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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习通”Ａｐｐ 混合式课程学习情况调查

付静波ꎬ张金海

(新疆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ꎬ新疆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

　 　 [摘　 要]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推动了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发展ꎬ尤其对英语专业学生而

言ꎬ混合式教学模式已成为主要教学方式之一ꎮ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新疆某高校外国语学院英

语专业大一、大二、大三学生使用“学习通”Ａｐｐ 学习«英语听力»«英语口语»«综合英语»«英语

综合技能»«旅游英语»等混合式课程的学习情况ꎬ分析了学习动机、准备度、学习过程、满意度和

学习效果ꎬ并探讨影响因素ꎮ 研究结果为提升混合式课程学习效果提供了建议ꎬ包括优化课程

设计、教学方法、平台性能、评价反馈等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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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信息化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新征程时代背景

下ꎬ混合教学模式已经成为提升教学质量、提高教

学效益的重要途径ꎮ 这种将传统课堂与在线教学

平台相结合的模式ꎬ既适应了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对

新教学方式的需求ꎬ又弥补了单纯的面授与在线教

学的不足ꎮ 因此ꎬ为了满足提升教学质量与效率的

需求ꎬ对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深入研究显得尤为

必要ꎮ
“学习通”Ａｐｐ 支持混合式学习ꎬ研究其混合式

课程学习情况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研究具有多方面

的实践意义ꎮ 对学生学习来说ꎬ可以促进学生提高

自主学习意识ꎬ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ꎬ帮助提高

学习成绩ꎮ 对教师教学实践而言ꎬ为教师组织实施

混合式课程教学提供参考ꎬ提高教学效果ꎬ满足学

生个性化学习需求ꎮ 从学校教育资源配置来说ꎬ给
教育部门和学校提供改进意见ꎬ优化教育资源配

置ꎬ帮助提高教育质量ꎮ 此外ꎬ调查“学习通” Ａｐｐ
在混合式课程中的应用ꎬ可为教育技术的推广应

用ꎬ推动教育技术创新发展提供参考ꎮ
一、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混合式课程(Ｂｌｅｎ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通常被定义为

一种将传统面对面教学(线下)与数字化在线学习

(线上)相结合的教学模式ꎮ 本研究中的“学习通”

Ａｐｐ 是一款专为中国大学生设计的在线学习和课程

管理应用程序ꎬ它支持混合式学习ꎬ即结合了线上

和线下学习活动ꎮ
学习情况包括学习动机、准备度、满意度、学习

效果、学习过程以及影响因素ꎮ 学习动机能够引发

和维持学生的学习行为ꎬ使之有指向某一学习目标

努力的倾向ꎮ 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ꎬ包括外驱

动机、内驱动机、任务价值、自我效能和考试焦虑几

个方面ꎮ 学习准备度是学生在开始学习新知识或

参与新学习活动前的综合状态ꎮ 其中态度准备指

学习者稳定的心理取向ꎬ由课程态度和混合式学习

态度构成ꎬ包含价值取向、兴趣、学习信念、自我效

能和考试焦虑等因素ꎮ 能力准备主要通过学生此

前在“学习通” Ａｐｐ 混合式课程的在线学习经历体

现ꎮ 学生混合式课程的学习过程具体分为课前互

动学习、课中探究学习、课后复习巩固三个阶段ꎮ
在教育领域ꎬ学生满意度是学生对学校或教育机构

提供的教育服务的满意程度ꎬ是综合评估指标ꎬ反
映学生对教育质量、教学效果、师资力量等方面的

感受和评价ꎮ 学生混合式课程的满意度主要从教

师、学习者、课程和平台支持四个方面考量ꎮ 学习

效果是在探讨教育教学目的界定与表达过程中产

生的专业术语ꎮ 我国学者黄海涛将学习效果分为

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ꎮ 广义的学习效果涵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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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阶段积累的各类经验ꎬ包括课堂学习和课外探

索所得ꎮ 狭义的学习效果则指学生接受系统学校

教育后ꎬ在知识增长与专业技术能力提升方面的成

果ꎬ主要体现为学科知识掌握程度和运用专业技能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本研究中学生混合式课程

