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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兼具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诸多优势，已成为新冠疫

情防控阶段高校教学的新常态。以四门工商管理类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为研究对象，总

结课程建设与运行过程中的经验，同时通过对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了诸多问题。针对课

程建设、课程运行及课程思政推进三个方面提出了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中应注重线

上资源质量与知识体系的完整性，通过见面课设计突出本门课程的风格。线上线下混合

式课程运行中，应多措并举对课程学习进行监督与支持；改进互动平台机制以促进信息与

知识的双向沟通；改进课程评价机制以提高成绩的区分度；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形成课程思

政案例库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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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教 育 部 高 教 司 吴

岩司长在全国高教处长会暨高等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会 工 作 会 议 中 指 出：抗 击 疫 情 以

来，各地各高校组织开展大规模在线教学，

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交出了一份

有温度、有 技 术 的 答 卷。疫 情 期 间 的 线 上

教学，让高校 教 师 或 主 动 或 被 动 地 接 触 了

线上教学及 线 上 课 程，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认 识

到线上课程 的 优 势［１］，也 引 发 了 高 校 教 师

的教学反思，在 新 冠 疫 情 防 控 常 态 化 背 景

下，高等教育应利用 这 场“学 习 革 命”来 推

动教学的“质量革 命”：师 生 之 间 知 识 的 传

递应从单声 道 转 变 为 双 声 道；教 学 过 程 应

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但

是，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施行完全的线上学

习，既不现 实 也 不 科 学。混 合 式 教 学 则 得

到国内外教 育 领 域 的 高 度 认 可，因 为 它 可

以利用在线平台和网络资源灵活自由安排

授课方式［２］，学 生 可 以 按 照 时 间 节 点 灵 活

安排线上学 习，并 在 线 下 课 堂 讲 授 中 听 取

教师对于重 点 知 识 的 讲 授，这 样 的 教 学 模

式改变了课堂教学内容的安排和时间的分

配，师生角色发生改变，明确了学生在教学

生动中的 主 体 地 位［３］。可 以 说，依 托 慕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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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展的混合式教学方法是对传统课堂

教学方法 的 一 场 革 命［４］。为 此，国 家 层 面

倡导现代信 息 技 术 与 教 育 教 学 整 合 创 新，
教育部也鼓励推进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５］。疫情防 控 两 年 多 来，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课程在国内高校开展已成为常态。但是

混合式课程开展成效怎样，课程实施、课程

建设以及课 程 内 容 设 计 如 何，存 在 哪 些 有

待改进的方面，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２０２０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 导 纲 要》，２０２１年 开 展 了 课 程 思

政示范项目 的 建 设 工 作，课 程 思 政 建 设 在

学校课程 建 设 中 逐 渐 成 为 共 识。但 是，如

何在紧凑的 教 学 时 间 内，既 能 完 成 课 程 的

教学又能高 质 量 地 融 入 思 政 元 素，实 现 两

者同向同行，是 当 下 高 等 学 校 课 程 设 计 应

注重的方 面。混 合 式 教 学 的 出 现，在 一 定

程度上打破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者存

在的时间冲 突，正 因 为 其 自 身 的 灵 活 性 和

时间自由度，学 生 可 以 通 过 线 上 学 习 把 握

整体知识，线下重点提出疑问，教师有针对

性地开展 思 政 教 育。但 是，课 程 思 政 教 育

如何更好融入课程设计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仍有待深入探索。

　　二、文献回顾

（一）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教 学 相 关 概 念

和理论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作为一种新型的

教学方式，与 单 纯 的 线 下 授 课 或 线 上 学 习

有所不同的 是，该 方 式 较 为 合 理 地 把 传 统

线下课程与 新 型 互 联 网 线 上 课 堂 相 结 合，
结合了 真 实 的 教 学 环 境 和 虚 拟 的 网 络 环

境，师生间的互动方式灵活性有所增强，不
再只禁锢于 传 统 的 教 学 场 所；学 生 的 自 主

学习能力有 所 提 高，其 主 体 地 位 得 到 了 更

好的体现；教 师 教 学 更 加 具 有 针 对 性 和 多

样性。
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提出的建构

主义理论认 为，学 习 不 仅 是 学 生 机 械 式 记

忆和教师填 鸭 式 灌 输，而 是 学 生 借 助 教 师

或同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资料，在一定社

会文化背景下，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进行。
建构主 义 主 张 围 绕 关 键 概 念 建 构 知 识 体

