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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架视角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及其应用

杨晶晶，刘延飞，李　琪
（火箭军工程大学　基础部，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２５）

　　摘　要：对话框架是整合了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概念学习、合作学习等成果
而设计出的影响学生学习过程的四个循环，紧紧围绕学习发生的两个层面———概念学习和运用

概念的实践，构建学生的学习过程并形成教学活动步骤。以对话框架作为教学模式和行为设计

的基本原则，针对混合式教学的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以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法为主线，利用对
话框架中的四个循环和线条设计教学，组织学习过程，关注学习细节，提供学习支持，构建了

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选取高等教育工科院校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 “数字电

子技术”作为研究案例进行教学实施。从客观考试数据、满意度调查、竞赛参与及获奖调查三

个方面对案例实施效果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通过四个循环中教学活动的多次迭代有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提升了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为高等教育混合式教学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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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１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全力
抓好高校教育教学 “新基建”中提出，技术与教

育教学新的融合将引发一场新的学习革命，混合

式教学将成为未来高等教育的新常态。教师们都

在开展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例如，于歆杰解释

了高等教育热门词语：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和

混合式教学的区别，总结出教师实施混合式教学

需要处理好的六大关系［１］；李逢庆以掌握学习原

理、首要教学原理、深度学习理论、主动学习理

论等混合式教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 ＡＤＤＩＥ教学
设计模型［２］；金一等构建了基于混合式学习的分

层教学模式［３］；臧利林等进行了 “数字电子技术”

课程混合式教学方法研究［４］；赵嵬等构建了基于

蓝墨云班课的混合式教学行为模式［５］。混合式教

学实践面临的挑战就是让各种要素不只是物理上

“混搭”在一起 ，而是化学上 “融合”在一起，

通过设计 “教师指导、个人学习、团队学习”三

种类型的活动，整合 “信息获取—意义建构—知

识迁移”的过程，让学生 “学会学习”，具有主动

学习、自我反思提升的能力，获得整体性学习体

验。但上述研究大多从理论模型、教学资源、教

学方法等着手，较少从学生如何学习视角开展研

究。因此，研究者有必要以学生的内部学习过程

与机制为基础，围绕教学目标整合教学内容，设

计教学活动和评估任务，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

本研究以英国学习科学专家黛安娜·罗瑞兰

德提出的 “对话框架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作为教学模式和行为设计的基本原则，以智慧教

学工具———雨课堂为载体，围绕学习发生的两个

层面———概念学习和运用概念的实践，构建学生

的学习过程，形成教学活动步骤，探索出基于对

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以 “数字电子技术”

课程为例，开展教学实践，以期为高等教育混合

式教学模式的探索实践提供参考。

二、对话框架的理论基础

对话框架是罗瑞兰德整合了行为主义、认知

主义、建构主义、概念学习、合作学习等学习理

论和相关成果而设计的，包含有四个循环，代表

了影响学生学习的四个过程［６］，如图１所示。

图１　学习的对话框架

教师沟通循环 （Ｔｅａｃｈ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ｙｃｌｅ），
该循环体现的是教师在概念层面上如何影响学生

学习。教师通过讲授，向学生解释相应的概念，

引导学生分享认识、复述解释、提出质疑，教师

进一步回应学生的提问并进行点评反馈，帮助学

生掌握教学目标设定的概念和知识。

教师示范循环 （Ｔｅａｃｈ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Ｃｙｃｌｅ），该
循环体现的是教师在实践层面上如何影响学生学

习。教师根据知识概念本身，结合学生学习的情

况，设计并发布练习或实践任务，学生完成练习

或实践任务，教师针对学生的完成情况进行补充

讲解。

同伴沟通循环 （Ｐｅ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ｙｃｌｅ），
该循环体现的是同伴在知识层面上如何影响学生

学习。学生通过倾听同伴对知识的认识，促使产

生认同或质疑，再进一步向同伴解释探讨，促使

学生逐步生成对知识和概念更加清晰的认识。

同伴示范循环 （Ｐｅ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Ｃｙｃｌｅ），该循环
体现的是同伴在实践层面上如何影响学生学习。学

生在实践环境下向同伴展示自己的做法，观摩其他

同伴的做法，进一步借鉴同伴做法来调整自身行动。

本研究认为，对话框架之所以可以作为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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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学模式设计和行为设计的基本原则，有以下