的学习效果指的是学生在混合式课程模式下所达

到的学习成果和进步ꎬ主要包括学习成绩、知识技

能与行为等方面获得的结果以及学习效果自评几

个方面ꎮ 影响混合式课程学习的因素涉及课程设

计、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以及平台性能几个方面ꎮ
混合式学习的核心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学习

理论ꎬ它认为知识是由学习者主动建构而不是被动

接受的ꎮ 并且强调学习者作为学习主体是通过与

环境的互动来实现知识系统的更新的ꎮ 在这种理

论指导下ꎬ教师作为学习的引导者和推动者ꎬ可以

激发学习动机ꎬ引导学生自主探究ꎬ同时承担着创

造和设计学习环境的重任ꎮ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新疆某高校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大

一至大三年级在校生为研究对象ꎬ有效样本共 ２２７
人(男生 ４７ 人ꎬ占比 ２０. ７％ꎻ女生 １８０ 人ꎬ占比

７９.３％)ꎮ 调查了英语专业学生在«综合英语» «英
语听力»«英语口语» «英语综合技能» «旅游英语»
等混合式课程中使用“学习通”Ａｐｐ 学习情况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问卷星平台ꎬ对英语专业大一至大

三 ３０８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ꎬ收回有效问卷 ２２７
份ꎬ有效率为 ７４％ꎮ 调查问卷由导语与正文构成ꎮ
导语部分向被调查者详细说明了研究的宗旨、涉及

内容、信息保密原则ꎬ并表达了对参与者的感谢之

情ꎮ 正文部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生基本

信息采集ꎬ包括性别和年级两个方面的采集ꎮ 第二

部分为混合式课程学习情况调查ꎬ从学习动机、学
习准备度、学习过程、学习效果、影响因素 ５ 个维度

设置了 ２０ 个题目ꎮ 第三部分为混合式学习综合满

意度的测评ꎬ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打分ꎬ从“非
常认同”到“非常不认同”依次对应 ５ 分到 １ 分ꎬ分
数越高表示学生的满意程度越高ꎬ对混合式学习越

满意ꎮ 第四部分为开放性问题的回答ꎮ 最后根据

问卷结果设计访谈ꎬ作为对问卷法收集数据的补

充ꎮ 本研究共收回调查问卷 ３０８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２２７ 份ꎬ有效率为 ７４％ꎮ
三、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一)问卷效度与信度

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 将有效问卷的样本数据进行

测试ꎬ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即 α 系数)来检测其

内部一致的性信度ꎬα 系数越高表示其内部一致性

越好ꎮ 如表 １ 所示ꎬ总量表 α>０.９０ꎬ表示整个量表

可信度较高ꎮ 在分项中ꎬ四个维度 α 系数都超过

０.８ꎬ可见其可信度在各维中都较好ꎮ

表 １　 信度分析结果

维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项数

行为意愿 ０.８９５ ２

感知有用 ０.９６８ ２

满意度 ０.９５１ ６

过程评价 ０.８５２ ２

ＫＭＯ 值为 ０.９３３ꎬ大于 ０.８ꎬ说明数据对于信息

的提取是非常合适的ꎻ各因子的方差解释率数值合

理ꎬ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９３.８１０％ꎬ大于 ５０％ꎬ
说明可以有效提取研究项目中的信息数量ꎮ

总的来说ꎬ这份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很

高ꎬ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科学性ꎬ能够有效区分不

同的学习体会和学习态度ꎬ能较好地测量所研究的

内容ꎮ
(二)混合式课程学习情况

１.学习动机

探讨学生的学习动机主要来源于提高成绩、个
人兴趣、教师指导以及同学互动等ꎮ

调查结果:大多数学生的核心学习动机是为了

提高学业成绩ꎬ有 ８７.２２％的学生选择这个选项ꎬ占
比最高ꎮ 老师的辅导对学生的学习动机的激发效

果显著ꎬ７０.０４％的学生选择了这个选项ꎮ 个人兴趣

也是重要的学习动机之一ꎬ相对教师辅导较次要但

稳定ꎬ有 ５９.４７％的学生选择ꎮ 而同学互动的激励效

果相对来说有限ꎬ对学习动机的影响不大ꎬ在各个

年级群体中的选择都较少ꎬ仅有 ２９.９６％的学生选

择ꎮ 还有 ５.２９％的学生学习动机主要来源于其他方

面ꎬ如完成任务、培养能力和获得学分等ꎮ
２.学习准备度

了解学生在使用学习通学习前会进行哪些准

备工作ꎬ如设定学习目标、确保设备电量充足、找到

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以及安排学习时间等ꎮ
调查结果:学生在进行学习前的准备中普遍会

