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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urse teach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would occupy an extremely important 
status to arouse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with living up the classroom.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diversity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interaction has been appeared. Beside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classroom 
quiz, various novel interaction models such as classroom discussion, presentation show, online chat message or 
real-time Q&A are derived from it. Teaching interaction has been ascended both from the content and operation 
dimension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cours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 the new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 
which to adapt blending learning. Finally, the teaching effect has been evaluated with comparing it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interaction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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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大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良好的师生之间交互能够起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提升教学的效果，

其在课堂教学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教学平台的引入，教学交互的方式也出现了

多样化的转变。突破课堂问答的传统模式，教学交互又衍生出课堂讨论、学生现场演讲展示、网络互动留言、

网络即时聊天互动问答等多种模式。教学交互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运行维度上都有了提升。本文以实际教学课程

为基础，着重讨论了在适应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的新的教学交互方案，比较了其与传统教学交互模式之

间的异同点，最后论证了其具体使用方式和教学效果。 

关键词：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交互，比较研究 

教学交互——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在课堂面授教学

过程中，发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地，与教学相关地交

流与互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多

媒体技术、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不断被引用传统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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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中，多平台、多角度、立体化的线上线下混合

教学环境为教师和学生们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交互

角度与场景。无论是在传统教学环境中还是在信息化

教学情景下，教学交互都是教学中的重要的教学方式，

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最能够体现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

有效的教学交互对教学效果有促进作用，因此，教学

交互的质量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教学质量。 

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更丰富多样的交

互类型和交互形式也逐渐出现在了传统的课堂教学

中，例如人机交互、人与网络教学资源之间的交互等

等。传统教学中的交互手段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等，

无法做到足够地、及时地、高频率地交互，所以需要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线上交互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交

互机会。因此，研究混合式教学中的教学交互，分析

其交互影响因素，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支持特点，根

据线上(online to online)线下(face to face)的教学环境

和特点，设计不同内容的教学交互活动，让学生尽可

能地参与到混合学习中来。给教学交互设计和混合式

教学的实施提高一些参考，也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混合式教学中交互的特点，与传统课堂中的

交互模式的区别 

课堂交互，通常是指参与教学活动的教师和学生

通过语言、文字、表情、动作等多种方式进行相互交

流，双方面之间互相表述观点的互动。这种互动对教

学活动有着较大的影响，良好的交互效果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活跃课堂教学的气氛，引导学生的注意力始终

与教师的授课思路保持一致，有利于帮助学生对知识

点的记忆和理解，从而提升教学效果。那么一般来说，

教学活动中的课堂交互具有哪些特点呢？班杜拉在

“交互决定论”（reciprocal- determinism）中提出：无

论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教学环境下，环境因素、人的

行为、人的内在特征这三种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和决定

着彼此之间的特点，三者之间相互影响，互相作用。

[1-4] 

按照我们传统的教学习惯，在目前大多数的本科

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讲授知识，主要

的课程教学流程也是教师个人的陈述以及板书，而学

生在绝大部分时间中是在听课和记录板书笔记。显然，

此时的课堂交互主要体现为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听

讲，另外学生记录教师写出来的板书、记录笔记等教

学资源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教学交互，是一种典型的人

与教学资源的之间交流。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种课堂教学模式并不能真正的称之为交互，或者说

是一种单向信息交流。从整体上来看，现阶段我们大

多数本科教学的课堂教学气氛都显得比较沉闷，教师 

的教学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都无法被充分

的调动起来，教学效果自然不算理想。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在线教学平台的

逐步成熟，很多教师都开始利用各种在线平台构建了

网络在线课程，为学生提供了诸如教学视频、电子课

件讲义、在线测试题和课后自主作业等多方面、多媒

体电子化的教学资源。并且，教师们在实际授课过程

中也有计划、有目的地使用网络教学资源进行部分或

者全部知识点的教学，这也就从根本上逐步推动了混

合式教学模式的产生和快速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在

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相较于传统课堂而言，教学交互

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传统课堂教学环境中只有

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信息交流。而混合式课堂中，

学生则会增加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会增加与教学

资源之间进行互动的主观性。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

一方面是由于学生面对的教学资源不一样了，由原来

的枯燥静态的板书、文字、图片转变成了生动动态的

网络视频、动画、动图、互动弹幕等等；另一方面，

借助网络平台和即时通信技术的便捷化、动态化、高

度互动化的特征，给予了学生们更大的吸引力，使得

教学过程更贴近年轻学生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让他

们更容易接受这种与教学资源之间的交互方式。  

因此，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从传统课堂面授到现

代的混合式教学环境，教学互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教师主动、学生被动。传统面授

教学模式中任课教师往往是绝对的主体。从教学方案、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资源到每节课的所有授课