三点理论基础：

（一）“一个依据”：学习科学

学习科学相关成果表明，有效学习的工具是

模型化—记忆—调用，即学习首先将大量碎片化

知识通过组合建立知识模型，通过内化吸收形成

属于自己的 “新”知识便于记忆，通过不同的学

习情景实现知识的调用与迁移［７］。

对话框架依据学习科学，从学习发生的两个

层面———概念学习 （所知）和运用概念实践 （所

行）出发，通过教师沟通循环和同伴沟通循环的

不断迭代，实现知识的模型化及记忆；通过教师

示范循环和同伴示范循环的不断迭代，实现知识

的调用迁移，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学生学习。

（二）“一个宗旨”：主动学习

认知科学相关成果表明，人的记忆分为感觉

记忆、工作记忆及长时记忆三种，而主动学习是

促进知识从工作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的最佳方式。

从戴尔提出的学习金字塔可以看出，基于听

讲、阅读、声音图片、示范演示等学习方式的学

习内容留存率低，称为被动学习；而基于讨论、

实践、教授给他人等学习方式的学习内容留存率

高，学习效果好，称为主动学习。以戴尔的学习

金字塔为工具来分析对话框架四个循环中开展的

学习活动，其分布如图２所示。不难发现，只有教
师沟通循环中的教师讲授和教师示范循环中的教

师示范这两个学习活动处于被动学习，其余学习

活动均处于主动学习。对话框架围绕着学生的学

习过程构建，使得学习活动更加主动化，有效提

高了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

图２　对话框架中的学习活动在学习金字塔中的分布图

（三）“一个生态”：学习共同体

所谓学习共同体生态，是指学习者和其他人

通过讨论、分享、协作等方式来共同完成一个真

实任务／问题，这种学习组织方式可以帮助学习者
从不同角度看待、理解问题，进而有效促进学习

者进行反思修正。

对话框架中的四个循环建立起教师与学生、

学生与同伴之间的沟通渠道。教师沟通循环和同

伴沟通循环围绕概念学习进行信息交流，通过讲

授、复述、提问、分享、质疑等方式实现了个性

认识的交流与共同知识的形成相统一。教师示范

循环和同伴示范循环围绕共同的问题任务进行信

息交流，通过示范练习、独立完成、小组合作、

分享讨论、反思调整等方式实现了个人活动与合

作性活动相统一，让教师、学生、同伴一起构建

共同的学习生态。

　　三、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构建

　　本研究针对对话框架中的四个循环，总结出
对话框架活动中需要设计的元素，如表１所示。

表１　映射到对话框架活动中的设计元素

对话框架活动的设计元素 循环

教师传授知识
ＴＣＣ１

（教师沟通循环１）

教师为学生提供表达观点和提问质疑

的机会及学习支持

ＴＣＣ２
（教师沟通循环２）

教师对学生的观点或者提问给予反馈

的机会

ＴＣＣ３
（教师沟通循环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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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对话框架活动的设计元素 循环

教师为学生营造动手实践的学习环境
ＴＭＣ１

（教师示范循环１）

教师针对性地对学生的实践提供指导

和建议

ＴＭＣ２
（教师示范循环２）

教师为学生提供与同伴交流、讨论的

机会

ＰＣＣ１
（同伴沟通循环１）

教师为学生与同伴表达观点提供学习

支持

ＰＣＣ２
（同伴沟通循环２）

教师为学生与同伴之间提供反馈的机

会及学习支持

ＰＣＣ３
（同伴沟通循环３）

教师为学生提供与同伴分享实践成果

的机会

ＰＭＣ１
（同伴示范循环１）

教师为学生提供观摩和学习同伴行动

的机会

ＰＭＣ２
（同伴示范循环２）

针对混合式教学的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

节，以学生的内部学习过程与机制为基础，以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法［８］为主线，以雨课堂作为智慧教学

