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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合式教学是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突破口遥 为了解我国高校教师混合式教学准备度的现状和

面临的挑战袁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袁从认知尧责任尧心理尧教学尧技术尧环境准备六个维度开展调查遥 对 529份问卷分析

发现院1.高校教师混合式教学总体准备度情况一般袁责任准备较高袁环境准备偏低遥 2.纯面授教学教师和混合式教学教

师行为意向悬殊袁心理和环境会影响纯面授教学教师的行为意向遥认知尧心理尧教学尧环境会影响混合式教学教师的行

为意向遥 3.教师面临的挑战多元袁纯面授教学教师和混合式教学教师在设施支持尧资金支持以及整合灵活性方面存在

共性遥 文章从机构顶层设计尧混合式教学理论发展以及加强相关利益者混合式教学准备度的实证研究三个方面提出

了政策与研究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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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技术赋能的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正在

解构传统的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遥混合式教学袁通常被

称为野blended冶野hybrid冶野flexible冶野mixed冶野flipped冶或者

野inverted冶学习袁野教冶和野学冶被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袁

广义上它们都被称为混合式教学遥将面对面教学与在

线教学结合起来袁技术整合是必要成分[1]遥从质的维度

上看袁混合式教学须把纯面对面教学和在线教学深思

熟虑地融为一体[2]曰从量的维度上看袁混合式教学中在

线教学的比例应在 30%~79%袁通常在 50%左右遥如果

一门课在线教学的时长大于或等于总授课时长的

80%袁就属于完全在线教学袁而非混合式教学[3]遥 从野混

合冶的内容上看袁可以是学习理论尧教学媒体尧教学模

式尧教学环境的混合[4]遥 野混冶的多样性导致混合式教学

概念和研究领域的泛化遥

相较于纯面对面教学和完全在线教学袁混合式教

学因其能提供灵活尧及时和持续性的学习袁被视为教

育的野新常态冶[5]遥混合式教学对教学流程的重组袁对教

育机构尧教师和学习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遥为此袁本研

究特面向本科高校教师开展调查袁了解其混合式教学

准备度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袁为高校开展混合式教学

提供依据和建议遥

二尧文献综述

渊一冤混合式教学准备度研究

准备度渊Readiness冤是个人在某项特定工作中所

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意愿水平[6]遥 技术准备度是指人们

接受新技术的准备程度袁可以用乐观尧创新尧不适和不

安全感四个维度来衡量[7]遥20世纪末数字化兴起袁教育

领域出现数字化学习准备度渊E-learning Readiness冤/在

线学习准备度渊Online Learning Readiness, OLR冤的研

究[8]袁随着教育和技术的融合发展袁延伸出移动学习准

备度渊Mobile Learning Readiness袁MLR冤[9]和混合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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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准备度渊Blended Teaching Readiness冤[10]遥

