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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背景下英语教学论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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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结合数智赋能背景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相互渗透借力，发现师范院校的专业核心课程英语教学论课程

教学模式存在数字资源不精、融合方式生硬和学生能动性不足等问题，提出数智赋能背景下新的解决对策：提高新

的教学资源整合程度、设计线上线下融合新方式和学生参与互动提高兴趣等。实施改革后，学生对于革新后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认可度和满意度较高，学习能动性被激发，学习效率得到提高，同时也提升了育人实效和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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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Explor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 for English Teaching Theory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WANG Yuan，JIN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Ma’anshan Teacher’s College, Ma’anshan 243041, Anhui, China）

　　Abstract：By introduc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iveness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intelli-
gence  empowerment,  this  study  identifies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mode  of  English  teaching  theory  courses  in  normal  colleges,
such as inadequate digital resources, rigid integration methods, and insufficient student initiative. It proposes new solu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of new teaching resources, designing new blended
learning methods, and enhancing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to increase interes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students show high re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innovative blended teaching mode, their  learning initiative is stimulated,
learning efficiency is improved,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ar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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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化、5G、VR
等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地改变着人
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并展示了技术变革教育的
巨大潜能。随之而来的慕课、在线教育、数字化学习
平台这些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教育方式，正逐渐成为
推动教育变革的中坚力量。数智赋能教学以“数智+
教学”数字化平台为基础，以“学情大数据”统计为抓
手，以“网上智慧活动”为试点，用信息化助力大学英
语教学论课程的精准改革，涌现出基于数智平台的教学
模式。这种模式更具有现代化与信息化的特征，更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同时教学资源也能够得到拓展，
为培养高质量、高综合素养的英语教学人才添砖加瓦。 

一、数智赋能背景概述
“数智+教学”为赋能提速。得益于互联网的飞

速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快速来临，“数智+教学”已经
成为发展更有质量和更公平的教育教学的重要手段。
利用数智化平台，融合教学资源，打通了数据孤岛，实
现教学数智化生态化发展 [1]。 

（一）数智赋能剖析

“智慧”是教育的第四次革命的重要价值指向 [2]。
教育部出台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确指出，

要发展智能教学推动教学信息化建设 [3]。教学数智化
是指信息技术由原来的数字化向智能化升级转换的过
程，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最后
根据分析后的数据得出可行的策略，促进科学决策的
方法。数智赋能在教学领域的运用就是利用智能技术
收集教学中的数据并深挖数据背后的价值，实现科学
教学，促进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

什么是“赋能”？通俗来讲就是你不能，我使你
能，即用智能手段赋予学习者能动性，帮助学生创建自
己的学习地图。数智赋能教学在不同主体的需求基础
上，最大效率地辅助教学，并为学生提供更高效的学习
策略和沉浸式互动学习形式，帮助学生培养学习习惯、
提高学习兴趣。教师的需求主要是数智辅助下能够更
加精准地把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生课堂表现的量化
情况。数智赋能的氛围和环境下，调动了课堂教学中
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教书育人理念的传播[4]。 

（二）数智赋能混合式教学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途径大概有三条：一是线上学
习资源，二是线下组织课堂活动，三是教学过程评估。
基于数智背景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在教学过程中，善
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现代教学资源，与时俱进的教学

 
 

收稿日期：2023-06-12
基金项目：安徽省质量工程重点教学研究项目 :核心素养视域下小学英语教育专业英语教学论课程改革探索（2021jyxm1463）；校级教学研究

项目 :“五育并举”背景下情感体验理论在师范院校英语课堂思政教学运用研究（2023xjjyxm07）；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

划：核心素养视域下高职高专英语教育专业学生培养路径探索（gxyqZD2020130）；安徽省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小

学英语教育专业《综合英语》课程思政育人路径的探索与创新（2022jyxm1561）
作者简介：王　嫄（1981—），女，江苏无锡人，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 