实施平台，利用对话框架中的四个循环和线条设

计教学，组织学习过程，关注学习细节，提供学

习支持，构建了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如表２所示。

表２　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教学环节 教学流程 循环 学习活动设计

课前

导入
ＴＣＣ１

（教师沟通循环１）

教师发布导学单，

包括学习路径规

划、知 识 图 谱、

学习资源

目标
ＴＣＣ２

（教师沟通循环２）

教师发布可评测

的学习目标，师

生彼此认同学习

目标

前测
ＴＭＣ１

（教师示范循环１）

教师发布前测试

题，学生完成前

测试题，实现即

时反馈

课中
参与式

学习

ＴＣＣ３
（教师沟通循环３）

ＰＣＣ１
（同伴沟通循环１）

学生复述预习成

果，同伴提问质

疑，教师补充点

评 （费曼输出）

ＴＣＣ４
（教师沟通循环４）

教师 融 汇 精 讲，

学 生 学 习 思 考

（学习支架）

续表２

教学环节 教学流程 循环 学习活动设计

课中
参与式

学习

ＴＭＣ２
（教师示范循环２）

教师 发 布 任 务，

学 生 完 成 任 务

（主动思考）

ＰＭＣ１
（同伴示范循环１）

思 考—配 对—共

享 （主动学习）

ＴＭＣ３
（教师示范循环３）教师点评总结

课后

后测

ＴＭＣ４
（教师示范循环４）

ＰＭＣ２
（同伴示范循环２）

教师 发 布 任 务，

学生 独 立 思 考，

小组讨论，完成

任务 （目标达成）

总结

ＴＭＣ５
（教师示范循环５）

ＰＭＣ３
（同伴示范循环３）

教师发布总结任

务，学生梳理脉

络完成任务，小

组分享点评 （检

索提取）

（一）课前环节———呈现目标、自主预习、引

起关注

课前环节主要分为导学引导、目标呈现、刻

意练习。

导学引导：课前通过雨课堂发布问卷调查、

投票等方式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学习经验、

学习需求及期望，规划学习路径，明晰学习目标，

以及为了达到目标所经历的学习活动和评估任务；

绘制知识图谱，明确知识点之间的关联关系，实

现知识体系的可视化；设计学习资源，选取与本

门课程相关的典型生活实例、科研项目、竞赛试

题等内容，通过精心设计，作为课堂教学案例，

增加教学吸引力，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

目标呈现：根据学情分析确定教学起点，按

照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细化教学目标［９］，

发布可评测的学习目标，师生彼此认同。

刻意练习：开展刻意练习，精心挑选与学生

自主预习任务相关联的前测试题，检验学习成效，

形成及时反馈机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自我反思，

自行查漏补缺相关学习经验。

（二）课中环节———任务驱动、探究讨论、增

加自信

课中环节主要分为预习检验、融汇精讲、思

考—配对—共享三个部分。

预习检验：预习检验的过程实际上是费曼输

出，是最高效的学习方式。输出的过程就是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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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显性化的过程。鼓励学生复述课前学习到的

知识点，同伴在倾听的同时可以进行补充或者提

问，针对问题共同讨论，老师结合雨课堂平台提

供的预习数据及课上学生的表现进行纠错、点评、

补充讲解。

融汇精讲：教师需要基于最近发展区理论，

精讲课程内容，讲知识的来龙去脉，讲框架，讲

关系，讲案例的需求分析，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架，

让学生站在知识体系的主线上去看具体知识点，

结束时向学生发布思考题 （设计任务）。

思考—配对—共享：主动学习和合作学习理

论是最广为人知的主动学习方式之一。第一步思

考：学生在规定时限内独立完成思考题 （设计任

务），可以借助教材、在线学习资源等；第二步配

对：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相互分享成果，通过质疑、

讨论形成统一观点；第三步共享：每一小组分享

思考成果，实现观点的全班共享。教师对于过程

中学生出现的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点拨、适当的

支持和帮助，最后对于学生的表现给予评价反馈，

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

（三）课后环节———拓展提升、总结反思、获

取满意

课后环节主要分为拓展提升、总结反思两

部分。

拓展提升：雨课堂平台发布综合性较强的后

测题目 （客观题目／工程问题探究／ＤＩＹ实践），以
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及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提升

学生知识应用迁移能力，让学生在学习情境中去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总结反思：雨课堂平台发布思维导图总结任

务是知识检索提取的过程，以实现所学知识与学

习经验建立联系，从而形成知识群落，构成知识

体系，同时在雨课堂平台讨论区互动交流指导，

及时解决学习障碍，督促作业完成进度。

从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来看，三

个教学环节六个教学流程均以学习科学为基础，

从学生学习的视角出发，不仅注重师生互动，还

注重生生互动，为学生提供了表达观点、观摩学

习、同伴分享、动手实践的机会，实现了在观摩

中学习，在讨论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增强了

学生的参与度，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四、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

案例实践

（一）案例选择的适用性和理论基础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是高等教育工科院校必

须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横跨于基础

课和专业课程之间，为学生从事电子系统设计、

参加电子类学科竞赛打下坚实基础。我校 “数字

电子技术”课程被评为国家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

课程、陕西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在混合式教学

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基础。本研究在该课程中应用

了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通过试点

班和普通班进行对比实验，开展实证研究。

（二）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的实践过程

在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实施中，试点

班采用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而普通

班采用目前基础课程常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课

前线上预习—课中线下授课—课后线上复习”）。

两个班级的教学流程及对应的对话框架如图３、图
４所示。

图３　试点班与普通班教学流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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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试点班与普通班对话框架对比

　　传统混合式教学模式与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学习资源的提供
常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线上资源仅是围绕知

识点的相关视频、测试题，缺乏知识点与课堂内

容的联系，缺乏全局性、层次性；基于对话框架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从学情出发，确定教学目标，