系，对学生学习初期进行引导，进行探究式

学习以 及 师 生、同 学 间 的 合 作 式 学 习［６］。
维果斯基提 出 的 活 动 理 论 认 为，学 习 活 动

是一个系统，由 作 为 学 习 活 动 的 主 体 即 学

生个体或小 组、学 习 活 动 的 客 体 即 教 学 目

标、学习活动的共同体即老师或同伴组成。
共同体在学 习 过 程 中 具 有 重 要 作 用，或 为

引导，或为参与，不断影响学习的主体［７］。
混合式 教 学 作 为 一 种 新 型 的 教 学 方

式，学生通过 线 上 学 习 对 整 体 知 识 进 行 把

握，教师以线下教学的方式，围绕重点知识

概念进行讲 解，引 导 学 生 对 课 程 进 行 深 入

学习，以小组学习方式，师生共同合作探究

解决疑难。基 于 此，皮 亚 杰 的 建 构 主 义 理

论和维果斯基的活动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肯

定了混合 式 教 学 的 合 理 性。同 时，在 教 学

过程中，应充 分 发 挥 学 生 的 能 动 性 和 主 体

性，并应强调 学 习 情 境 的 创 设 以 激 发 学 生

的学习兴趣。
（二）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教 学 实 践 相 关

研究

开展线上 线 下 混 合 式 课 程 的 前 提，是

以慕课 为 代 表 的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资 源 的 普

及。慕课具有 大 规 模、开 放 性、自 主 性、个

性化等优势，但也存在学习者完成率不高、
缺乏师生互 动、不 适 用 于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等

短板，采取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教 学 则 是 保 留

线上课程优势并克服其不足的可行的教学

改革模式［８］。将信息技术与传统课堂深度

融合形成的 混 合 式 课 程，使 课 堂 教 学 从 知

识的师 生 间 传 递 功 能 向 注 重 课 堂 学 习 成

效、课堂交 互 性 和 学 习 的 灵 活 性 转 变。教

师也从教育资源提供者角色向学生学习引

导者、支持者角色转变［９］。
既然混合式教学将成为高校教学模式

的新常态，其 教 学 模 式 设 计 与 教 学 效 果 评

估应成为混合式教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已

有学者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具体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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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面 展 开 研 究，刘 徽（２０２０）以 Ｒａｓｃｈ
模型分析了 混 合 式 教 学 在 教 学 目 标、教 学

评价、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等 方

面存在的设 计 难 点，并 提 出 设 计 者 应 具 有

逆向思维，教 学 设 计 要 贯 穿 到 教 学 的 全 过

程并在 教 与 学 之 间 搭 建 支 架［１０］。马 晓 雷

（２０２１）提出 应 从 知 识 点 目 标 体 系、学 习 资

源体系、教学活动体系、监控评测体系四个

维 度 构 建 混 合 式 教 学 生 态［１１］。邢 晓 旭

（２０２１）将传统实验教学法与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法进 行 了 教 学 效 果 的 比 较，提 出 混

合式教学中学生的成绩均有提高，９５％的

学生表现为 满 意 或 较 为 满 意，混 合 式 教 学

能够更 好 地 帮 助 学 生 理 解 和 记 忆 理 论 知

识［１２］。混合式教学中，学生的受益度 是 重

要的 评 估 指 标，孟 亚 茹（２０２１）对 于 学 生

受益度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提 出 线 上 资

源与课堂资源、对线上学习规则 的 遵 守 与

对课堂学习规则的遵守，以及学 生 个 体 的

学 习 动 机 等 因 素 对 学 生 的 整 体 受 益 度 均

产生正向影响，同时线上教学与 线 下 教 学

的衔 接 性 也 是 学 生 受 益 度 的 重 要 影 响

因素［１３］。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具体实践过程

中仍然面临 一 定 挑 战，包 括 在 课 程 建 设 和

运行，教师实际教学以及学生学习等方面。
潘秋静等（２０２０）提出应根据大学的类型不

同，混合式教学的课程建设应有所不同，研
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线上和线下的主次

