设施建设、平台开发、设计学习

资源、学习活动和学习策略等，是混合式教学的

基础；第三部分为实施阶段，“教师主导、学生主

体”面对面教学和 “教师指导、学生主体”在线

学习深度融合，是整个教学模式的核心；第四部

分是评价阶段，主要通过基于档案袋和课程考核

实施发展性评价，是对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反馈。

图１　大数据背景下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框架

四、实验过程

（一）研究问题

为验证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效果，我

们进行了为期一学年的实验，试图回答两个问题：

一是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否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学

业成绩？二是学习者对混合式教学的满意程度

怎样？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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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北方某高校中文、教育专业大

一两个自然教学班，共计１２７人。教育专业的学生
（６４人）使用 Ｕｎｉｐｕｓ教学平台辅助实施混合式教
学，我们指定其为实验班；中文专业的学生 （６３
人）限于条件所限，仅开展多媒体课堂教学，我

们确定其为对照班。两个班级授课时数都是每周４
学时，对照班所有学时都是课堂面授教学，实验

班２学时课堂面授教学，２学时线上学习。两班学
生在组成上无显著差异，任课教师相同，教学内

容一致。被试均未被告知实验目的，以免学生有

意识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对实验结果造成偏差。

（三）混合式教学实践

实验班按照本研究构建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

学模式 （图１）进行教学。
第一步：前期分析。被试为大一新生，所学

教材为外研社出版的 《新视野大学英语》 （第三

版）。被试学习目的为应对关于大学英语的各种考

核和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第二步：构建学习环境。被试所在高校购买

了外研社开发的Ｕｎｉｐｕｓ高校外语数字化教学平台，
为实施混合式教学提供了技术支撑与保障。大学

英语教学团队还开发、整合了一些优质教学资源，

引入云计算技术丰富了校园数字化教学平台。研

究开始前，教师就教学平台使用和混合式学习策

略对被试作了指导。

第三步：面对面教学与在线学习深度融合。

课上教师讲解教材重难点，帮助学生建构知识体

系；组织学生课堂讨论，培养创造性和批判性思

维；课后学生借助在线资源查缺补漏，巩固深化

课堂所学；开展个性化学习，满足所需。教师在

线答疑解惑，负责指导、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

第四步：发展性评价。借助在线平台，师生

共同完成档案袋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档案袋评价

包括课程学习、讨论交流和作业完成等体现学生

发展变化的记录与分析，占评价比重４０％；终结
性评价包括专项测试、阶段性和期末考试等反映

学习效果的反馈，占评价比重６０％。
（四）研究工具

１．大学英语四级试题
为了保证考试的信度和效度，研究分别采用

了２０１５年６月和２０１６年６月份全国大学英语四级
考试真题对所有被试进行了前测和后测。

２．问卷调查量表
问卷编制过程中，研究者严格遵循问卷设计

的原则与程序：参考相关文献、收集与筛选变量、

咨询专家、小范围测试、检验信度、效度和修改

完善。问卷第一部分为参与者个人信息，第二部

分是学习者对混合式教学的满意程度，包含学习

兴趣、自主学习、学习效果３个一级指标，１２个
二级指标。问卷的回答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形式，
从 “１”（非常不同意）到 “５” （非常同意），所
有问卷均要求以匿名的方式提交。

问卷编制完成后，运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对于量表题
项区分度和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各题项与其所

属维度的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表
明本问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内部一致性检验效

果显示，本量表的信度α＝０８１３２，大于０７０，说
明本问卷的信度较高，符合统计学的要求。

３．访谈
为了能交叉验证被试对问卷调查中部分问题

的作答，弄清答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研究者随

机选取了１０名参加问卷调查的学生进行访谈。
４．数据收集与分析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实验班实施了基于

Ｕｎｉｐｕｓ高校外语教学平台的混合式教学。实验结
束时，研究者利用问卷星对被试进行了调查。为

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研究者给每位完成问卷

的同学发放红包 １个。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答卷
６０份，研究者对采集到的数据使用社会数据统计
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了描述和推断分析。

五、实验结果

（一）学业成绩比较

实验开始前，研究者对于实验班和对照班的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的平均分和标准差作了描

