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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基于云班课的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

李继鸿ꎬ张　 怡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ꎬ四川南充　 ６３７１００)

　 　 [摘　 要]本文对后疫情时代的传统教育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ꎬ提出了依托云班课平

台ꎬ对传统线下课堂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ꎮ 通过教学内容重构、资源体系搭建、建立动态教学评

价机制等ꎬ形成了新的线上线下“双线并进”的混合教学模式ꎬ它突破了传统课堂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ꎮ 通过以«信息技术»课程为例的实践发现ꎬ这种混合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效率和满意度ꎬ为教师提供了更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精准的教学反馈ꎮ 然而ꎬ在实践过程中也

发现有少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自律性较差、对于线上课程内容参与度不高等问题ꎬ因此

该混合教学模式仍具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ꎮ 总之本研究为同类课程混合教学改革提供可复制

的实践范式ꎬ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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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教育形态剧变ꎬ在线

教学从应急方案转化为常态化教学方式ꎮ 根据教

育部数据显示ꎬ在疫情期间全国共计有 ２.８２ 亿学生

参与线上学习ꎬ由此推动我国教育信息化进程加速

十年以上ꎮ 然而ꎬ随着疫情的结束ꎬ后疫情时代传

统教育方式受到教育信息化的影响ꎬ当前高职院校

课堂面临着三大现实困境:一ꎬ高职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产生的阶段性缺课问题较为常态化ꎮ ２０２３ 年

高职校园调研显示高效课堂每月平均 ５％ ~ １０％的

学生存在突发缺课需求ꎮ 二ꎬ«信息技术»等类似课

程实践性强ꎬ传统课堂难以满足个性化实践指导需

求ꎮ 三ꎬ高职学生对沉浸式、互动式和差异式学习
体验的需求升级ꎮ 因此ꎬ以“线下为主、线上为辅”
的混合式教育方式呈发展趋势ꎬ云班课作为国内领先

的移动教学平台ꎬ具备资源推送、实时互动、数据追踪

等功能ꎬ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技术支撑ꎬ其在职业院

校课程应用中已显现出提升课堂活跃度的初步成效ꎬ
但系统性混合教学模式构建仍需深入探索ꎮ

一、混合教学模型的概述

在后疫情时代ꎬ混合教学模式日益受到广泛关

注ꎮ 这种教学模式通过不断发展ꎬ其理论基础最早

由 Ｓｉｎｇｈ ＆ Ｒｅｅｄ 在 ２００１ 年提出的“混合式学习五要

素”ꎬ逐渐演进到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Ｋａｎｕｋａ 于 ２００４ 年提出

的“混合式学习共同体”理论ꎮ 混合教学模式强调"
面对面教学与在线学习的有机融合ꎬ是将传统的实

体课堂教学与网络在线教学相结合ꎬ旨在充分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ꎬ同时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主动性ꎮ
云班课平台ꎬ作为线上教学的重要工具ꎬ为混

合教学模式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ꎮ 本研

究通过构建的云班课混合教学模式遵循“三螺旋融

合”模型ꎬ即知识传递层(线上资源预习＋线下重难

点解析)、能力培养层(线上虚拟仿真实验＋线下项
目实操)、情感交互层(线上即时答疑＋线下小组研

讨)ꎬ形成立体化教学空间ꎮ 区别于传统 ＬＭＳ(学习

管理系统)ꎬ云班课具有三大核心优势:①轻量化设

计:无需复杂培训即可上手ꎬ适合高频次碎片化互

动ꎻ②数据实时化:课堂答题、作业提交等行为数据

实时采集ꎬ生成学情分析报告ꎻ③社交化学习:内置

小组讨论、作品分享等功能ꎬ构建师生、生生互动网

络ꎮ 这些特性为解决后疫情时代“教情动态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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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差异化”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能性ꎮ
本研究通过对«信息技术»这门课程进行教学

模式的改革ꎬ构建依托于云班课的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实施模型ꎬ从而解决后疫情时代教学课堂连续性

以及个性化学习的问题ꎮ 其具体目标包括:①建立

动态适配的线上线下教学流程ꎬ解决学生因突发事

件导致缺席课程ꎬ实现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无缝衔

接ꎮ ②通过云班课的教学过程性评价体系ꎬ对每位

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精准性的把控ꎮ ③本研究突

破传统教学方式ꎬ形成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理念ꎬ依
托云班课平台ꎬ实现了数字化的教学策略ꎬ具有理

论创新与实践指导双重价值ꎮ 形成可以复制借鉴

的混合教学改革方案ꎬ为同类型的课程提供理论依

据以及改革实施方案ꎮ
二、云班课混合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对于本次教学改革的«信息技术»课程ꎬ依托于

