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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亮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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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混合式学习是在线学习与传统面对面课堂学习的有机结合,是高校教学改革的研究热点及重要发展方向之

一。在疏理分析我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模式,并借助超星教学

平台,开展基于该模式的教学实践。最后以课程的学习者为调查对象,对该模式的教学效果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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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of Fundamentals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Based on
Blended Learning

YANG Liangtao
(Engineering Training Center,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Blended learning i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online learning and traditional face-to-face classroom learning, and it is one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university teaching reform.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basic course teaching in our university, a task-based blended learning modelwas constructed,

and teaching practice based on this model was carried outwith the help of Chaoxing platform. Finally, taking the learners of the course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model wa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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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

迅猛,人们学习时间和空间得到了很大扩展 [1]。伴

随着信息技术与传统课堂教学的结合,我国的高等

教育发展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教育信息化是高校教

学改革的研究热点及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2]。

我校的在线教育资源建设经历了最早的网络课

程建设,到后来引进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课程中心,

再到现在的在线课程建设和超星教学平台。在线课

程建设旨在服务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

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可有的课程建成后从未使

用, 或者仅使用消息发布、资源下载和作业提交等

最基本的功能。学生利用在线教育资源进行学习的

频率和效率,学生对在线教育资源的认可度如何,这

些问题关心甚少或是从不关心。如何高效应用在线

教育资源是摆在高校广大一线教师面前的一道难

题 [3]。

1 教学改革背景

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移动互联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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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信息科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方式、工作

方式和生活方式。掌握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是信息社会中大学生必备的基

本信息素养。“计算机应用基础” 是我校为非计算

机专业学生开设的第一门计算机课程。本课程全面

介绍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基本操作及常用软件的使

用。其中包括计算机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Office办

公软件的使用、多媒体技术基础、计算机网络基础

以及图像处理软件的使用。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

生可以掌握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的计算机应

用能力, 提高运用应用软件解决学习、工作和生活

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将来应用所掌握的信息技术

基础知识和基本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来解决本专业的

实际问题打下坚实基础。

混合式学习是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利用在

线学习平台和传统课堂面对面学习来完成学习任务

的一种学习方式,它既包含传统的课堂学习,又包含

学生的在线学习,将传统课堂学习和数字化的在线

学习有机结合起来 [4]。混合式学习结合了课堂学习

和在线学习的优势,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

的主导性; 并能充分利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所构建

的友好逼真的学习环境,有效扩展学习的时间和空

间,让学习变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学习者通过智

能终端 (手机、平板电脑等)就可以实现碎片化的在

线学习,知识获取更加便捷,师生交流更加多元,真

正实现了传统课堂教学无法做到的因材施教和个性

化学习,从而获得更佳的学习效果 [5-7]。我校 “计算

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存在教学内容多、教学课时

少、学生人数多、师生互动少等问题,现代大学生对

即时通信技术、移动终端学习和在线学习环境有更

强烈的渴望和更快的适应能力,混合式学习的出现

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

2 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模式

传统的课堂学习模式至今仍是学校教育的主

流,师生之间可以面对面交流,更加有利于发挥教师

的主导作用 [8]。但整齐划一的学习安排, 忽视了学

生的个性特征和个性差异。在线学习中, 对教学时

间和教学地点的安排相对灵活,但对学生的学习自

主性和自律性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9]。混合式学习将

传统课堂学习和在线学习相结合,充分利用了二者

的优势,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得到了

充分的发挥。

任务驱动教学法围绕具体的教学目标,按照由

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来安排教学内容,将某个

教学知识点涉及的概念和技能融入一个个具体的

学习任务中, 让学生带着任务进行学习, 明确自己

应该做什么,整个教学过程都围绕着完成任务和解

决问题来开展,并以任务的完成和问题的解决而结

束 [10]。任务驱动教学最本质的东西是通过 “一个个

具体的任务”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通过创设适合于自主探索的学习条件与环境来完成

具体任务。

为了充分利用已经建好的在线课程, 也为了不

断探索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充分考虑

刚进校大学生计算机基础参差不齐的情况,在深入

分析混合式学习理论和任务驱动式教学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了一种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模式, 图 1

为该学习模式的学习流程图。

图 1 学习流程图
Fig. 1 Learning flow chart

为保证学生学习过程的顺利完成, 根据既定的

教学目标,将每个具体的教学内容划分为若干个独

立又相互联系的教学单元,每个独立的教学单元又

可以划分为课前预习、课中学习和课后复习巩固 3

个部分。

2.1 课前: 观看知识点教学视频

对于教师而言, 需要事先制作详细的课程学习

任务单。任务单包括了两部分内容,一是学生需要

观看的知识点教学视频; 二是与知识点相关的练习

任务。任务单是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支架。有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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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支架的帮助,学生可以更好地按照教学目标来展