教师准备度的研究常常借鉴接受度的相关量表

开展调查袁 此类文献中准备度和接受度两者较为模

糊遥 Graham 等人通过质性分析区分在线教学和混合

式教学能力袁针对混合式教学能力重点强调的方面开

发了包含五个一级维度和十三个子维度的混合式教

学准备度量表[10]遥 当前针对教师混合式教学准备度的

研究集中在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接受度尧教师的混合

式教学能力水平尧混合式教学影响因素三个方面遥

教师对混合式教学接受度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

面院一是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技术接受度研究袁常以技

术接受模型为基础袁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被认为

是影响教师采用新技术/新教学模式的重要因素 [11-12]遥

二是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情感接受度研究袁常以访谈

的形式探究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认识尧需求尧态度尧认

可度和满意度[13]遥

混合式教学能力的研究集中在两方面遥一是混合

式教学和在线教学能力的差异袁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

方法遥 如 Pulham和 Graham通过质性分析袁发现教师

在线教学能力和混合式教学能力都强调教学方法尧管

理尧评估尧技术尧教学设计尧态度和改进七个方面[14]遥 其

中袁混合式教学能力更加注重教学方法袁而在线教学

能力则更加重视管理和教学设计遥二是教师混合式教

学能力评估量表的制定和现状调研遥如 Oliver依据美

国国家教学标准袁提出了混合式教学实践框架袁包含

教学尧专业职责尧技术尧计划和准备尧课程尧教学设计六

个维度曰该框架还为每个子维度设置了新兴尧预期尧优

秀尧模范四个等级遥 教师可对照与国家标准相关的示

例袁对自身的混合式教学能力进行自我评估[15]遥

混合式教学影响因素研究将教师开展混合式教

学的影响因素分为内外部因素袁如袁Brown认为教师与

技术互动尧教学工作量尧机构环境和教师与学生互动

属于外部因素袁教师的态度和信念尧教师的学习属于

内部因素[16]遥

混合式教学准备度的研究从在线教学准备度不断

渗透袁结合了技术接受尧混合式教学能力尧教学影响因素

等一系列研究遥 有关教师心理尧技术尧教学以及环境方

面的研究已有量表可供借鉴遥如袁较为经典的 Chapnick

的八维度量表袁包含心理尧社会尧环境尧人力资源尧资金尧

技术尧设备和内容准备度[17]曰Graham等人开发的混合

式教学准备度量表更关注混合式环境下教师的教学能

力[10]曰依据技术接受理论开发的准备度量表可为教师

的心理准备研究提供借鉴遥但这些研究较为零散袁聚焦

于某一或某些方面袁需要开发更为全面的量表遥

渊二冤混合式教学挑战研究

几项有关混合式教学挑战的调查局限在混合式

教学中的在线教学环节或者翻转类的混合式教学遥例

如袁Rasheed 等人的研究从教育机构尧教师尧学生三个

主要利益相关者探讨混合式教学的在线教学环节面

临的关键挑战[18]遥 教育机构主要面临技术支持尧教师

专业发展的挑战曰 教师主要面临技术素养和能力尧在

线视频尧技术操作尧教师信念的挑战曰学生主要面临自

我调节学习尧技术素养和能力尧学生孤立尧技术充足和

技术复杂的挑战遥 Akcayir等人从教学法尧学生视角尧

教师视角和技术四个方面报告了翻转课堂类混合式

教学面临的挑战遥 教学法方面袁包括学生有限的课前

学习准备尧无法得到课外的支持等[19]曰学生视角袁包括

学习负担增加尧不喜欢等曰教师视角袁包括耗时尧工作

量更大等曰技术方面袁包括在线视频质量尧技术可及性

的不平等等遥还有研究仅关注混合式教学的教学设计

部分袁如袁Boelens等人的研究确定了混合式教学设计

的四大关键挑战袁包括整合灵活性尧促进互动尧促进学

生的学习过程和培养有效的学习氛围[20]遥

三尧研究设计与实施

渊一冤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了解高校教师混合式教学准备度的

现状袁并对比纯面授教学教师渊指未开展过混合式教

学的教师袁下同冤与混合式教学教师在准备度尧行为意

向以及面临挑战上的差异袁以期为高校开展混合式教

学提供建议袁研究问题如下院

1. 高校教师混合式教学准备度如何钥

2. 纯面授教学教师与混合式教学教师的行为意

向如何钥 准备度的哪些方面影响他们的行为意向钥

3. 教师在准备或开展混合式教学中遇到哪些挑

战钥纯面授教学和混合式教学的教师面临的挑战是否

有差异钥

渊二冤研究工具

1. 问卷编制

混合式教学是利用技术将面对面课堂教学与在

线教学的优势进行深思熟虑的整合遥 本研究中袁混合

式教学准备度是指教师在混合式教学中所表现出来

的能力和意愿水平袁包括认知尧责任尧心理尧技术尧教学

及环境准备六个维度遥 每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袁非

常不符合 1袁不符合 2袁不确定 3袁符合 4袁非常符合 5遥

量表设计后袁 邀请 13名教育技术领域专家和教

师对量表的各个维度渊标题尧内容尧题量尧顺序尧逻辑冤

进行评估袁提出修改意见遥根据专家的反馈袁修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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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校教师混合式教学准备度量表袁见表 1遥