应有所侧重；教师注重调整自己角色、协调

教与学之间 的 关 系、科 学 融 合 传 统 课 堂 与

新型课堂［１４］。Ｂｏｅｌｅｎｓ等（２０１７）在其研究

中，明确了混合式教学所面临的挑战，其中

包括了混合式教学如何去促进学生的学习

过程 以 及 如 何 更 好 地 营 造 学 习 氛 围［１５］。
郑静（２０１８）以 问 卷 调 查 的 方 式，提 出 教 师

围绕为学生 创 造 全 新 的 学 习 体 验，要 开 展

改变型混合 式 教 学，及 时 准 确 了 解 学 生 的

学习情况［１６］。
自２０１６年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全 国 高 校

思想政 治 工 作 会 议 中 提 出 课 程 思 政 理 念

起，课程思政 建 设 在 高 校 教 学 中 逐 步 落 地

推行。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００后”大学

生已经习惯 于 碎 片 化 的 信 息 获 取 方 式，这

一背景下课程思政教育应与混合式教学改

革同 步 推 进 相 互 促 进［１７］。孔 翔（２０２１）以

人文地理学为研究对象，从课程目标设立、
课程组织方式、课程评价体系优化方面，探
索了以混合式教学改革服务课程思政建设

的可能路径［１８］。蒙岚（２０２０）以访谈形式，
从学生角度探讨了课程思政在大学英语课

程中的实施 形 式，提 出 了 混 合 式 教 学 模 式

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有效路径［１９］。
以上混合 式 教 学 的 理 论、课 程 建 设 与

评价、课程思 政 推 进 等 研 究 为 本 研 究 的 设

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但上述实证

研究一般仅 针 对 某 一 门 课 程，缺 少 对 某 一

类混合式课程建设的共性研究。本研究以

东北农业大学已建成并上线运行的工商管

理类四门混 合 式 课 程 为 研 究 对 象，就 课 程

建设、课程运行、课程思政内容的融入等问

题进行研究，以 期 为 高 校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课程建设与实践的推进提供参考。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现状

课题团队目前有四门线上线下混合式

课程在智慧 树 平 台 上 线 运 行，课 程 设 计 以

“专业＋实践＋课 程 思 政”为 主 线，以 实 际

课程问题为 节 点，理 论 教 学 主 要 以 线 上 方

式进行，实践操作主要以线下方式开展，旨
在引导学生关注课程所涉及的专业知识以

及思政元素。其 中，“农 产 品 市 场 营 销”于

２０１８年春季学期上线运行，目前已完整运

行７轮，截至２０２１年７月，共有来自１２所

高校的４７５０人 完 成 学 习，实 现 互 动６７６７
次，该课程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被 教 育 部 认

定为首 批 国 家 级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一 流 课

程。“组织行为学”（在线课程名称为“组织

行为与自我提升”）于２０１９年春季学期 上

线运行，目 前 已 完 整 运 行５轮，截 至２０２１
年７月，共有来自７６所高校的１．８３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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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习，实现互动８．９万次，该课程已于