开学习。对于学生而言,需要在超星教学平台上,利

用自己的碎片化时间,观看具体任务知识点的教学

视频,根据一个个具体的学习任务来探索新的知识。

在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有自身不能理解的

地方,可以通过微信、QQ等即时通信工具及时与教

师进行交流,教师要积极地指导和帮助学生建构知

识。自主学习结束之后, 学生要知道哪些仍需加强

学习,哪些知识还未理解透彻需要老师进行答疑和

辅导。同时, 学生要对自己掌握了的知识点进行梳

理巩固,对没有完全明白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汇总,让

教师能够更好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存在的问

题,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

2.2 课中: 解决重点和难点,完成任务
课中学习是本学习模式的知识构建阶段, 目的

是让学生完整地掌握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可以将一节课的课堂教

学环节分成两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阶段: 第 1

阶段是对本堂课需要学习的知识点进行回顾,讨论

其中的重、难点问题,归纳总结学生在线上自主学

习的知识点; 第 2阶段由学生完成具体的实践操作

任务,从而掌握与知识点相关的概念、原理和技能。

整个教学过程以任务为主线,让学生在任务的完成

中掌握概念和原理,提升实践操作能力,提高学生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问题,在本教学环节的第 1阶段花较少的

时间对学生在课前预习中不理解的地方进行重点讲

解和深入剖析,确保所有学生都能理解和掌握本节

课的教学知识点, 从而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对于

学生而言, 在教师对重、难点知识点进行回顾的时

候,学生要紧跟着教师的思路,认真听讲,同时回顾

自己在课前预习中不理解的知识点,带着问题进行

学习,做到有的放矢,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2.3 课后: 查缺补漏,巩固知识
课后复习是本学习模式的知识巩固阶段。基于

任务的混合式学习中,教师根据学生的任务完成情

况,归纳总结学生还未完全理解和掌握的知识点,然

后上传至超星学习平台,方便学生在课后及时进行

复习和巩固。与此同时, 学生可以登录超星教学平

台查看汇总后的知识点并修改和完善测试题。如果

学生在这一过程中遇到困难,通过微信、QQ等即时

通信工具及时与老师进行交流,也可在超星学习平

台的问题讨论模块中请教老师或同学。学生可以通

过积极有效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不断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

3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3.1 学习资源准备

为加强信息化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提升学

校的教育教学水平和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培养

质量, 学校每年都会立项资助 20 门左右的在

线课程建设项目。“计算机应用基础” 在线课

程建设项目于 2018、2019 年连续 2 年获得立

项建设, 经过 2 年的建设, “计算机应用基础”

在线课程已经在超星教学平台 (https://mooc1-

1.chaoxing.com/course/202268893.html) 上 线 并 使

用。

3.2 教学改革实践

选取 170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职学院不同专

业的一年级学生,组成 3个选课班级,采用基于任务

的混合式学习模式来学习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

从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考核评价 3个方面开展教

学改革实践。

3.2.1 丰富的学习内容

教学改革前, 由于课时有限, 计算机基础知识

部分的内容被删减, 软件操作部分也只能点到为

止,无法进行系统的学习,课堂教学无法达到上海市

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要求。教学改革后, 学习内容共

有 9章,包括 3章基础知识和 6种应用软件 (Photo-

shop、Flash、Dreamweaver、Word、PowerPoint、Excel),

总共 68个教学视频,每个教学视频的长度约 13 min,

总时长约 15 h。除教学视频外, 学习平台中还有丰

富的课程资料, 包括知识点教学视频的讲解素材、

每个章节的测试题和期末考试题库。知识点讲解素

材用于学生对照教学视频进行实践操作,从而加深

对知识点的学习;章节测试用于学生完成本章知识

点学习之后,检验和巩固所学的知识;期末考试题库

建设了基础知识题 150道,操作题每个软件 8套,考

试时由系统随机抽题。

3.2.2 灵活的学习方式

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学习

模式,学生之前从未接触并使用过,因而第一次课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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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生介绍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模式,包括学习