2. 信度与效度

问卷整体的克朗巴赫 琢系数为 0.971袁 认知尧责

任尧心理尧技术尧教学和环境的克朗巴赫 系数分别为

0.889尧0.839尧0.935尧0.926尧0.967尧0.915袁表明问卷的信

度良好遥利用 SPSS 22.0软件对高校教师混合式教学准

备度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袁KMO系数为 0.958袁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22490.040渊 =0.00约0.01冤袁表明

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遥通过主成分分析和最

大方差旋转法对 45个指标进行探索袁 共抽取 6个特

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袁6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3.745%袁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遥

渊三冤研究对象

以随机方式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要25 日向国

内本科院校教师发放电子问卷袁回收 541份遥 剔除选

项一致和填写时间少于 100秒的问卷后袁 有效问卷

529份袁有效问卷率为 97.8%遥其中袁高水平大学渊985尧

211冤的教师占比 21.6%袁普通本科院校的占比 69.2%袁

高职本科院校的占比 9.3%曰 开展混合式教学时间 7

年以上的教师占比 11%袁4~6年的占比 16.1%袁1~3年

的占比 58.4%袁未开展过的占比 14.6%遥调查对象的样

本特征描述见表 2遥

表 2 样本特征描述渊N=529冤

四尧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渊一冤高校教师混合式准备度总体特征

高校教师混合式教学整体准备度均值为 3.77袁表

明混合式教学总体准备度一般遥 责任维度得分最高

渊M=4.26冤袁表明教师在线教学环境下能够负责任地使

基本信息 N % 基本信息 N %

性

别

男 217 41

职

称

正高级 94 17.8

女 312 59 副高级 224 42.3

教

龄

5年以下 70 13.2 中级 177 33.5

6~10年 78 14.7 初级及以下 34 6.4

11~20年 219 41.4 学

科

领

域

人文社科 307 58.0

21~29年 95 18 理科 115 21.7

30年以上 67 12.7 工科 74 14.0

混

合

式

教

学

年

限

0 77 14.6 其他 33 6.2

1~3年 309 58.4

院

校

类

型

985高校 19 3.6

4~6年 85 16.1
211渊但非 985冤

院校
95 18.0

7~9年 30 5.7 一般本科院校 366 69.2

10年以上 28 5.3 高职本科院校 49 9.3

一级维度 含 义 二级维度 题项 参考来源

认知
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认识以及对先进教育

理念和方法的接受
4 Powell et al.袁 2014[21]

责任

教师在在线学习环境下袁 负责任地使用在

线教育资源和技术袁创立健康尧符合规范的

在线学习环境袁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

/ 4
Aldhafeeri et al.袁 2016 [22]曰Graham

et al.袁 2019曰Powell et al.袁 2014

心理
教师对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心理反应和适应

状态
8

Taylor et al.袁 1995 [23]曰Wang et al.袁

2009[24]曰赵建民等袁 2017[25]

技术
教师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开展教学的技术能

力准备
7

Graham et al.袁 2019曰 闫寒冰等袁

2016[26]

教学

教师的教学能力准备袁 强调混合式教学环

境下的关键技能袁 如利用定性和定量数据

开展混合式教学效果评价

13
Graham et al.袁 2019曰Powell et al.袁

2014曰闫寒冰等袁 2016

环境
支持教师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外部环境准

备袁包括设施尧技术尧社会和资金的支持
9

Keramati et al.袁 2011 [27]曰Nwagwu袁

2020[28]曰Aldhafeeri et al.袁 2016

对混合式教学的认识

转换教学的意识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自我效能感

课程资源获取与编辑

软件运用的熟练程度

计划与准备

教学方法与策略

评价与诊断

组织与管理

设施支持

技术支持

资金支持

社会支持

表 1 高校教师混合式教学准备度量表维度及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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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变量 M渊SD冤 F值 事后检验

认知 4.02渊.759) F=28.479*** 7~9年渊M=4.47冤>4~6年渊M=4.32冤>10年以上渊M=4.14冤>1~3年渊M=4.07冤>0年渊M=3.30冤

责任 4.26渊.589) F=4.789** 7~9年渊M=4.40冤> 10年以上渊M=4.37冤>4~6年渊M=4.29冤= 1~3年渊M=4.29冤>0年渊M=4.00冤