２０１９年９月 被 黑 龙 江 省 教 育 厅 认 定 为 省

级精 品 在 线 开 放 课 程。“社 会 经 济 调 查”
（在线课程名称为“社会经济调查方法与实

务”）于２０２０年春季学期上线运行，目前已

完整运行３轮，截至２０２１年７月，共 有 来

自１０所院校的１４０９人完成 学 习，实 现 互

动６４０２次。“国际人力资源管理”于２０２１
年春季学 期 上 线 运 行，目 前 已 完 整 运 行１
轮，截至２０２１年７月，共有来 自２所 高 校

的２７６人完 成 学 习，实 现 互 动２９０次。上

述四门课程中，除“国 际 人 力 资 源 管 理”课

程外，其他三 门 在 中 国 大 学 慕 课 平 台 同 步

上线运行，详见表１。

表１　东北农业大学工商管理类在线课程运行情况汇总

课程名称 上线时间
选课学
校（所）

选课
人数

互动
次数

获奖情况
在其它平台

同步运行

农产品市场营销
２０１８年
春夏学期

１２　 ４７５０　 ６７６７
首批国家级线上线下
混合式一流课程

中国大学慕课

组织 行 为 学（组 织 行 为
与自我提升）

２０１９年
春夏学期

７６　 １８３００　８９０００
黑龙江省级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

中国大学慕课

社会 经 济 调 查（社 会 经
济调查方法与实务）

２０２０年
春夏学期

１０　 １４０９　 ６４０２ — 中国大学慕课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２０２１年
春夏学期

２　 ２７６　 ２９０ — —

　　（二）研究设计

课题组首先随机从前述四门课程当中

每一门抽取３位 学 生 代 表 进 行 访 谈，从 中

提取出学生 反 映 比 较 集 中 的 问 题，结 合 混

合式课程建 设 与 运 行 的 实 际，设 计 出 线 上

线下混合式 课 程 建 设 与 运 行 的 调 查 问 卷，
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 学 生 的 个 人

信息，包括 性 别 及 所 修 课 程 名 称；第 二 部

分 为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课 程 建 设 与 运 行 效

果评价情 况，包 括 课 程 线 上 资 源 打 造、见

面课设计 与 组 织、课 程 运 行 支 持 与 服 务、
课程互动 平 台 利 用、期 末 考 核 等；第 三 部

分是课程思政融入情况反馈，问 卷 题 项 共

计２６个。
（三）数据收集与样本基本特征分析

问卷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至７月３０日

使用问卷星 平 台，在 东 北 农 业 大 学 经 济 管

理学院学习过上述四门课程的学生当中发

放，共回收 有 效 问 卷１９５份。问 卷 数 据 均

以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整理分析。被调查

者中，男生３８人（占被调查者１９．５％），女

生１５７人（占被调查者８０．５％）。学习“农

产品市场营销”学 生 为２２人（占被调查者

１１．３％），学习“组织行为学”课程学生为９７
人（占被调查者４４．６％），学习“社会经济调

查”课程学生为３２人（占被调查者１６．４％），
学习“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学生５４人（占

被调查者２７．３％）。

　　四、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与运行

效果评价

　　（一）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效果评价

１．课程线上资源打造

课程线上资源打造情况采用李克特５
级量表形式，分别就视频制作精良程度、知
识体系搭建 情 况、视 频 知 识 点 集 中 情 况 进

行调查，数 据 以ＳＰＳＳ２０．０进 行 内 部 一 致

性检验及因子分析（结果详见表２）。
由表２可 知，课 程 线 上 资 源 打 造 分 量

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 数 为０．８２７，具 有

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学生对于四门课程的

线上资源制 作 精 良 程 度、知 识 体 系 构 建 完

整程度及视频知识点集中程度均大于５级

量表中４．２５的临界值，具有非常高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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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２０］。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分量表对于课

程线 上 资 源 打 造 满 意 度 具 有７５．７０３％的

解释力。总体 上，学 生 对 于 混 合 式 课 程 的

线上资源部分评价较高。

表２　课程线上资源打造情况

题项 均值 标准偏差 因子负荷

所学课程视频制作精良 ４．６２ ．６０９　 ０．８８５

所学课程视频知识体系构建完整 ４．６２ ．５５６　 ０．９０７

所学课程每一个视频的知识点集中程度 ４．３７ ．７１７　 ０．８１５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信度 ０．８２７