重视硬件和环境的适配ꎬ“学习前确保设备电量充

足”和“找到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的准备工作在各

个年级和性别的群体中被选择的比例都相对较高ꎬ
分别有 ７６.６５％和 ６３.８８％的同学选择ꎮ 超过一半的

学生会提前进行“设定学习目标”这一准备ꎬ占比

６１.２３％ꎮ “学习时间的安排”在这方面的选择相对

来说比重要低一些ꎬ有 ５５.０７％的学生选择ꎬ低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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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重视程度相对高年级群体较高ꎮ
３.学习过程

了解学生通过哪些途径获取课程更新通知ꎬ包
括“学习通”Ａｐｐ 推送通知ꎬ微信、ＱＱ、钉钉群通知ꎬ
老师通知ꎬ同学告知等ꎮ 了解在学习过程中学习方

式是否更加多样化ꎬ自主学习的时间是否增加ꎬ学
习时间是否更灵活ꎬ学生是否能跟上学习进度ꎮ 了

解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或问题时是通过哪些方

式解决ꎬ包括请教老师或同学、讨论区留言讨论、上
网寻找和自己思索等ꎮ

调查结果:学习过程中ꎬ学生主要是通过“学习

通”Ａｐｐ 推送通知得知课程更新ꎬ有 ９０.３１％的学生

选择ꎮ 其次是老师通知和微信、ＱＱ、钉钉群消息通

知得知课程的更新ꎬ分别有 ７３.５７％和 ６３.４４％的学

生选择ꎮ 多数学生感觉“学习通”Ａｐｐ 的学习方式

是多元的ꎬ有 ８０.６２％的学生选择ꎮ 同时有 ７８.４１％
的学生认为自己自主学习的时间增加了ꎮ 但在学

习进度的适应上存在一定个体差异ꎬ８１.５％的学生

感到学习时间变得更加灵活了ꎬ但也有 ８.３７％的学

生表示自己学习进度跟不上ꎮ 并且 ８０.１８％的学生

会通过请教老师和同学以及上网查找答案解决学

习问题ꎬ是最主要的方式ꎮ
４.学习效果

对学生知识留存特点进行了调查ꎬ探究知识记

忆效果ꎬ包含看到的知识、听到的知识、实践学到的

知识、笔记学到的知识以及讨论和交流学到的知识ꎮ
调查结果:学生在“学习通”Ａｐｐ 混合式课程中

的学习效果有以下知识留存特点:４１.７２％学生认为

通过实践学到的知识ꎬ记忆最牢ꎮ ２０.６９％学生对看

到的知识ꎬ记忆效果较好ꎮ １６.９％学生认为通过笔

记学到的知识ꎬ有一定的效果ꎮ １３.１％学生通过讨

论和交流学到的知识ꎬ记忆效果一般ꎻ而 ７.５９％学生

对听到的知识ꎬ记忆效果最差ꎮ
５.影响因素

调查网络连接稳定性、课程内容的难度、学习

时间的管理、学习动力及态度以及其他因素对混合

式课程学习效果的影响ꎮ
调查结果:７０％学生选择“网络连接稳定性”这

一客观制约因素ꎮ 有 ７８.８５％学生选择“课程内容的

难度”ꎮ 大一大二年级 ７７.２７％学生选择“学习时间

的管理”这个因素ꎮ 有 ５９.７４％学生选择“学习动力

及态度”ꎬ但相对学习时间管理的影响较少ꎬ低年级

学生易受主观时间管理能力的影响ꎮ
(三)混合式学习综合满意度测评

我们把量表题分为四个维度ꎬ分别如下:
①行为意愿:
ａ１ 我很愿意在混合式教学中学习

ａ２ 我会积极地参与到学习通混合式课程学习

活动中

②感知有用:
ｂ１ 我觉得通过学习混合式课程我的学习效率

有所提高

ｂ２ 我觉得混合式学习方法ꎬ能让自己的学习成

绩更好

③满意度:
ｃ１ 我可以很轻松地适应学习混合式课程

ｃ２ 学习通混合式课程ꎬ满足我随时随地学习

需求

ｃ３ 我对老师在学习通混合式课程中服务和管

理很满意

ｃ４ 我对混合式课程学习后收获的知识和能力

很满意

ｃ５ 我认为学习通混合式课程资源丰富多样

ｃ６ 我对混合式课程在线学习ꎬ总体比较满意

④过程评价:
ｄ１ 我认为混合式课程评价的主体是多元的ꎬ既

能让教师参与其中ꎬ又能让学生参与其中

ｄ２ 我认为学习混合式课程的评价是相对公

正的

调查结果:研究分析了它的平均值和标准差ꎮ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到ꎬ各维度的指标平均得分均超过

中值 ３ 分ꎬ标准差值低于 １ 分ꎮ 学生对“学习通”
Ａｐｐ 混合式课程学习的满意度是较高的ꎮ 从两个维