第 40 卷　第 6 期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40，   No.6
2 0 2 3  年  1 2  月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December，2023

4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9247.2023.06.00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9247.2023.06.00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9247.2023.06.009


资源能够贴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兴趣，更容易被
学生所接受，这有助于提升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有
利于打造高质量的课堂教学。 

二、数智背景下英语教学论课程混合式教
学存在的问题

英语教学论是针对英语教育专业未来核心就业岗
位需求设计开发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是在具备了一
定英语知识和应用能力、掌握了基本的教育学、心理
学理论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理实一体化的课程，其功
能是对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面向英语教师工作岗位，
培养基础阶段的英语教学能力，为学生成为一名合格
的英语教师打下基础 [5]。但是目前该课程仍然以采用
传统教学模式居多，教学模式极其单一，或者沿用了老
套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脱离了数智赋能时代赋予的时
代特色，教学存在诸多问题。 

（一）数字资源不精
教学资源是教学模式改革中的重要方面。目前国

内大部分师范院校依旧按照原来的教学模式，以纸质
课本为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较为陈旧，跟不上数字
化、智能化时代的要求，课程教学和建设方面存在一
些问题，如：课时有限，英语教学论课程是需要学生大
量实践的，有限的课时很难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平衡；教
学内容缺少数字资源的融入或者资源重复建设，不符
合新的课程教学目标；缺乏运用数字资源的实践教学
体系，师范生实践信息化运用能力和综合素养条件不
足；在目前大数据和信息化时代，课程未能适应信息化、
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潮流，导致课程资源滥用或错用，
学生参与兴致和参与程度都不高。 

（二）融合方式生硬
数智化教学指的是借助数智技术赋能教学，从而

实现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目前存在新技术、新仪器、
新设备等“闲置”现象，智能教室使用率低下，虚拟仿
真实训室利用率很低，智能化教学环境与专业建设
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6]。从当前混合式教学模式来看，学
生更多集中于看学习材料、在线提交作业等功能，缺
少深度运用。在当前设计混合式教学模式过程中，教
师大多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呈现出的结果就是线
上线下活动割裂比较严重，线上主要采用腾讯 QQ，多
用于上传图片、视频和链接，线下依然沿用传统教师
输出型的授课课堂，简单地将这两种方式糅合，认为这
就是所谓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结合方式生硬且脱离教
学目标，脱离教材内容，未将学生的学习能动性激发
出来。 

（三）学习能动性不足
学习效果方面与预期目标还存在差距。学生学习

动力欠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课堂表现不尽如人意，注
意力不集中，利用手机终端作为辅助教学的时候，自觉
性较差，自我推动力不足，导致学习方法出现问题。传
统课堂的效率比较低下，课堂的学习时间有限，学生缺
少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自由讨论的环节，完全在教师
的指令下进行机械化学习和训练。久而久之，学生对
课堂教学失去兴趣。课中环节大量呈现理论内容，缺
少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缺少线上平台进行师
生、生生有效的讨论、思维的碰撞，获取知识的途径仅
限于课堂，无法接触或获得更多优质而丰富的线上数

字化资源。 

三、数智背景下英语教学论课程的混合式
教学应对策略

面对诸多挑战和困境，如何探索并改革英语教学
论课程的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成为当务之急。随
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疫情压力的双重考验，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成为改革的主要途径。
结合智能化学习平台搭建的多样化，打造高效交互空
间，助力学生进行线上线下活动，通过提高教学资源整
合程度、设计线上线下融合新方式和参与互动提高兴
趣三方面的教学策略探索，从而解决数智背景下英语
教学论课程模式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7]。 