心理 4.00渊.619冤 F=7.829*** 7~9年渊M=4.29冤>4~6年渊M=4.12冤>10年以上渊M=4.09冤>1~3年渊M=4.00冤>0年渊M=3.69冤

技术 3.94渊.688冤 F=13.300*** 4~6年渊M=4.18冤>10年以上渊M=4.16冤>7~9年渊M=4.13冤> 1~3年渊M=3.95冤>0年渊M=3.49冤

教学 3.86渊.660冤 F=13.045*** 7~9年渊M=4.18冤> 4~6年渊M=4.04冤>10年以上渊M=3.97冤>1~3年渊M=3.88冤>0年渊M=3.42冤

环境 3.59渊.757冤 F=2.327 10年以上渊M=3.73冤>7~9年渊M=3.69冤> 4~6年渊M=3.66冤>1~3年渊M=3.60冤>0年渊M=3.37冤

总体准备度 3.77渊.733冤 F=14.449*** 7~9年渊M=4.10冤> 4~6年渊M=4.04冤> 10年以上渊M=3.80冤>1~3年渊M=3.79冤>0年渊M=3.28冤

用信息技术袁建立诚信的在线学习环境遥 得分最低的

是环境维度 渊M=3.59冤遥 认知 渊M=4.02冤尧 心理 渊M=

4.00冤尧技术渊M=3.94冤尧教学渊M=3.86冤处于中间水平袁

见表 3遥

表 3 高校教师混合式教学准备度均值及标准差渊N=529冤

认知维度中袁教师转换教学的意识渊M=4.14冤均值

较高袁表明教师并非完全排斥在课堂上应用新的技术

和教学理念遥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认识渊M=3.91冤均值

较低袁说明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认识尚显不足遥

在心理维度上袁教师对混合式教学有用性的认可

度最高渊M=4.14冤袁表明教师认可混合式教学带来的效

益遥 感知易用性评价最低渊M=3.75冤袁表明对教师而言

将纯面授课程转换为混合式教学并非易事遥

技术维度得分偏低遥课程资源获取与编辑均值为

3.98袁软件运用的熟练程度均值为 3.84遥

教学维度上袁组织与管理渊M=3.83冤尧评价与诊断

渊M=3.81冤得分较低遥 在评价与诊断中袁教师能够利用

学生定性和定量数据来评价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均值

渊M=3.79冤 最低表明教师尚未具备利用平台数据进行

分析的能力遥

环境维度得分最低遥 设施支持均值相对较高渊M=

3.88冤遥 资金支持均值最低渊M=3.17冤袁表明机构在经

费尧激励措施上的保障远远低于教师的心理感知遥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袁混合式教学年限在认

知尧责任尧心理尧技术尧教学尧总体准备度上均存在显著

差异袁环境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遥 在总体准备度方

面袁7~9年渊M=4.10冤>4~6年渊M=4.04冤>10年以上渊M=

3.80冤>1~3年渊M=3.79冤>0年渊M=3.28冤遥开展混合式教

学 7~9年的教师在各维度得分普遍较高袁纯面授教学

教师普遍较低遥在技术方面袁开展混合式教学 4~6年尧

7~9年尧10年的教师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袁见表 4遥

渊二冤纯面授教学教师与混合式教学教师行为意

向的比较分析

教师开展混合式教学的行为意向渊野我已准备好开

展混合式教学冶野如果有机会的话袁 我愿意开展混合式

教学冶冤均值为 4.00袁表明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接受意

愿较高遥 纯面授教学的行为意向渊M=3.50袁SD=0.803冤

与混合式教学教师的行为意向渊M=4.08袁SD=0.729冤存

在显著差异渊 =6.389袁 =0.00冤遥

为进一步探究纯面授教学教师与混合式教学教

师行为意向与混合式教学准备度之间的关系袁将混合

式教学准备度各维度与行为意向进行相关分析袁发现

相关系数在 0.496耀0.725之间袁均存在显著差异遥通过

控制是否开展混合式教学袁 将行为意向作为因变量袁

以认知尧责任尧心理尧教学尧技术尧环境作为自变量袁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遥 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 渊Durban-