设计教学案例，规划学习路径，线上资源不仅仅

有围绕知识点的相关视频、文档资源、测试题，

还包含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学习路径、教学案例

介绍、知识图谱，让学生明晰学习目标，以及为

达到目标要经历的一系列学习活动。知识点之间

的关联关系使得学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２学习活动的设计
常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化学生课前预习，以完

成线上任务为目标，课上认真听课完成随堂测试，

课后线上及时提交作业，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任

务；而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增加了学

生表达观点、提问质疑、围绕案例小组讨论、动

手实践等一系列主动学习活动，这也是学习金字

塔中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同时，从图４也可以看
出，学习活动大部分发生在教师示范循环和同伴

示范循环中，有效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的调用迁移，

顺应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

３同伴学习
从图４可以看出，普通班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

下的对话框架。从图中可以看出，学习仅发生在

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发布任务，学生被动完成

任务，学生与同伴之间并没有互动。而基于对话

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不仅有师生互动，还有生

生之间的频繁互动。根据社会建构理论，同伴学

习能够有效促进学习者的知识建构。聆听同伴对

知识的解释、观摩同伴的做法、与同伴提问讨论，

更有助于学生形成对知识清晰的认识［１０］。

很显然，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对

于学生课下的学习时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

学生课下学习时间紧任务重的现实，将教学流程

中的课前环节调整到上一次课的课中环节，如表３
所示，形成了试点班的教学流程变式，有效解决

了学生课下时间少、学习效果不理想的问题。从

试点班到试点班变式，不仅解决了学生课外时间

紧而带来的课前预习负担，还拉长了学习周期，让

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交流。但是，学生课前减少

的学习被前移到上一周的课上，挤占了课堂用于其

他活动的部分时间，需要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分

配学生课内外的学习投入，以达到最佳平衡点。

表３　教学流程对照表

　　时间
模式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课前 课中 课后 课前 课中 课后 课前 课中 课后

普通班 预习１ 授课１ 复习１ 预习２ 授课２ 复习２ 预习３ 授课３ 复习１

试点班
导入目标

前测１
参与式

学习１
后测

总结１
导入目标

前测１
参与式

学习２
后测

总结２
导入目标

前测３
参与式

学习３
后测

总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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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时间
模式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课前 课中 课后 课前 课中 课后 课前 课中 课后

试点班

变式

参与

式学

习１

导入

目标

前测２

后测

总结１

参与

式学

习２

导入

目标

前测３

后测

总结２

参与

式学

习３

导入

目标

前测４

后测

总结３

（三）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的实践效果

１客观考试数据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中试点班与普通班考试

成绩数据如表４所示。相较于普通班，试点班的平
均成绩、优秀率均有显著提升，不及格率试点班

为０。从考试成绩来看，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可以切实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２满意度调查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对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的评价，为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提供参

考，本研究利用问卷星对试点班学生进行匿名问

卷调查，共发放问卷３８份，收回问卷３８份，有效
率为１００％。

学生对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问

卷调查结果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出，针对 “是否

支持本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这一单选题，

９４７４％的学生对实施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
持 “支持”态度，不支持的仅占 ５２６％；针对
“本课程实施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否能提高自己

的自主学习能力”这一单选题，８１５６％的学生选
择能提升；针对 “本课程实施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对学习效果有没有提升”这一单选题，９４７４％的
学生认为有提升。可见，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认

可，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学生的

学习效果。

表４　试点班与普通班考试成绩对比

班级 平均成绩
优秀

（９０～１００）
良好

（８０～８９）
中等

（７０～７９）
及格

（６０～６９）
不及格

（＜６０）

试点班 ８４２６ １２５１％ ５１２９％ ３２５７％ ３６３％ ０

普通班 ７３５４ ６３２％ ４０６７％ ３１６９％ １３９４％ ７３８％

图５　试点班结课问卷调查

３竞赛参与及获奖调查
试点班学生全部参加学校 “数字电子技术”

课程设计作品展示大赛，获得一等奖４项、二等奖
６项、三等奖１０项。其中，有１５名学生当年参加
了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智能汽

车竞赛、全国机器人大赛，获得一等奖１项、二等
奖２项、三等奖４项。有２２名学生参加学校科技
创新竞赛，获得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
５项。这些成绩表明，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对于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工程实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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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结语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将其应用于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实

践，结果表明：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通过四个循环中教学活动的多次迭代，促使学生

在问中学 （思考质疑）、用中学 （学以致用）、动

中学 （动手实践）、思中学 （总结拓展），有效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提升了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本研究主要

着眼于流程设计，但是基于对话框架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实施效果还会受到教学资源的设计、学

习经验的激活、同伴学习的有效实施等因素的影

响，后续研究将聚焦这些因素，以构建更加完善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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