（一）提高教学资源整合程度

1.创新资源整合
信息技术在不断发展与创新，社会发展形态也进

入了信息社会的发展模态。除了提高任课教师信息化
意识，还要开发数智教学资源，来源于网络平台、数字
图书馆、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的教学资源都可以运用到
课堂中，与理论课程产生自然融合。授课教师不仅需
要有善于运用数智化资源的能力，还要牢记教书育人
的初心，以师德师风教育为主线，融入课程。另外教师
应重视自身的道德形象，追求人格完美，重视教师职业
的特质修养和个性魅力，要有更高的人文目标。创新
整合模式，全方位、全过程地与课程深度结合，以“三
进”为抓手，以教学模式为着重点，全要素推进英语教
学论混合式教学模式。

2.整合数字资源
英语教学论课程的教学资源丰富，尤其在数智赋

能背景下，既有与本节课内容相符的线上优质课教学
案例、全国教学比赛视频、优秀英语课堂教学设计等
资源，又有学校历年教学能力比赛的优秀教学视频，将
其悉数导入到班课所在的资源项目类别下，通过平台
智能化归类整理，学生可随时在电脑终端、手机终端
观摩学习,把碎片化时间利用起来。除了教学视频资
源，英语教学论课程更应注重加强理论知识的整合。
理论知识原来只在课本上呈现，如今数智赋予课本以
外的“可能”，如拍摄书本内容，智能识别书中文字，
可自动形成电子文本，供学生随时在线查看学习，并能
在图片、文字上进行手写备注。

3.提升整合程度
整合程度主要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资源的

利用程度如何，利用的效果如何。通过创新方式整合
资源，能够提高教学资源的整合程度，服务于教与学。
尤其是书本资源的整合程度，影响着整个课程理论知
识的输入。智能整合后的书本内容，形成新的理论框
架结构，一目了然，更便于学生记忆理论知识的关键词。
教师在教授“理论”内容时，增加教学前沿理论，充实
预习时的内容层次；在教授“实践”内容时，教师可以
直接让学生提前感知英语教学的课堂设计和整个教学
过程，培养学生树立职业道德意识。理论与实践的教
学资源整合提高了学习效率，让学生沉浸式利用整合
后的数智资源，激发学习灵感，感悟课程的新体验。 

（二）设计线上线下融合新方式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运用过程分为三个环节：课前
环节、课中环节、课后环节 [8]，下面分别就这三个环节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6 期

44



展开详细的阐述。
1.课前环节——预热知识的铺垫阶段
如图 1 所示，在课前环节，根据“学习通”应用工

具的功能特点和英语教学论课程内容的特点，设计基
于“学习通”的课堂教学活动，上传课件以及与之有
关的图片、有声教学资源等到学习通“资料”一栏下，
为学生进行课前预习提供充足的资源。教师对预习任
务进行精心设计，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
习方法以及学习资源和学习评价测试效果。学生下载

各种资源，预习教学内容，自主完成课前学习，完成一
个学习任务点进入到下一个。教学评价可以通过“学
习通”完成评估，教师在课前就能知晓每个学生预习
情况以及平台自动统计出的预习反馈，针对这些反馈，
教师再次设计课中环节，对课中环节需要讲解的内容
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补充。课前环节利用线上资源的提
前投放可以节约课堂时间，学生能够灵活安排课前预
习的内容，有效地利用教学案例，更加深入地把握和理
解英语教学的内在规律和本质。 

 
 

资料 课件 章节 教案 教学资源库

课前上传本课程
相关资料

课前上传本课程
课件

课程系统章节
安排

课前上传本课程
教案

课前上传课程有
关视频、微课等

资源

图 1　数智背景下“学习通”课前技术辅助实施图
 

2.课中环节——注重实时评价体系的过程
在课中环节，最常用的就是翻转课堂模式，通过课

前布置的任务单，课中检测预习效果。本环节在突出
教学重难点的同时，对于学生的答疑也要在课中安排，
这样与课前环节能够前后贯通。本环节的教学设计主
要围绕教学内容，结合学习通中的各项功能，如签到、
投票、抢答、选人、主题讨论、评分、分组任务等，注重
过程性评价，自主评价，生生互评，教师评价三者结合，
反映每位学生的学习效果，如图 2 所示。其中分组任

