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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方法及对象为了解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水环境化学课程中的应用效果

主要采用网络向学生发送问卷进行；调查对象为海洋生态及存在问题，采用问卷方式就学生对课程的总体认知、教学

学和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2018级和2019级已修过本课程的在校内容、教学过程及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和建议，以探索

本科大学生。本调查共发放问卷130份，有效回收126份，有效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本课程中的改进与发展，并为相关课程的

回收率96.9%。改革提供参考。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本课程的总体评价随着数字化社会的来临，信息技术不断重塑教育形态，知
“对本课程混合式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总体评价”问卷中，识获取和传授方式、教和学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其中混合

“非常满意”占23.8%，“满意”占60.3%，“一般”占15.9%，式教学通过将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势融合成为一种新

“不满意”占0%。 在“对本课程混合式教学安排（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和理念，并成为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水

讲解、互动、讨论、习题、作业安排等）的总体评价”调查环境化学是我校海洋学科方向的一门实践性、综合性较强的专

中，“非常满意”占25.4%，“满意”占57.1%，“一般”占业基础课程，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期间进行线上学习，之后逐

17.5%，“不满意”占0%。在“对本课程线下任课教师的总体评渐开展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为了解混合式教学在本课程的

价”调查中，“非常满意”占33.3%，“满意”占60.3%，“一的实施情况，有必要从学生的角度对其进行阶段性评价，从而

般”占6.4%，“不满意”占0%。调查表明，该课程的混合式教更好地促进线上与线下教学的融合，并为相关课程进行混合式

学模式可行，可继续进行实践和改进。教学提供参考。

3.2 对教学内容的评价1 混合式教学实施
“本课程内容充实、讲述系统，能结合实际及反映本学科本课程采用“MOOC同步SPOC+慕课堂+课程QQ群+线下课

的知识体系与发展”的调查中，“非常满意”占22.2%，“满堂”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授课，其中“MOOC同步SPOC”采

意”占54%，“般”占23.8%，“不满意”占0%。说明绝大多数用中国大学MOOC在线课程安排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慕课堂”

学生认可教学内容、讲述及前沿性。主要用于布置各章节学习目标及要求、签到、疑难问题反馈、

“本课程的内容学习压力是否大”的调查中，“大”占随堂测试及教学反馈等；“课程QQ群”用于辅导答疑及学生互

19%，“还可以”占73.1%，“不大”占7.9%。说明本课程的学动的管理等。“线下课堂”进行知识点串讲，互动、案例分

习压力稍大，学生需要认真学习和思考才可以达标。析、讨论等。课程考核成绩将平时成绩:实验成绩:卷面成绩=1:2:7

“对混合式教学内容有何意见和建议”的调查中，学生总修改为3:2:5进行核算，以加强学生过程性学习的评价，充分调

体认为教师的讲解清楚、明确，建议进一步明确本课程契合的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职业及优势，多增加案例及拓展。念。

3.3 对教学过程的评价总之，多样化的授课方式、便于沟通互动的课程群及注重

“对线上教师授课方式能接受吗”的调查中，“可以，很过程性学习的考核体系，可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度。从

好”占55.6%，“基本可以”占20.6%，“不能接受”占23.8%。教学评价和考试成绩看，该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可提高教学

学生反馈意见为：一是教师讲解语速较快，有点不习惯；二是质量和教学效果，但仍需做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知识点过于密集，有些听不懂，且搞不清其间的逻辑联系，缺2 调查过程

少拓展或结合案例分析。2.1 问卷设计

本调查是为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采纳其合理建议，更好 “你赞同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各占一半学时吗”

地实施有效教学服务。所以从学生对本课程总体满意度，对课 的调查中，“完全赞同”占19%，“赞同”占63.5%，“不赞

程内容讲解、混合式教学过程、学习效果的评价及建议进行设 同”占9.5%，“按照传统，进行线下教学”占7.9%。从调查中

计，并结合卷面成绩进行教学效果分析。问卷设计基于学生学 可知，82%的学生同意进行混合式教学，同时建议增大线下课程

习实际并匿名做答，可获得学生对本课程的真实评价。 比例，喜欢线下的互动及拓展等。

基于问卷调查的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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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线下教学过程中的重难点讲解、互动、习题测试及问 其教学成效的首要因素是学生是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作为

题反馈解答等环节，你有何意见或建议”的调查中，62%左右的 成人的大学生能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但有时仍需要教师的监