度来看ꎬ行为意愿分值好于感知有用ꎬ每道题分值

均在平均值 ３ 以上ꎬ其中较高分值的 ｂ１ 我觉得通过

学习混合式课程我的学习效率有所提高ꎬ平均值为

３.９２５ꎬ较低分值的 ｂ２ 我觉得混合式的学习方法ꎬ能
让自己的学习成绩更好ꎬ平均值为 ３.８８５ꎮ 由此可

见ꎬ外语学院的学生在混合式学习时ꎬ更有学习意

愿和学习动力ꎮ 根据图表中各题得分平均值和标

准差所示ꎬ直观地说明外国语学院学生对混合式学

习的总体满意度较高ꎬ平均成绩基本都在 ４ 以上ꎬ而
外国语学院学生使用“学习通” Ａｐｐ 进行混合式学

习时ꎬ在课程和学习需求上都能得到更好的满足ꎬ
在服务和管理上也比较满意ꎬ在收获上也比较满

意ꎬ但 ｃ１ 我可以很轻松地适应学习混合式课程的平

均值为 ３.９０７ꎬ因此对于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来说ꎬ混
合式学习模式并不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复杂学

习模式ꎬ但在备考和适应模式上仍有一定的改善余

地ꎮ 对于 ｃ５ 我认为学习通课程资源丰富多样最为

满意ꎬ平均值为 ４.１１５ꎬ由此可见学习通课程资源的

设置多样性和广泛性是较好的ꎮ 过程评价维度ꎬ每
道题的平均值在 ３~４ 分之间ꎬ因此学习过程评价的

公正性相对较好ꎮ 具体到各层面而言ꎬ其中对于 ｄ１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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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混合式课程评价的主体是多元的ꎬ既能让教

师参与其中ꎬ又能让学生参与其中ꎬ平均值为 ４.１４１ꎬ
说明过程评价在个体参与度上实现的较为到位ꎮ

但对于 ｄ２ 我认为学习混合式课程的评价是相对公

正的ꎬ平均值为 ３.９４３ꎬ说明整体的公正性还有待改

进和提升ꎮ

表 ２　 基础指标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我很愿意在混合式教学中学习 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９２５ ０.８５６ ４.０００

我会很积极地参与到学习通混合式课程各项

学习活动中
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９８７ ０.８３９ ４.０００

我觉得通过学习混合式课程我的学习效率有

所提高
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９２５ ０.８５１ ４.０００

我觉得混合式的学习方法ꎬ能让自己的学习

成绩更好
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８８５ ０.８６０ ４.０００

我可以很轻松地适应学习混合式课程 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９０７ ０.８３９ ４.０００

学习通混合式课程ꎬ满足我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的学习需求
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０４４ ０.７６３ ４.０００

我对任课老师在学习通混合式课程中的服务

和管理很满意
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０８８ ０.７１１ ４.０００

我对混合式课程学习后收获的知识和能力很

满意
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４ ０.７９５ ４.０００

我认为学习通混合式课程资源丰富多样 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１１５ ０.７５６ ４.０００

我对混合式课程在线学习ꎬ总体比较满意 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０４８ ０.７５４ ４.０００