述性统计。表１显示，对照班的平均分是３５１６８，
比实验班平均分３４９５６高２１７。经独立样本 Ｔ检
验，发现两个班的成绩没有显著差异 （Ｔ＝０２６９，
Ｐ＝０９３０＞００５），基本位于同一层次水平，具有
可比性。

混合式教学实验结束后，实验班和对照班都

参加了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研究者对两个班

的成绩平均分和标准差再次进行描述性统计，实

验班平均分为 ４０２０６，对照班平均分是 ３７５０２，
两组分数相差为２７０４。经独立样本 Ｔ检验 （Ｔ＝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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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０８，Ｐ＝００２１＜００５），表明成绩在００５水
平差异显著。

表１　实验班和对照班实验前后独立样本Ｔ检验

测试 班级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Ｔ值
Ｓｉｇ（差

异性）

实验前
对照班 ６３ ３５１．６８ ４３．２２７

实验班 ６４ ３４９．５６ ４５．６５１
０．２６９ ０．９３０

实验后
对照班 ６３ ３７５．０２ ４８．９３４

实验班 ６４ ４０２．０６ ６２．６７０
－２．７０８０．０２１

　　注：表示显著水平为５％，即ｐ＜０．０５

（二）学习者对混合式教学的满意度情况

对教学方法满意度较高的学生往往会迸发巨

大的学习热情，积极主动地去完成学习目标，因

此学生的满意度常常被视为评估某种教学方法是

否有效的重要指标。为了解学习者对混合式教学

的态度，研究者对被试从学习兴趣、自主学习和

学习效果三个维度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表２所
示。调查数据显示，所调查各项平均分均超过了

３５分，因此可判断实验班学习者对混合式教学满
意度较高。

表２　实验班受试对混合式教学满意度情况

一级

指标

题目

序号
二级指标 人数 平均分 标准误 标准差

学习

兴趣

５
混合式教学中我经常利用校园数字化教学平台资源

了解外国文化
６０ ４．１１６７ ０．１５２４１ １．１９４５０

７
混合式教学中我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参与各种学习

活动
６０ ３．７８３３ ０．１５２３７ １．１８０２３

９
混合式教学中我经常自己选择学习内容，按照自己的

兴趣学习
６０ ３．９５００ ０．１５４８２ １．１９９２２

１２
混合式教学中我能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增强了成

功感
６０ ３．８１６７ ０．１６０３２ １．２４１８１

自主

学习

１
混合式教学中我可以根据自己的英语水平确立学习

目标
６０ ３．５１６７ ０．１６３８０ １．２６８８１

６
混合式教学中我能自己选择学习方式，自己计划安排

学习
６０ ３．７１６７ ０．１６３１１ １．２６３４６

１０
混合式教学中在线平台能记录我的学习情况，我可以

自我管理
６０ ３．６３３３ ０．１６１１５ １．２４８２８

３
混合式教学中借助在线平台我可以评价自己，也能更

好地得到老师同学的评价
６０ ３．８５００ ０．１５９１４ １．２３２６８

学习

效果

４
混合式教学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在线资源，有助于提高

我的阅读能力
６０ ３．６６６７ ０．１５８８６ １．２３０５０

８
混合式教学提供了大量的学习软件和真实的语境，有

助于提高我的听说能力
６０ ４．１１６７ ０．１４６８４ １．１３７４５

１１
混合式教学中我能反复修改自己的作文，并能及时得

到反馈，有助于提高我的写作能力
６０ ３．８８３３ １．５９６１ １．２３６３４

２
混合式教学提供了大量的翻译技巧和实践训练，有助

于提高我的翻译能力
６０ ３．５５００ ０．１６３６９ １．２６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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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讨论与启示