内容都会由教师根据以往授课经验来全面设定。学生

全程基本上都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因此，此时的教

学交互主要存在于学生和静态教学资源之间，而教师

和学生之间的互动非常有限。第二阶段：学生主动、

教师协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出现不但推

动了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同时也给教师和学生都带

来了认知水平的变化。在混合式教学阶段，通过线上

线下学习，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课堂教学环节的

细节设定、教学平台的功能操作、教学板块的分布安

排以及教师上传教学资源的适宜程度都会有很大的

影响，当然也会影响到教师在整个课程中主导作用的

发挥。学生和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权将逐步

发生逆转：学生会针对教学资源、教学环节甚至教师

掌控课堂水平表述自身看法。任课教师在接收到学生

对于课程教学的相关意见后需要做出积极回应和解

释，并尽可能对教学资源和课程教学计划进行进一步

的调整和优化。在这一阶段，正式因为多种类型的动

态多媒体教学资源的引入以及网络技术的全面应用，

学生对于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得到了充分地调动，

学生与教学资源之间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会

明显增多。第三阶段：学生、教师平等互动。在混合

式教学模式发展过程中，教学交互占据着非常重要的

地位。学生对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任课教师的对于

学生的疑问和意见的及时回应将有助于混合式教学

进程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平台期并保持稳定。此时，学

生们的学习习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生们会

逐步适应混合式学习的节奏。任课教师也就能够根据

阶段性学习效果和学生们针对各个知识点的学习问

题反馈来设定更加合理的教学资源和互动方式。学生

与教师之间的交互可以延伸扩展到线上和线下的任

意一个教学时间和空间中，线下的师生互动讨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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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课堂面授时间的主导模式，线上通过及时互动软

件和网络平台的讨论区师生之间也可以随时共享和

课程内容相关的最新资料和研究进展，学生与教师之

间还可以就课程内容和学习难题甚至线上资源的充

盈程度进行全方面的沟通。 

2. 混合式教学模式中教学互动的类型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实际教学实践分析，我

们认为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教学交互的类型划分可

以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来进行。首先，从交互的对

象来看，可以分为教学活动参与者与教学资源之间的

交互，以及教学活动参与者们自身之间的交互。并且，

参与者之间的交互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交互，以及学生们之间互相讨论互动两种。

第二，从与教学资源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分为教师

与教学资源之间的交互以及学生与教学资源之间的

交互两种。教师与教学资源的交互包括教师指定教学

计划、编写教案讲义、录制教学视频、拟定作业练习

和测试题目等等。学生与教学资源的交互则包含阅读

和记录教学笔记、观看教学录像、完成课堂测试与课

后练习等等。第三，从交互模式上来看，可以分为一

对一交互和一对多交互。一对一交互通常会出现在课

堂中的即时问答环节或者网络平台的发帖问答阶段，

而一对多交互则主要是教师课堂讲授或者网络讨论

区答疑阶段会出现。第四，从交互的实时性来看，还

可以分为即时交互和非即时交互两种。传统的课堂面

授主要都是即时交互，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讲解知识

点，学生当堂听讲记录理解，一般下课后教师与学生

的交互就停止了，绝大部分的知识内容需要学生自己

去理解消化。而网络教学平台的出现，为非即时教学

交互提供了良好的实现条件，在常规教学时间结束后，

教师和学生依然可以通过留言版、电子邮件、讨论区

在线方式向教师进行提问、接收教师对相关问题的解

答，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桎梏，扩大了教学互动的

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由此可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可以发现不同的交

互类型。并且，不同的教学交互方式也会适用于不同

的教学模式或教学环境下，所以，根据实际课程的教

学计划和安排，针对不同的知识点内容安排合适的教

学互动方式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3.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教学互动方案的选择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教

学互动设计，必然会与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教学互动方

式有所区别。 

从目前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来看，混合式教学与传

统教学模式之间核心的区别就在于对于线上线下教

学资源的使用方法上。因此，在混合式教学模式背景

下，对教学交互方式设计也就应当以混合式教学为逻

辑起点，以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种教学方法各自优

势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课程培养目标体系大致不变的

前提下，综合形成若干个极具针对性的教学互动设计

方案，从而达到真正有效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一

般来说，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教学流程如图1所示。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学活动可以从现实教学和线下

课堂面授两个维度来进行区分。以本人所授的“现代

交换技术”课程为例，在课程准备和教学设计阶段，

我们已经依照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的要求将课程的

全部知识点进行了分类,一部分知识点适合进行直接

地课堂面授，另一部分知识点适合进行线上教学，还

有一些知识点则非常适合学生自主学习后进行小组

讨论。[5-7]  