特征值 ２．２７１

解释的方差（％） ７５．７０３

　　２．见面课设计与组织

见面课设计与组织分量表共涉及四个

方面的内容，分 别 就 学 生 对 见 面 课 主 题 感

兴趣程度、见面课上与教师互动意愿、见面

课课堂组织 形 式 偏 好、见 面 课 次 数 设 置 进

行提问，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见面课设计与组织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

对见面课专题感兴趣 ４．４３　 ０．７５９
０．７２１

与老师互动意愿 ４．０３　 ０．９４９

题项 选项 占比（％）

教学组织形式偏好（多选）

分组讨论 ４７．６９

情景模拟 ４３．５９

头脑风暴 ３９．４９

抢答 ３５．３８

随机提问 ２９．７４

见面课次数设置

２次 ３５．９

４次 ４７．１８

６次 １２．８２

８次 ４．１

　　见面课专题感兴趣程度及与见面课与

老师互动意 愿 采 用 李 克 特５级 量 表 形 式，
两 个 题 项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系 数 为

０．７２１，内部一 致 性 程 度 可 以 接 受；两 个 题

项的均值 分 别 为４．４３和４．０３，表 明 学 生

对于见 面 课 设 置 的 专 题 具 有 非 常 高 的 兴

趣，在见面课 上 与 老 师 互 动 的 意 愿 也 比 较

强烈。关于见面课的教学组织形式为多选

题，从结果可 知 学 生 比 较 偏 好 于 分 组 讨 论

和情景模拟 的 组 织 形 式，随 机 提 问 形 式 占

比最低。
见面课次 数 设 置 方 面，四 门 混 合 式 课

程 均 设 置 为 ４ 次。在 该 题 项 选 择 上，

４７．１８％的学生认为４次比较合理，３５．９％
的学生认 为２次 比 较 合 理，仅 有４．１％的

学生认为设置为８次比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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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课 程 运 行 效 果