（一）混合式教学提高了学业成绩

部分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混合式教学可以提

高学业成绩［１０－１１］。结合访谈，研究者分析了原因。

首先，混合式学习环境为英语学习提供了良好

的外部支持。混合式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合理利

用外研社 Ｕｎｉｐｕｓ平台学习的同时，也围绕教学目
标、学习内容学生的特点，重新设计和开发了多个

学习专题和学习活动，整合了大量的优质资源置于

校园数字化学习平台。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实际

和兴趣自由地选择学习内容，大大增强了学习的动

机。学生除了在课堂上面对面的知识建构和交流

外，还可以在线重新学习、拓展所学，建构自己的知

识体系。混合式教学中，英语学习不再是一个呆板

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自我调整，自我欣赏，自我检

验提高的过程。

为了积极构建混合式教学环境，学校作为教育

活动的主要场所，应积极配置相应的大学英语课程

数字化教学设备，保证硬件设备的数量和质量；引

进各种优质资源，不断完善校园数字化体系建设，

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需要。作为教育教

学活动的主导，大学英语教师应通力合作，开发建

设校园外语数字化学习平台。除此之外，教师要充

分利用在线手段拓展教育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如利

用Ｂｌｏｇ、ＱＱ、微信等交际软件布置学习任务，及时答
疑，鼓励学生加入微信公众号，以多方获取学习

资源。

其次，混合式教学通过线上线下学习融合，提

高了学习效率。本研究提出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不

是简单的在线学习与面对面学习方式的混合，而是

学习要素的高度整合：包括基于行为主义理论的教

师主导和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学生主体的混合，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的混合，基于数字化学习

平台和传统纸质资源的混合。混合式教学汲取了

课堂教学和在线学习的优点，激发了学生的主动

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线上线下学习深度融合关键在于教师平时扎

实的教学。课前，教师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的

小众需求，设置有差别性的任务，及时进行个性化

指导。课堂中，教师应尽量运用大数据创设真实的

语境，搭建必要的“脚手架”，帮助同学们在“用中

学”。课上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要注重鼓励学

生对成果进行分享、探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后，教师指导学生利用在线资源和学习软件随时

进行复习巩固，完成有创意的应用型任务。提高批

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二）混合式教学增强了学习者满意度

部分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混合式教学能够激

发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增强学习效果，

从而增强对教学的满意度［１２－１３］。结合访谈，研究者

分析了原因。

访谈中，实验班学生表示更喜欢混合式教学模

式。混合式教学运用了内容丰富、时代性强的材

料，教师更容易组织各种学习活动，激发学习者的

直接兴趣。学习者能够借助在线平台按照自己的

水平学习，获得更多的成功感，引发学习的间接兴

趣。其次，由于在线学习方式灵活，资源获取便捷，

学习者在教师导引下能够根据个人实际制定学习

目标和计划。在线平台的记录学习过程和评价功

能，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自我管理和评价。因

此，混合式教学极大地推动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发展。再者，混合式教学为听说读写译创设了真实

的实践语境，能帮助学生加深对语言的理解，灵活、

得体地使用语言。线上线下师生创意共享的教学

方式，也有助于激发学习者的求知欲，增强学习者

运用语言交流的动力和能力，提升学习效果。

访谈中，研究者同时获悉一部分学生在线学习

时，由于网上诱惑太多难以集中精力，无法迅速找

到需要的信息等。教师作为教学的组织者，应指导

学生筛选在线资源，减少盲目性；或是通过专题讲

座、培训、课堂教学，引导学生分析、加工和创新在

线资源。同时，混合式教学由于设计难度大、实施

困难多，对教师实施教学的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学校应针对现状，在混合式教学观念、课程利

用与开发技能、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等方面，对教

师进行全方位的校本培训。培训应理论与实践结

合，注重向教师展示各种混合式教学的个案和实

例，为教师发展提供可借鉴参考的范式。

（三）研究的局限性

首先，自变量控制不够严格。对照班囿于条

件，无法接触到实验班所有学习材料，造成两个班

资料利用方面有所差异，可能会影响学业成绩比较

结果。其次，实验样本范围较小。由于教学时间与

课程设置的限制，本研究选取的被试数量还较为有

限，且在同一所高校，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

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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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大数据背景下，大学英语开展混合式教学是应

对时代变革的必然选择。本研究构建了混合式大

学英语教学模式，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促进

混合式教学的对策。鉴于本研究存在的不足，未来

同类研究应该进一步优化混合教学模式，尽可能扩

大实践样本和研究范围，实施更严格的教学实验研

究，以增强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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