Watson检验值分别为 2.117尧1.957冤袁自变量之间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渊VIF值均小于 3冤袁回归模型具有统计

学意义遥 纯面授教学教师的 值=20.236袁 =0.000袁调

整后 2=0.603袁 影响纯面授教学教师行为意向的主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均值渊M冤 标准差渊SD冤

认知
转换教学的意识 4.14 0.745

对混合式教学的认识 3.91 0.888

责任 责任准备度整体 4.26 0.589

心理

感知有用性 4.14 0.707

自我效能感 4.01 0.627

感知易用性 3.75 0.732

技术
课程资源获取与编辑 3.98 0.697

软件运用的熟练程度 3.84 0.752

教学

计划与准备 3.93 0.679

教学方法与策略 3.89 0.701

组织与管理 3.83 0.718

评价与诊断 3.81 0.725

环境

设施支持 3.88 0.776

技术支持 3.64 0.852

社会支持 3.52 0.940

资金支持 3.17 1.048

总体准备度 3.77 0.733

表 4 混合式教学年限对高校教师混合式教学准备度各维度的影响渊N=529冤

注院*表示 <0.05袁 **表示 <0.01袁 ***表示 <0.001袁下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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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为心理渊 =1.914袁 =0.001冤和环境渊 =5.256袁 =