云班课平台提出“理论＋实践＋创新”的课程设计三

维结构ꎬ构建“三阶螺旋”内容体系ꎮ 针对基础理论

层的知识点ꎬ主要以线上内容为主ꎬ线下课堂讲解

为辅助的学习模式ꎻ针对技术实践层则以线下主导

和线上辅助的模式来完成ꎻ对于创新拓展层则是云

班课“头脑风暴”功能提交创意方案ꎬ线下组织学生

将优质方案转化为实物作品ꎬ形成" 线上创意孵

化———线下实践落地"的创新闭环ꎮ 具体的教学实

施的三阶段流程设计则为:
(一)课前:任务驱动与精准诊断(线上主导)
首先ꎬ教师可以通过云班课的“定时推送”功

能ꎬ在课前 ２４ 小时发布预习任务ꎬ并发布“前置诊

断问卷”(云班课问卷功能)ꎮ 学生则可以通过教材

完成知识点预习ꎬ并根据学期情况完成系统发布的

测试ꎬ系统会自动记录未完成学生名单ꎬ检测学生

前导知识掌握情况ꎬ自动生成学情分析图ꎮ 教师则

通过后台数据ꎬ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ꎬ基于诊断结

果动态调整教学重点ꎬ如发现 ６０％学生对所学知识

点理论概念模糊ꎬ则增加线下实操演示及讲解时

长ꎮ 其次ꎬ推送“阶梯式预习任务”ꎬ在实施中ꎬ教师

可设计分层递进的学习路径ꎬ在基础阶段通过 ８ 分

钟左右的主题微课完成认知建构ꎬ要求学生在观看

时使用五步标注法(圈术语、划步骤、标疑问、记案

例、绘导图)进行深度信息加工ꎻ进阶阶段为激发学

习动机ꎬ创设真实的任务ꎬ让学生完成相应任务从

而获取学习成就感ꎮ 对于完成优秀的同学ꎬ还可以

在课堂上给予其展示的机会ꎮ
(二)课中:双线互动与数据赋能

以线下为主的核心环节ꎬ通过精细化规划的

“１５＋２０＋５”三维课堂结构(１５ 分钟双通道精讲、２０
分钟分层化协作、５ 分钟靶向反馈)重构教学流程ꎮ

在精讲环节ꎬ教师基于实操过程中云班课“投屏直

播”展示优秀学生操作过程ꎬ并通过线上辅助模块

开通“实时弹幕答疑”ꎬ学生扫码进入专属讨论区ꎬ
教师每 １０ 分钟集中解答高频问题ꎻ启用“课堂随机

点名”功能ꎬ结合学生课前预习数据ꎬ优先提问未完

成进阶任务的学生ꎮ 数据实时应用:利用云班课

“课堂报告”实时查看学生答题正确率ꎬ若某知识点

错误率超过 ３０％ꎬ立即切换教学方法ꎬ如将理论讲

解转为案例演示ꎮ 最终形成“数据采集—智能诊

断—策略优化”的教学调节回路ꎬ使课堂动态适应

率达大幅提高ꎬ显著地提高课堂教学及学习效率ꎮ
(三)课后:分层巩固与个性指导

基础巩固方面ꎬ系统依据课程知识点智能推送

课后作业ꎬ科学配比 ８０％基础题夯实知识根基ꎬ２０％
拓展题激发思维深度ꎬ同时在截止时间前 ３ 天自动

发送补交提醒ꎬ确保学习闭环ꎻ针对缺课学生ꎬ平台

即时开放课堂实录视频ꎬ方便其随时查漏补缺ꎮ 进

阶提升环节ꎬ开设“技术答疑室”ꎬ每周二、四晚开展

线上直播答疑ꎬ学生可提前在云班课提交学习困

惑ꎬ教师对问题进行分类整理ꎬ在直播中进行系统

性讲解ꎬ提升答疑效率ꎻ设立“优秀作业展示区”ꎬ精
选代码规范、创意突出的学生作品ꎬ配以教师专业

点评ꎬ发挥榜样示范作用ꎬ营造良性学习氛围ꎮ 动

态反馈机制上ꎬ每月生成个性化«个人学习成长报

告»ꎬ详细呈现学习时长、互动次数、能力雷达图等

１２ 项核心指标ꎬ直观展现学习轨迹与能力发展ꎻ学
生还可依据报告数据ꎬ在线申请一对一教学咨询ꎬ
获取定制化学习建议ꎬ实现精准提升ꎮ

三、实证研究

为了了解基于云班课的混合教学模式对学生

学习信息技术这门课程的效果ꎬ通过选取我校 ２０２３
级计算机应用专业两个平行班作为实验对象ꎬ经过

１６ 周教学后得出结论ꎮ
(一)量化数据对比

Ａ 班(５２ 人)采用云班课混合教学模式ꎬＢ 班

(５０ 人)采用传统教学模式ꎬ都由同一位老师进行教

学授课ꎬ经过 １６ 周教学后学生学习情况对比分析如

表 １ 所示:

表 １　 量化数据对分析表

指标 Ａ 班 Ｂ 班 增长率

期末实操成绩 ８２.３±６.５ ７５.２±８.１ ９.４％

自主学习时长 ４.２ 小时 / 周 ２.１ 小时 / 周 １００％

缺课学生作业补交率 ９２％ ６５％ ４１.５％

课堂互动次数 １２.３ 次 / 课 ５.８ 次 / 课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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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效分析与问题反思

本次教学实践改革ꎬ通过对多名学生深度访谈

与多位教师进行教研室小组讨论ꎬ归纳总结出三大

核心成效结论:①混合式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学习自

主性提升ꎮ “以前上课时总是等着老师讲ꎬ现在上

课会先看云班课的视频自己试ꎬ不懂的会在讨论区

与同学探讨ꎮ 学习状态由被动的接收模式ꎬ变为主

动地去学习了解知识内容ꎮ” (学生 Ａ)②教师在上

课时教学针对性增强ꎮ “通过平台数据能清楚看到

每个学生的薄弱点ꎬ再也不用凭感觉备课了ꎬ对学

生课程重难点理解情况把握更准确ꎮ” (教师 Ｌ)③
学习连续性得到保障ꎮ “上次因家中有事请假回

家ꎬ每天看课堂回放跟着做作业ꎬ回来上课没觉得

脱节ꎮ”(曾缺课学生 Ｂ)
当然这种混合教学模式也存在这一些问题:①

如部分中老年教师存在“技术焦虑”ꎬ２３％的教师表

示在使用云班课的过程中发现其功能太多ꎬ因对软

件的不熟悉ꎬ常用的软件功能只有三四项ꎬ因此并

不能完全通过数据全面反馈问题ꎬ提升授课效果有

限ꎮ ②约 １５％的学生因设备限制(如手机配置低、
网络不稳定)影响学习体验ꎬ出现“视频加载慢”“作
业提交失败”等问题ꎮ ③通过部分课堂反馈出现

“线上线下两张皮”的现象ꎬ学生在线下实操时专注

度高ꎬ但线上讨论区存在活跃度低、线上交流较少

等问题ꎬ因此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衔接还有待进一

步改进及探索ꎮ
四、结论

通过研究ꎬ本课题构建的后疫情时代基于云班

课混合教学模式ꎬ能有效解决了突发性缺课学生的

学习连续性问题ꎬ提升了«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效

能ꎮ 研究表明ꎬ通过有效利用技术平台ꎬ结合学科

特点进行教学模式重构ꎬ能够为新的教学改革模式

探讨提供新的方向ꎬ未来需进一步突破技术工具思

维ꎬ从“融合应用”走向“创新发展”ꎬ推动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在目标、内容、方法上的深度耦合ꎮ 同

时本次研究成果为同类课程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

“目标—设计—实施—评价”闭环方案ꎬ具有较强的

推广应用价值ꎮ

参考文献:
[１]黄荣怀ꎬ杨俊锋ꎬ胡永斌.从数字校园到智慧校园:教

育技术的新发展与新境界 [ Ｊ] .开放教育研究ꎬ２０１２ ( ４):
６５－７３.

[ ２ ]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Ｄ. Ｒ.ꎬ Ｋａｎｕｋａ Ｈ.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４ꎬ ７(１): ９５－１０５.

[３]教育部. ２０２２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

[Ｚ].２０２２.
[４]王佑镁ꎬ黄荣怀.生成性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开发[ Ｊ] .

中国电化教育ꎬ２００６(４):７４－７７.
[５]陈丽ꎬ林世员ꎬ王富英.远程高等教育中混合式学习

的实践探索———以“网上人大”混合式学习模式为例[ Ｊ] .中
国远程教育ꎬ２００５(３):２７－３１.

[６]祝智庭ꎬ彭红超.智慧教育新发展:从翻转课堂到智

慧课堂及智慧学习空间[ Ｊ] .开放教育研究ꎬ２０１６ꎬ２２( １):
１８－２６.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ｓｏｔｅ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Ｅｒａ

ＬＩ Ｊｉ－ｈｏ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Ｙｉ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３７１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ｅｒ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ｓｏｔｅａｃ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ꎬ ａ ｎｅｗ ｈｙｂｒｉ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ｏｆ “ｄｕａｌ ｌｉｎ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ｔ ｂｒｅａｋ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ｅｌｆ－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ｉｔ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 ｓｍａｌ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ｐｏｏｒ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ｌｏｗ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ｔｈｉ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ｅ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ｏｕｒｓｅ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ｔ－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ｅｒａꎻ Ｍｏｓｏｔｅａｃｈꎻ ｈｙｂｒｉ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ꎻ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ꎻ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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