流程、确认课程、视频观看、作业提交、课程资料使

用和课程考核。学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登录教学平

台, 一种是使用手机下载 “学习通”APP 登录, 另一

种是使用 PC输入网址登录。学生的课前预习主要

是观看知识点教学视频,可以在手机上观看,也可以

在 PC 上观看, 观看的过程中可以在电脑上进行实

操。这种灵活的学习方式有效扩展了学习的时间和

空间,让学习变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课堂学习先

讨论交流预习中的重难点问题,然后学生完成章测

试任务并提交作业,老师答疑辅导,学习过程以任务

为主线,让学生在任务的完成中提升实践操作能力,

检验和巩固所学的知识。

3.2.3 全面的考核评价

混合式学习包括线上和线下两种学习方式, 学

习方式的多样化要求从不同的维度对学生进行评

价,既要注重学习结果,又要关注学习过程,既要有

过程性的评价,又要有结果性的评价。因此, “计算机

应用基础”课程从线上、线下学习和学业成绩 3个

方面来评价学生。线上学习从学生登录超星教学平

台观看教学视频的完成率、平台的访问次数、师生

交流互动、线上测验成绩等方面进行评价; 线下学

习从课堂学习时的考勤签到、分组交流、上机作业

等方面进行评价; 学业成绩则是指课程的期末考试

成绩。课程期末考试注重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评

价,重点考核学生的计算机应用水平。

3.3 教学效果及启示

在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中,学生们学习热情高

涨,师生之间有着良好的互动。除了系统学习计算

机知识外, 相较以往传统单一的课堂学习, 学生的

主动学习增多、课程参与性增强。超星网络教学平

台的学生统计数据显示学生积极参与在线学习并

经常交流互动,改变了学生以往课前零预习、课外

零复习的学习习惯。最终的考试成绩也表明学生对

计算机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计算机应用水平有了较

为明显的改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明

显提升。

为了解学生对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模式的认

可程度和学习情况,在本课程即将结束之际,以不计

名的方式使用问卷星对学生开展了问卷调查。问卷

共设计了 3个维度来收集信息,以下是对问卷中部

分问题的结果分析。

表 1为学生对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模式的认

同度调查。在 165份问卷中,有 81人对该学习模式

非常喜欢,占学生总数的近 50%。回答喜欢该学习

模式的学生有 155 人, 占比 94%; 不喜欢该学习模

式的只有 10 人, 占比 6%, 表明该学习模式深受学

生喜爱。

表 1 学生对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模式的认同度
Tab. 1 Recognition of task-driven blended learning

你对本课程采用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模式

评价如何？

选项 小计/人 占比/%

非常喜欢 81 49.09

比较喜欢 53 32.12

一般 21 12.73

不喜欢 4 2.42

非常不喜欢 6 3.6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5 100

表 2 为混合式学习模式对学习 “计算机应用

基础” 课程影响的分析。在 165 份问卷中, 回答非

常有效果、有效果和基本有效的共计 138人, 占比

83.64%;回答效果不大和没有效果的有 27人,占比

16.36%,说明该学习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促

进了课程的学习。

表 2 混合式学习模式对学习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影响
Tab. 2 Influence on learning the course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foundation

你认为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方式是否促进了你对《计

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学习？

选项 小计/人 占比/%

完全没效果 8 4.85

效果不大 19 11.52

基本有效 39 23.64

有效果 54 32.73

非常有效果 45 27.2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5 100

表 3 为有关混合式学习优点的结果分析。本

题是一道多选题,认为混合式学习可以提升自主学

习能力的学生有 125 人, 占比 75.76%; 其次是可以

增强学习的灵活性, 有 109 人, 占比 66.06%; 回答

可以提高学习兴趣和自我控制力的学生均占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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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回答学习资源丰富全面的学生有 88人,占比

53.33%。调查结果表明, 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可

以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控力,可以随

时随地进行学习,增强了学习的灵活性,能有效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表 3 混合式学习的优点
Tab. 3 Advantages of blended learning

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你认为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有哪
些优点？

选项 小计/人 占比/%

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

力

81 49.09

激发学习兴趣 92 55.76

有效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125 75.76

提高自控力和自律性 91 55.15

提升学习的专注度 61 36.97

学习资源丰富全面, 能
进行碎片化学习

88 53.33

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

习, 增强了学习的灵活
性

109 66.0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65 —

4 结 语

移动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

的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模

式把现代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的信息资源和教育

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是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发展

和深入应用。基于任务的混合式学习不仅是一种全

新的信息化学习模式,它更是融入了全新的教育教

学理念,给高等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学改革

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实践证明, 基于任务的

混合式学习模式,实现了教学方式从以 “教”为中心

到以 “学”为中心、教学目标从以 “知识传授”到 “能

力培养” 的转变, 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

习兴趣,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

性,将学生变为学习的主体,真正实现了学生的个性

化学习,提高了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

和教学效果,为信息化教学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学

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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