0.000冤遥 混合式教学的教师的 值=109.401袁 =0.000袁

调整后 2=0.591袁影响混合式教学教师的行为意向的

主要因素为认知渊 =4.020袁 =0.000冤尧心理渊 =4.441袁

=0.000冤尧技术渊 =5.763袁 =0.000冤和环境渊 =2.669袁

=0.008冤遥

表 5 纯面授教学教师和混合式教学教师行为

意向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渊三冤教师在准备或开展混合式教学过程中面临

的挑战分析

对主观题 野您在准备或开展混合式教学过程中遇

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钥 冶进行分析袁可以归为教师尧

学生尧机构尧教学尧时间和资源六方面挑战遥 渊1冤教师方

面袁教师的态度和意愿问题最为突出遥 教师认为自己

尚未做好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准备袁部分教师甚至怀疑

混合式教学的效果遥教师还报告了自身技术素养和能

力的不足尧认知的挑战遥 渊2冤学生方面袁教师认为自己

的学生不喜欢甚至不愿意开展混合式教学袁教师还报

告了对学生自我调节学习尧 技术素养和能力的担忧遥

渊3冤机构方面袁教师报告高校教学评价尧设施支持和技

术支持等问题袁教师认为高校的课时计算尧重科研轻

教学的失衡评价影响了混合式教学的发展遥 渊4冤教学

方面袁教师考虑到了整合灵活性尧促进学生学习过程尧

培养积极的学习环境尧促进交互以及如何开展教学评

价的问题遥 野整合灵活性冶是教师最为关切的问题袁野如

何与原有教学目标尧教学内容整合钥 如何重组课堂教

学流程钥 冶是纯面授教学转换为混合式教学过程中面

临的首要问题遥 渊5冤时间方面袁教师主要担忧开展混合

式教学耗时袁会增加师生的工作量和负担遥 渊6冤资源方

面袁教师报告资源丰富性和在线视频制作的困扰遥 将

教师填写的高频关键词导入工具 WordArt中袁生成关

键词云图渊如图 1所示冤袁关键词字体越大袁表示关键

词出现的频次越高遥

图 1 教师面临的挑战关键词云图

此外袁 发现纯面授教学教师和混合式教学教师在

教学和机构方面报告的挑战最为相近袁 都表达了对整

合灵活性尧设施和资金支持的关注遥纯面授教学教师面

临的挑战主要在教师尧机构尧教学三方面袁尤其是对混

合式教学认识不足袁对如何开展混合式教学存在担忧遥

而混合式教学教师面临的挑战在六个方面均有涉及遥

五尧结论与讨论

渊一冤高校教师混合式教学总体准备度中等袁其各

维度间存在差异

本研究借鉴 E-learning准备度尧技术接受度等研

究袁构建了包含认知尧责任尧心理尧技术尧教学和环境准

备六个维度的高校教师混合式教学准备度量表遥研究

发现袁教师在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分别是责任尧认知尧

心理尧技术尧教学和环境准备遥探究混合式教学年限在

混合式教学准备度上的差异袁 发现开展混合式教学

7~9年的教师在认知尧责任尧心理尧教学尧总体准备程

度较高袁表明开展混合式教学 7~9年的教师袁既有一

定的实践探索袁又有一定的理论认识袁且富有活力遥环

境准备方面袁其评价随着混合式教学年限的增长而增

长遥 技术准备方面袁开展混合式教学 4~6年尧7~9年尧

10年以上的教师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袁 而开展 1~3年

和未开展混合式教学准备度偏低袁表明教师开展混合

式教学较少或者没有时间的袁对其混合式教学准备度

有影响遥

渊二冤纯面授教学教师和混合式教学教师行为意

向悬殊袁其影响因素不一

通过控制是否开展混合式教学变量袁探究纯面授

教学教师和混合式教学教师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袁发

行为意向 影响因素 系数渊标准误冤 值 显著性水平

纯面授

教学教师

渊N=77冤

认知 0.008渊0.077冤 0.099 0.921

责任 0.039渊0.110冤 0.351 0.727

心理 0.416渊0.121冤 3.472** 0.001

教学 0.278渊0.145冤 1.914 0.060

技术 0.073渊0.155冤 0.468 0.641

环境 0.482渊0.092冤 5.256*** 0.000

混合式

教学教师

渊N=452冤

认知 0.198渊0.049冤 4.020*** 0.000

责任 0.110渊0.057冤 1.915 0.056

心理 0.233渊0.052冤 4.441*** 0.000

教学 0.040渊0.056冤 0.718 0.473

技术 0.402渊0.070冤 5.763*** 0.000

环境 0.094渊0.035冤 2.669** 0.008

50



2022年第 1期渊总第 345期冤

现对纯面授教学教师来说袁环境尧心理准备对其影响

显著袁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遥在缺乏资金尧培训的情况

下袁技术整合通常存在许多障碍[29]遥 为促使纯面授教

学教师启动混合式教学实践袁需要提供一定的培训和

经费保障袁提升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接受意愿遥 对混

合式教学教师来说袁认知尧心理尧教学尧环境都会对行

为意向产生显著影响袁且影响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教

学尧心理尧认知尧环境准备遥 后续研究还应对不同混合

式教学年限的教师进行更深入分析袁 探究个人因素尧

内外部动机因素等影响变量遥

渊三冤教师面临多元挑战袁纯面授教学和混合式教

学教师面临的挑战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差异

研究总结高校教师面临教师尧学生尧机构尧教学尧

时间和资源方面的挑战袁绘制了教师面临挑战的关键

词云图袁 以帮助高校了解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决策难

点遥 尽管纯面授教学和混合式教学教师在整合灵活

性尧设施和资金支持上面临同样的挑战袁但在实践过

程中袁教师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袁要想提高教师混合

式教学准备度袁 高校应从不同方面帮助教师克服挑

战遥 对纯面授教学教师来说袁应先着重提高教师对混

合式教学的认识袁帮助其了解混合式教学的实际操作

步骤袁宣传混合式教学的优势遥 而随着混合式教学实

践的开展袁高校应提供教学团队渊包括助教冤的支持袁

教学团队既能提供教学和技术方面的帮助袁又能减轻

教师教学工作量遥

六尧政策与研究建议

渊一冤建立明确的混合式教学战略规划和制度袁支

撑混合式教学开展

融合线上线下教学的混合式教学将成为教学的

新常态袁必将驱动教学模式的全面变革遥 高等教育机

构首先需要突破对传统教育模式缝缝补补的旧思维袁

在线教育与传统教育的融合不是颠覆传统教育袁而是

回归个性化和终身化学习理念遥 其次袁要明晰混合式

教学的地位袁 制定混合式教学战略发展规划遥 借鉴

Graham等人的意识和探索尧早期实施和成熟实施的混

合式教学三阶段袁 Porter等人的高等教育机构混合式

教学应用框架袁 这些研究从机构的角度为开展混合式

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策略性意见[30]遥 第三袁高等