学生认为很好无意见，并评价教师教学安排很细腻、很用心且 督和引导。首先，教师需要设计精彩的课程内容、多样的教学

全面；20%左右直接回复无意见；18%左右认为可以多增加拓展 方法、恰当的考核体系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培养其自主性

习题。 和专注力；其次，可充分利用慕课堂进行管理并加强过程性学

3.4 学习效果评价 习评价，如签到、章节目标、随堂测试、讨论及疑点反馈等内

“你认为线上课程学习过程如何”的调查中，“非常好” 容，教师记录学生学习情况并计入平时成绩，既利于学生及时

占11.1%，“好”占46%，“一般”占33.3%，“差”占9.5%。 了解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又可督促其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

从反馈中可知：一是网络卡顿，不能及时观看视频和习题，学 主学习。

习体验差；二是只有一部手机，观看视频时不能及时看到群通 4.3 教学内容重组，重视学生基础知识的差异化

知或相关的讨论；三是长时间使用电脑或手机易犯困且注意力 本课程的线上课程已对教材内容进行了优化，线下课堂教

易分散。 师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进一步的重组，并将相关的科研新成果

“线下的小组活动（讨论、互动或生讲生评等活动）是否 和文献充实到教案中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最新

可提高学习效果”的调查中，“可以”占63.5%，“一般” 进展，并引发学生对理论知识产生浓厚兴趣。同时本课程又是

23.8%，“不能”占12.7%。从反馈中可知，小组内个别同学不 一门多学科交叉课程，由于新高考的规定，有些同学可能不具

参与协作完成任务，通常5、6人的组只有2~3人做事，进而影响 备某些基础知识，学习压力较大。教师可在现有课程体系设置

小组其他成员的积极性。 基础上合理调整，适当降低少数学生的学习压力。

“通过混合式教学，你的自主学习能力是否改善”的调查 4.4 强化合作学习，提升小组学习效果

小组合作开展学习可实现学习效果的最大化。可采取以下中 ， “ 有 改 善 ” 占 58.7%， “ 一 般 ” 占 23.8%， “ 没 有 ” 占

措施强化合作学习：一是减少小组人数，以3~4人为宜自由组17.5%。学生反馈为：一是在学习任务的驱动下，自己选择方法

队；二是布置适宜的学习任务，小组长分解任务，然后进行汇和进度进行学习或查找相关文献，可调动学习积极性和兴趣；

总讨论、查漏补缺完成任务；三是采用随机抽选小组成员完成二是缺乏自律、自控能力，需要教师的督导。

汇报或演示，教师点评并根据任务完成质量记录小组成绩，以 3.5 教学效果评价

为分析教学效果，对实行传统教学和混合式教学的学生卷 此作为部分平时成绩的依据。通过小组合作、协作完成任务，

面成绩进行分析。因不同教学模式课程成绩权重不同，故采用 可体现团队力量，利于培育学生的合作精神和能力，也可提升

卷面成绩进行分析，试卷试题由试题库随机生成。由表1知，混 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

合式教学模式的成绩分布段较传统教学提升，且无不及格率， 5 结束语

说明混合式教学效果要优于传统教学。可能是混合式教学的互 综上所述，本课程采用“MOOC同步SPOC+慕课堂+课程

动、讨论及慕课堂的单独习题测试，可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掌 QQ群+线下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一方面实现了教育资源

握和学习兴趣。 的共享；另一方面其在本课程中的应用充分可行，能激发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将学生从课堂的沉默者转为积极的参与者，较

传统课堂具有更好的教学效果。但本课程中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在后续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改进。

表1 传统教学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卷面成绩分析 [1] 赵海鹏,仇妙芹.高校混合式教学教师胜任力现状、影响因
4 结论与建议 素与提升策略[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9):40-42.      
由调查结果可知，绝大多数学生对本课程实施混合式教学 [2] 张冬玉,宋芳菲,林国曼,等.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效果影

有较高的满意度，认为该模式能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并提高学 响因素分析及启示[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22(2):

习效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 101-105.

4.1 明确混合式教学的涵义，提升教师线上教学能力及尽责 [3] 刘□,张辉蓉.高校线上教学调查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

性 2020,8(5):66-78.       

教师需向学生明确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是时代发展的产

物，其目的在于促进、提升和改进课堂教学，改善学习效果。

但混合式教学也对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应

加强混合式教学培训，帮助教师在实践中推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同时，教师应提高尽责性水平，不要因自

己的教学态度和线上教学能力影响教学效果，导致学生认为线

上学习是“教师想偷懒”“线上学习就是个笑话”的情况出

现。

4.2 完善监督机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混合式教学模式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所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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