我认为混合式课程评价的主体是多元的ꎬ既
能让教师参与其中ꎬ又能让学生参与其中

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１４１ ０.７２１ ４.０００

我认为学习混合式课程的评价是相对公正的 ２２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９４３ ０.７７１ ４.０００

　 　 (四)开放性问题

问题:(１)我在学习通 Ａｐｐ 混合式课程中遇到

的困难或问题是? (２)我对学习通 Ａｐｐ 混合式课程

有哪些建议或意见?
调查结果:开放性问答中学生们提出了一些遇

到的困难问题ꎮ 其中反映比较突出的是网络连接不

稳定ꎬ学习任务重ꎬ没有及时公布答卷等问题ꎮ 另

外ꎬ要求较高的自主学习能力ꎬ以及章节作业截止时

间不明确等问题ꎬ都让同学们犯了难ꎮ 虽然“学习

通”Ａｐｐ 混合式课程为学员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方

式ꎬ学习自主性也较高ꎬ但在网络连接、学习任务量、
答案揭晓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ꎮ

(五)访谈

访谈设计: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设计访谈提纲ꎬ每
班抽取 １ / ４ 学生进行半结构化小组访谈ꎬ每组 ３ ~ ４
人ꎬ具体了解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态度、动机、效果

和满意度ꎬ作为对问卷法收集数据的补充ꎮ
访谈结果: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了许多学生在

进行混合式课程学习时的具体情况ꎮ 成绩较好的学

生能有效利用线上资源实现深度学习ꎬ通过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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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提升效率ꎬ并享受技术赋能的成就感ꎻ成绩中等

生肯定了线上互动的安全感ꎬ但受限于同伴互评质

量与多任务处理压力ꎬ同时对是否能取得好的学习

成绩存在一定的考试焦虑ꎻ成绩较差的学生普遍陷

入“数字倦怠”ꎬ表现为被动完成学习指标(如挂机

刷课时)ꎬ同时表示屏幕的使用时间有所增长以及对

系统提示有压迫感ꎮ 然而核心的矛盾集中在对评价

体系公平性的质疑(如互评形式主义)和对技术使

用实际效果的质疑(使用频次不等于学习投入)ꎮ
四、问题建议与优化策略

(一)课程设计建议

１.优化课程内容结构

调查得出学生学习混合式课程的核心学习动机

是为了提高学习成绩ꎬ同时针对许多学生存在考试

焦虑、备考压力和被动完成学习指标的问题ꎬ课程内

容设计应更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实用性ꎬ满足学生

对提高学习成绩的期望和需求ꎬ而不仅仅是为了刷

学分ꎮ 可将课程知识点与实际应用案例相结合ꎬ如
在语言学习中增加文化差异等实用场景的内容ꎬ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ꎬ提高学习效果ꎮ

２.合理安排课程难度

针对影响因素中学生反映的课程内容难度问题

和学习动力及态度影响ꎬ应依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

水平ꎬ对课程内容进行分层设计ꎬ设置不同难度层次

的学习模块和任务ꎬ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ꎮ 让

基础薄弱的学生能够跟上学习进度ꎬ避免产生逃避

倾向ꎮ 基础较好的学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ꎬ较大

地提高他们的学习动力ꎮ
３.增加课程趣味性和吸引力

鉴于学生的学习兴趣是重要的学习动机之一ꎬ
结合“学习通”Ａｐｐ 多元学习方式的特点ꎬ可融入更

多的趣味性学习元素ꎮ 如语言学习中的外语电影配

音、歌曲演唱、文化故事分享等互动性、趣味性较强

的内容ꎬ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ꎬ增强学习的感

染力ꎮ
(二)教学方法建议

１.加强教师指导与互动

鉴于老师的辅导对学生学习动机的激发效果较

为显著ꎬ同时在学习过程中请教老师和同学为大部

分学生解决学习问题的主要方式ꎮ 教师应充分利用

“学习通”Ａｐｐ 的互动功能ꎬ如在线答疑、讨论区互动

等ꎬ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ꎬ与学生进行积极的交流互

动ꎬ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ꎬ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ꎮ
２.以学生为中心ꎬ分层个性化指导

在以上的问卷调查结果和访谈结果中ꎬ都有体

现不同学生在进行混合式课程学习时的个体差异ꎮ
如低年级群体受自制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影响较