评价

１．课程运行支持与服务

智慧树平台 为 防 止 学 生 刷 课，鼓 励 学

生规律学习，要 求 新 课 程 的 学 习 时 长 在 每

天３０分钟左右，并把规律学习情况记入平

时成绩当 中。为 此，课 程 团 队 每 一 学 期 均

会以学习群 的 形 式，在 开 学 之 初 提 示 规 律

学习的要求，在 学 期 里 不 定 时 提 示 学 生 注

意学习进度，在 学 期 末 提 示 期 末 复 习 及 考

试注意事项，智 慧 树 平 台 也 会 不 定 时 发 布

上述相关信 息。通 过 表４可 知，９０％以 上

的学生均注意到了主讲教师及课程平台发

布的相关学习信息提示。

表４　课程运行支持与服务

题项 选项 占比（％） 题项 选项 占比（％）

主讲 教 师 以 微 信 群、
ＱＱ等形 式 提 示 学 习
注意事项

有 ９１．８
课程平台发布的学习
注意事项遵守情况

仔细阅读并严格执行 ９０．７

没有 ５．６ 有阅读但未严格执行 ６．７

没印象 ２．６ 没注意 ２．６

课 程 学 习 需 要 配 套

ＰＰＴ

非常需要 ５１．８
课 程 学 习 需 要 配 套
教材

非常需要 ３２．３
需要 ４４．６ 需要 ３６．４

不需要 ３．６ 不需要 ３１．３

　　四门混合式课程的打造均参考了学科

领域内的诸 多 经 典 教 材，但 学 生 在 访 谈 中

普遍反映复习过程 没 有“抓 手”，问 卷 调 查

结果也表明：９６．４％的学生表示需要课 程

的配套ＰＰＴ，６８．７％的学生表示需要课程

的配套教材，关于配套教材的形式，需要纸

质版与电子版教材的学生各占一半左右。

２．课程互动平台利用情况

混合式课 程 建 有 课 程 互 动 平 台，教 师

可以在互动 平 台 上 发 布 问 题 由 学 生 回 答，
学生也可以发布问题由教师回答或在同学

之间形成讨 论，可 以 说 搭 建 课 程 互 动 平 台

是实现知识由单向传递向双向传递转变的

重要手段。
为了更好 地 发 挥 互 动 平 台 的 作 用，课

程平台将学生发帖或回帖数量纳入考核当

中。为了活跃 互 动 平 台 气 氛，引 导 学 生 学

习，每门课程 的 每 一 章 都 有 若 干 问 题 以 教

师发帖的形式在平台发布。从表５的统计

结果可知，对 于 教 师 发 帖 内 容 的 要 求，学

生的偏好程度依次为联系 生 活 实 际 相（占

比７１．３％）、紧扣课程内容（占比６９．２％）、

表５　课程互动平台利用情况

题项 选项 占比（％） 题项 选项 占比（％）

教师发帖的
要求

联系生活实际 ７１．３

遇到难题的
处理

放着不管 １．０

紧扣课程内容 ６９．２ 问主讲老师 ２３．１

具有启发性 ５７．４ 先浏览平台再提问 ５９．５

具有实用性 ４８．２ 直接到平台提问 ８．７

从未在互动
平台发帖

是 ３３．３ 复制过他人
发帖

是 １３．９

否 ６６．７ 否 ５２．８

从未在互动
平台回帖

是 ４３．６ 复制过他人
回帖

是 １８．５

否 ５６．４ 否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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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启发 性（占 比５７．４％）、实 用 性（占 比

４８．２％）。学生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遇 到 不 懂 的

问题时，５９．５％的学生选择先浏览互动 平

台，寻找可供参考的答案，没有合适的答案

时会在 互 动 平 台 发 帖 提 问。也 有３３．３％
的学生表示，自己从未在互动平 台 上 发 帖

提问过，１３．９％的被 调查学生表示复制过

他 人 的 发 帖 内 容。在 回 复 提 问 方 面，有

４３．６％的学生表示从未在互动平台上回复

过他人问题，１８．５％的学生表示有过复 制

他人发帖行为。
以上发 帖、回 帖 数 据 统 计 表 明，仅 有

５２．８％的被调查者在互动平台上发表过原

创的问题帖，仅有３７．９％的被调查者进行

过原创性回帖。互动平台在知识与信息的

双向传递上，还有需要改进的空间。

３．期末考核情况

四门混合式课程的总成绩均由平时成

绩（学习进度＋学 习 习 惯＋学 习 互 动）、章

节测试、见面课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四部分

组成，章 节 测 试 和 期 末 考 试 均 为 单 选、多

选、判断等客观题。
课题组随机调取了东北农业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２０１９级３１名 学 生２０２１年 春 季

学期组织行 为 学 的 期 末 总 成 绩，发 现 达 到

优秀甚至满分的学 生 比 例 非 常 高（占 全 班

总人 数 的８０．６％），期 末 总 成 绩 的 区 分 度

很低，这种成 绩 分 布 形 态 在 其 它 两 门 混 合

式课程上也 同 样 存 在，而 这 种 成 绩 分 布 形

态在线下课闭卷考试当中并不普遍。问卷

调查结果表明，８３．６％的学生认为期末 考

试难度 适 中，合 计８１％的 学 生 在３０～５０
分钟内即可 完 成 随 机 抽 取 的６０道 期 末 线

上考试。合计６５．６％的学生认为，可以在

期末考试当 中 增 加 一 些 主 观 性 试 题，以 提

高总成绩的区分度（详见表６）。

表６　期末考核情况

题项 选项 占比（％） 题项 选项 占比（％）

２０１９级工商管理
组织行为学成绩

分布（３１人）

１００分 ３２．２

期末考试
完成时间

３０分钟以下 ４．６

９０～９９分 ４８．４　 ３１～４０分钟 ４３．１

８０～８９分 ９．７　 ４１～５０分钟 ３７．９

８０分以下 ９．７　 ５１分钟以上 １４．４

期末考试
难度

很难 ３．６

增加主观试题
意愿

非常同意 ２１．０

比较难 １０．３ 同意 ４４．６

适中 ８３．５ 无所谓 １７．９

较容易 ２．１ 不同意 １１．８

很容易 ０．５ 很不同意 ４．７

　　五、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思政内容融

入情况

　　在教育部“四 个 回 归”的 倡 导 下，思 政

内容向专业课程的渗透应是专业课程设计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课题组广泛地从中国

近现代史、时事热点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日常工作 生 活 等 领 域 中 提 取 丰 富 的 思