教育机构变革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袁 应在制度与标准

层面提供保障袁尽快更新高校章程以及相关的教学尧科

研尧管理和服务的标准体系袁如在课程建设经费尧课程

运行管理尧 绩效考核尧 职称评定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倾

斜袁为混合式教学发展助力遥 第四袁组建面向混合式教

学能力发展的教师设计团队 渊Teacher Design Teams袁

TDTs冤袁由跨学科团队尧促进者渊课程设计专家尧学科专

家等冤和学校管理者渊团队的组织和协调者冤组成[31]袁

具备充足的源动力和外部支持袁以协作课程设计为活

动内容载体袁通过实践尧反思发展教师的混合式教学

能力和教学效能感袁促进混合式教学可持续发展遥

渊二冤丰富疫情后混合式教学内涵及外延研究袁促

进常态化发展

霍恩和斯泰克介绍了就地循环尧 实验室循环尧翻

转课堂尧个体循环尧弹性模式尧菜单式和增强虚拟七种

混合式教学模式袁可用于高等教育领域[32]遥 冯晓英等

人分析了技术应用尧技术融合尧野互联网+冶阶段混合式

教学的内涵袁认为野互联网+冶阶段的混合式教学更注

重学习体验袁而不是技术的应用[33]遥 未来的教学形态

将是线上和线下的融合袁在线教学和混合式教学的发

展必将驱动教育教学模式全面变革袁促进教育大规模

的社会化协同[34-35]遥疫情之后袁须重新思考什么是混合

式教学钥 混合式教学适合什么钥 为什么混合钥 如何混

合钥 混合什么钥 实施的具体流程和效果如何钥 是否要

为不同混合式教学实践的教师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

培训钥为开展混合式教学实践的教师提供更多的案例

支持和实施建议遥

渊三冤加强对机构尧教师和学生等相关利益者混合

式教学准备度的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教师面临机构尧教师尧学生等挑战遥未来

研究可关注各相关利益者准备度的实证研究[36]遥 机构

层面袁以高校教学管理人员为调查对象袁了解他们是

如何感知和接受混合式教学袁 机构的特征如学校愿

景尧资源支持尧技术设施尧管理策略等是否有助于混合

式教学的创新扩散遥 教师层面袁对于那些还未开展过

混合式教学的教师袁 如何提供合适的培训尧 工具尧支

持袁帮助他们尽快实现从传统课堂教学向混合式教学

的转换曰还可继续探讨教师的混合式教学准备度是否

会影响教师专业发展偏好方式尧教师的教学满意度以

及持续的使用意愿[37-38]遥学生层面袁大部分学生是受疫

情影响开始接触在线教学和混合式教学的袁新鲜感退

却后袁他们对混合式教学的意愿如何钥此外袁由于混合

式教学环境中强调学习者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袁自我调

节学习成为成功的关键因素袁 制定合理的目标和计

划袁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评价遥 学生是否具备成功参

加混合式教学的组织尧纪律尧时间管理等自我调节技

能遥 对机构尧教师和学生这三个相关利益者准备度的

探讨可从多对象尧多维度细化问题根源袁分析其实质袁

从源头解决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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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Suggestions of College Teachers' Blended

Teaching Readiness

ZHANG Qianwei, ZHANG Min, YANG Chunxia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Education, 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510631)

[Abstract] Blended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blended teaching readiness of

college teachers in China, this study adopts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six dimensions of cognitive,

responsibility, psychological, pedagogical,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adiness. Analysis of the 529

questionnaires reveals that the overall readiness of college teachers for blended teaching is average, with higher

readiness for responsibility and lower readiness for the environment.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in behavioral

inten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face-to-face teaching teachers and blended teaching teachers. Psychology and

environment affect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traditional face-to-face teaching teachers, while cognition,

psychology, pedagogy and environment affect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blended teaching teacher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eachers are diverse, with commonalities between face-to-face and blended teaching

teachers in terms of facility support, financial support and integration flexibility. This study makes policy and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institutional top -level desig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blended teaching, and empirical study to strengthen the stakeholders' readiness for blend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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