大ꎬ部分学生能很好地适应混合式课程学习ꎬ但也有

部分学生对此感到困难ꎮ 对此教师应正确看待学生

在英语学习能力上存在的差异ꎬ并针对这些差异提

供个性化的教学支持ꎮ 实践中ꎬ教师可先对学生的

英语学习能力进行全面的评估ꎬ然后根据评估结果

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层次ꎬ如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

次ꎬ每个层次的学生将接触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学习

材料和教学方法ꎮ
３.开展合作学习与小组活动

针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待提高以及学习任务

冗杂的问题ꎬ可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任务和小组

活动ꎮ 如小组作业、项目研究、角色扮演等ꎬ让学生

在合作中相互学习、相互督促ꎬ共同完成学习任务ꎬ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ꎮ

４.结合多种教学方式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通过实践进行学习的记忆效

果最好ꎬ“眼见为实”“笔记为实”以及互动讨论的记

忆效果比较差ꎮ 结合混合式教学的优势ꎬ重视实践

教学的方式ꎬ同时综合运用图像法、讲授法、讨论法、
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教学方法ꎮ 如在语言学习中ꎬ通
过讲授语法知识、分析优秀范文案例、进行写作实践

等方式ꎬ让学生在多种学习方式中巩固知识ꎬ提高学

生综合运用能力ꎮ
(三)平台优化建议

１.提升网络连接稳定性

解决网络连接不稳定问题可与网络运营商合

作ꎬ优化校园网络环境ꎬ保证网络的稳定ꎬ减少因技

术问题导致的学习效果降低ꎬ使学生在使用“学习

通”Ａｐｐ 时可以顺利进行课程资源的访问、视频的观

看、作业的提交等活动ꎬ避免因网络问题导致的学习

中断和数据丢失ꎮ
２.明确截止时间和及时公布答案

对于作业截止时间不明确ꎬ答案公布不及时的

问题ꎮ 可在“学习通”Ａｐｐ 上设置明确的学习任务截

止时间ꎬ提前告知学生ꎬ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学

习任务ꎬ同时ꎬ在适当的时间及时公布答案和解析ꎬ
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ꎬ及时查漏补缺ꎬ对所

学知识进行巩固ꎮ
３.优化平台功能和界面设计

学习资源的丰富性得到了较高的认可 (平均

４.０８分)ꎬ但可进一步优化保证它的分类清晰ꎬ便于

导航ꎮ 可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和使用习惯ꎬ进一步

优化“学习通”Ａｐｐ 的功能和界面设计ꎬ按课程章节、
知识点、学习目标等ꎬ设置详细的学习资源目录ꎬ便
于学员快速查找和运用ꎮ

４.及时的消息通知

针对多数学生是通过“学习通”Ａｐｐ 消息推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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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混合式课程作业以及考试信息的更新ꎬ需确保消

息通知到位ꎬ可多渠道覆盖、分时精准推送ꎬ并进行

权限的引导优化ꎬ如在关键场景弹窗引导开启通知ꎬ
说明接收消息的重要性ꎮ

(四)评价反馈建议

１.构建多元评价体系

考虑到评价个体多元的特点ꎬ应构建多元化的

评价体系ꎮ 综合学生课堂表现、在线学习、作业完成

情况、考试成绩、小组协作、实践能力等多个方面对

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进行综合性、客观性、公
正性评价ꎮ

２.提高评价公平性

针对评价公平性的问题ꎬ可以明确评价标准和

规则ꎬ使教师在评价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来评分ꎬ减
少主观因素的影响ꎬ同时对评价过程进行监督和管

理ꎬ及时发现并处理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ꎬ保证评

价结果的公平性和可信度ꎮ
３.加强互评质量监督

针对互评质量堪忧的问题ꎬ加强对互评过程的

指导和监督ꎬ教师要把互评的目的、标准、要求等明

确给学生ꎬ并提供互评实例ꎬ对学生进行培训ꎬ使其

互评能力得到提高ꎮ 同时ꎬ建立了互评质量监测机

制ꎬ抽样检查分析互评结果ꎬ对互评中出现的问题及

时发现并处理ꎬ保证互评质量和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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