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在进

行授课之前，首先准备课程所需的教学资源，例如课

堂面授所要用到的讲义和教案，线上教学所需的教学

视频、动画和网络资料等；然后在课堂面授阶段详细

讲解知识点内容；在自主讨论阶段对学生进行思路引

导、问题解答和内容补充。而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

则拥有更为主动化的学习方式。学生可以在课前及课

后通过线上平台完成个人的预、复习任务，也可以通

过网络平台进行分组交流讨论；在线下课堂中，学生

也可以进行小组研讨和成果汇报，独立或合作完成教

师布置的学习报告和阶段测试。 

为了能够充分发挥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特点，更好

地调动师生的积极性去参与教学活动，参与教学互动，

结合实际课堂教学，我们依托课程知识点的分类为基

础，从师生课堂面对面和网络教学平台两种视角对混

合式教学模式下的教学交互方式进行设计。以本人所

承担的“现代交换技术”课程为例，该课程是本校首批

重点支持建设的“在线示范课程”，也是首批进行“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与改革的课程。我们在对课

程进行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一直努力尝试用

创新式的视角来审视整个教学的过程，希望能找到一

种与混合式教学模式相契合的实施方案。 

教学设计是教师在进行日常教学活动之前的一个

重要环节。为了保证教学任务能够按时顺利的完成，

教学设计包含了诸如教案、教材、具体知识点的教学

方法选择等多个方面。但在本文中，我们重点聚焦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教学设计中关于教学互动

方面的内容。 

通过对课程整体知识结构的梳理和归纳，我们发

现教学计划中的有一部分知识点（例如“程控交换机

的基本结构及主要功能”这类的陈述型知识）比较适

和于在课堂上由教师进行详细的讲解。针对这样的知

识点，我们采用的是面对面的授课方式。那么此时我

们就可以采用讲授为主，师生问答为辅的交互模式，

穿插着一些讨论、展示、探索与评价的方法来进行。

面对面教学模式下的主要教学活动是课程知识点的

讲解。但是，本着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表达能力，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的原则，我们也

会尽量多的丰富提问的方式。提出的问题也不仅仅局

限于简单的对错题，而是会围绕知识点内容为核心，

以课程知识体系为线索，以贴近工程应用的实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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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分析题、项目设计方案讨论题、设计方案查错

改错题等等。 

除了陈述型知识点以外，该课程中还具有其它类

型的知识点，比如“电路交换和分组交换的基本概念

和特点”这类概念型知识点。在概念型知识的教学过

程中，教师既要熟悉学生的思维特点、又要摸索清楚

学生的学习思维习惯，从分析学生的学习思维特点入

手，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思路、破解学生可能遇到的

思维困境。此外，在授课的时候通过学生的反馈来及

时调整教学方案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因此，通过在

线教学平台在线直播讲授时的互动教学氛围，更有利

于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也更有利于学生对

于概念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所以，对于此类型的知

识点我们可以采取网络直播互动的教学互动方式来

实施教学活动。 

另外，本课程中还有一种规则型知识点。主要是

指在经过一定的学习时间后，为了解决理论上或实际

工程应用场景中所遇到的问题，能够使用到的一系列

规律、原理、方法或公式等等。例如：“程控交换系

统中对于多话路通信呼损率的计算、程控交换系统的

话务量等工程指标参数的计算”等等。对于此种需要

较长时间进行思考消化的知识点，我们考虑放弃使用

课堂面授或者网络直播等即时互动的模式，而是改为

通过网络教学平台的公告栏、讨论区等互动交流版块

进行发布，学生则可以在直播课程之外的时间随时主

动去获取。而学生计算推导的数据和结论也可以即时

通过网络平台上传，以方便教师进行批改。因此，对

于这种规则型知识的教学互动策略，我们是充分利用

网络线上教学平台作为桥梁来完成与学生们之间的

互动和交流。 

4. 教学实践结果分析和结论 

上述的以知识分类为基础的教学互动模式选择，

我们在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也正在逐步推进使用。同时，

教学团队的老师们也会课堂提问，调查问卷，网络互

动等各种形式与学生进行交流，了解学生对此种教学

互动模式的适应情况、存在的问题等等。从教学实践

及学生们的反馈来看，以知识分类为基础，充分利用

在线平台的特点进行的多维度教学互动方案是很适

合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中使用的。大多数学生

对此的反馈指出此种教学互动方案可以较好的激发

他们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培养他

们的工程实际思维，帮助他们理解相关的概念，从整

体上把握课程的知识结构。因此，可以说依托知识分

类为基础的交互方案将会是混合是教学模式中一种

非常有潜力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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