政案例，在打造四门混合式课程过程中，有

意识地将这些案例融入到课程录制与见面

课讲解当中。上述四类思政案例偏好程度

排序结果表 明，学 生 比 较 喜 欢 的 案 例 类 型

依次是时事热点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日常工作生活相关问题以及中国近现代史

故事（详 见 图１）。在 主 观 题“请 你 回 忆 一

个印象比较深刻的 案 例”的 全 部 有 效 回 复

中，华为公司的企业 文 化（组 织 行 为 学）案

例得到了最 高 的 回 复 量，这 一 案 例 是 与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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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这一

社会热点问 题 紧 密 联 系 的，说 明 了 学 生 对

于思政案例类型的偏好倾向。

图１　思政案例类型偏好程度排序得分

　　 六、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建设与提高

运行质量的建议

　　（一）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课 程 建 设 的

建议

１．注重线 上 资 源 质 量 与 知 识 体 系 的

完整性

课程建 设 者 必 须 注 重 线 上 资 源 的 打

造。首先，课 程 上 线 运 行 后 会 在 全 国 高 校

范围内推广，课 程 视 频 建 设 的 精 良 程 度 与

所在高校的 品 牌 声 誉 直 接 相 关，因 此 参 与

课程录制教 师 的 语 言、造 型 等 要 与 所 讲 授

课程及自 身 的 职 业 相 符 合。其 次，在 智 慧

树平台及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修习本门课程

的社会人员 是 不 能 参 与 见 面 课 的，因 此 课

程视频本身要构建出完整的知识体系。第

三，课程视频知识点集中度要适当，并体现

在视频ＰＰＴ上，以 引 起 学 习 者 的 关 注，便

于抓住重点进行复习。

２．通过见 面 课 设 计 突 出 本 门 课 程 的

风格

见面课 有 着 线 上 学 习 不 可 替 代 的 价

值。首先，线上学习虽然灵活方便，但见面

课上与教师的实时互动会让学生感觉更为

“真实”。其次，教师可以通过小组讨论、情
景模拟、头脑 风 暴 等 课 堂 组 织 形 式 激 发 学

生的学习兴 趣 和 参 与 热 情，发 挥 学 生 学 习

的主动性。第 三，课 程 视 频 因 时 长 等 因 素

限制，某些知识点无法深入展开讲述，课堂

教学可以 实 现 知 识 点 的 深 入 探 讨。第 四，

课程视频录 制 上 线 后，很 长 一 段 时 间 不 会

进行调整，见 面 课 可 以 实 现 对 课 程 内 容 及

案例的及 时 更 新。最 为 重 要 的 是，课 程 视

频录制过程中，教师大多使用规范的语言，
表情及动作 幅 度 不 大，加 之 同 类 课 程 所 讲

授内容大致 相 同，因 此 很 难 突 出 自 身 课 程

的特色。而见面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

视频录制的限制，通过专题的择选、内容的

组织、与学生 互 动 等 体 现 出 本 门 课 程 与 其

他同类课程 的 不 同，形 成 本 门 课 程 的 独 特

风格。
（二）提 高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课 程 运 行

质量的建议

１．多措并 举 对 课 程 学 习 进 行 监 督 与

支持

大学生的学习过程监控是保障学生学

习质量 和 学 习 效 果 的 决 定 性 因 素［２１］。线

上线下混合式课程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自

我管理能力，同 时 也 离 不 开 课 程 主 讲 教 师

的监督 与 支 持。为 体 现 对 学 习 过 程 的 监

督，应将学习习惯、学习进度、规律学习 等

作为考核对 象 计 入 总 成 绩，这 些 对 于 初 次

接触在线学 习 的 学 生 来 说 是 非 常 陌 生 的，
需要在 学 习 群 及 课 程 平 台 上 做 出 明 确 提

示，引导学 生 进 入 科 学 的 学 习 状 态 中。课

程平台应提 供 课 程 进 度 督 促 功 能，主 讲 教

师可以通过 平 台 督 促 学 生，并 且 应 具 有 督

促次数限制，超过一定次数，学生将失去学

习进度成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监督

的作用。课程 知 识 体 系 构 建 过 程，一 般 都

不会严格地 按 照 某 一 本 教 材 进 行 讲 解，而

参考教材及资料的多来源客观上需要为学

生提供教学ＰＰＴ，以帮助学生掌握主要知

识点。编撰混合式课程的配套教材和试题

库将是完善课程建设的重要手段。

２．改进互 动 平 台 机 制 以 促 进 信 息 与

知识的双向沟通

课程互动平台的设置是为了便于知识

的双向沟通，但是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一平

台并没 有 得 到 充 分 利 用，存 在 诸 多 问 题。
调查结果表 明，近 一 半 的 学 生 没 有 进 行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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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性发帖，近 三 分 之 二 的 学 生 没 有 进 行

过原创性回帖。这些学生有的为了得到互

动得分复制 他 人 发 帖 或 回 帖，有 的 干 脆 放

弃得分保 持 沉 默。为 了 改 变 这 种 局 面，首

先需要主讲教师多在互动平台上发布一些

紧扣学习内 容、与 工 作 生 活 实 际 相 联 系 的

互动帖，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其次，主 讲

教师也 要 多 关 注 学 生 的 原 创 性 发 帖 或 回

帖，给予点赞或文字回复，让学生感到被关

注和认可，引导学生正确互动；第三，对 于

复制他人发 帖 或 回 复 的 学 生，给 予 警 告 提

示，情节严重的可以进行禁言处理。

３．改进课 程 评 价 机 制 以 提 高 成 绩 的

区分度

混合式课程的期末在线考试相当于线

下的开卷考 试，但 成 绩 区 分 度 却 低 于 线 下

开卷考 试。其 主 要 原 因 在 于 评 价 方 式 单

一，考试 时 间 较 长，考 题 以 客 观 性 试 题 为

主，试题难度 不 大，并 且 不 排 除 有 学 生“替

考”的可能。为了提高成绩的区分度，可以

采取以下改进措施：首先，设置多元化评价

体系，除平时成绩、见面课成绩、章节测试、
期末考试外，增加平时作业、小组作业等多

样化考核形式［２２］，增设一定量的主观性试

题；其次，定期扩充、更新试题库，降低学生

抽到试题 的 重 复 率。第 三，缩 短 期 末 考 试

时长。调查结 果 表 明，大 多 数 学 生 期 末 考

试完成时间是３０～５０分钟，把学生考试时

间统一设置 在 某 一 天 的 某 一 时 段 内，可 以

提高学生的紧迫感 和 重 视 度，降 低“替 考”
的机率。

（三）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建议

充分挖掘 思 政 元 素，形 成 课 程 思 政 案

例库。挖掘思 政 元 素 并 向 课 程 中 渗 透，让

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教育同向同行应是

高校教育工作者的自觉行为。课程思政导

向可以是修身立德、社会责任、家国情 怀、
创新精神、工匠精神、敬畏生命等，这些 思

想意识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向大

学生传递，促 使 知 识 传 递 与 价 值 观 引 领 合

而为一，素质提升与能力锻造并举，达到立

德树人的育人效果。课程思政元素的来源

可以是多方 面 的，经 济 社 会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时事热点问题，诸多名著、典籍、历史故 事

中蕴含的哲学、管理学知识等，都可以提炼

为与课程相 关 的 案 例 内 容，在 传 授 知 识 的

同时引领学 生 关 注 时 事，在 解 读 优 秀 传 统

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以正确

的价值观为 引 领，广 泛 挖 掘 思 政 元 素 形 成

课程案例库，并 随 着 课 程 建 设 与 运 行 推 进

不断地打磨、更新，将使一门线上线下混合

式课程更加具有温度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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