务也是本课程常用的学习通功能之一，线上组员可分
享课中教学有关案例或者设计教学过程的内容，线下
组员讨论，或者上传教学设计，供其他同学和教师评价，
并根据评价意见修改教案再上传，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和反思能力得到提高。学生的参与度高，课堂活跃程
度也较高，线上线下的结合解决了教学重难点，并提高
了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的深度。教师在这一环节的角色
就是组织者和指导者，学生是主体，教师要及时分析课堂
教学出现的问题，注意学生学习的连贯性和递进性。

 
 

签到 选人 抢答 主题讨论 分组任务 随堂练习 评分

课中小组活
动体现团队
合作精神

课中练习实
时检查听课

情况

课中签到
统计出勤

课中选人
回答问题

课中抢答环
节增加趣味

课中讨论
思想碰撞

课中师生、生
生评分实现过

程性评价

图 2　数智背景下“学习通”课中技术辅助实施图
 

3.课后环节——巩固知识体系的提升阶段
在课后环节，学生知识的迁移是关键。首先在学

习通中布置作业是检验学生是否掌握课程内容的必要
手段。如图 3 所示，学习通中有“作业”一栏，作业类
型多样，也可以导入 word 文档形成作业或者课后测验。
还可建立作业库，每次课后作业可以从中选择并发放
给指定的学生或者指定的班级，客观题系统自动批改，
主观题需要教师手动批改，最后成绩的统计也由系统
导出，从统计数据可以分析某道题的正确率和失分率
是由什么原因导致，最终达到检测课堂学习效果的目
的。阶段性考试可从试卷库中选择，学生线上答题并
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无纸化作业也是信息化教学中的
一环，能够实现线上监考，系统会自动记录学生退出学
习通次数，可防止学生作弊，便于教师课后做出分析和
总结。同时，学习通也可以在课后布置分组任务，为下
一节课做好准备。课后环节的主要作用是老师通过作
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进

行教学反思，也让学生在课后有充足的时间迁移课堂
知识，更加巩固所学内容。

综合以上三个环节的线上线下设计，以及“学习
通”应用技术辅助教学，英语教学论混合式教学模式
设计如图 4 所示。 

（三）混合式教学背景下英语教学论课程的教学

效果

1.增加师生互动。混合式教学背景下，在课前、课
中、课后环节都增加师生互动环节，师生互动能够提
高课堂的活跃程度，增加参与度，利于学生吸收知识。
师生互动主要有以下形式：通过学习通平台的选人抢
答、投票功能，师生情境表演，师生分工协作，线上线
下充分互动等等。通过这些形式，教师不仅是课堂教
学的引导者，同样也是设计者、参与者，学生的学习兴
趣也会因为教师的深入参与而提高 [9]。

2.提高学习兴趣。学习兴趣大多来源于自身内驱
力驱使。大部分学生认为新的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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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和动力，提高学习效率，提升教学内容的深度消化。
在线上教学活动中，学生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老师布
置的每个线上任务上，做到生生参与，生生评价，扩大
了学习的深度。

3.促进课程满意度。为得到基于“学习通”的英
语教学论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和改革的反馈，利用
“学习通”数智化模块参与课堂教学，经过“学习通”

数智平台问卷调查，学生对学习通单独开设班级和学
生课程积分满意度是最高的，从数智模块“问卷”可
以看出，79.32% 的学生对本课程所采用的基于“学习
通”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满意的，不满意的只占 6.13%，
可见本教学模式深受学生好评。混合式教学可以填补

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在信息化时代，让学生利用手
机 app 在课堂上发挥其真正的价值。 

四、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成效的问卷调查
为知晓基于“学习通”的本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

改革的成效，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为本校 2021
级和 2020 级英语教育专业学生，一共 7 个班，回收有
效问卷 276 份。问卷主要围绕五个方面进行，学生对
学习通平台的满意度调查、学生对基于“学习通”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调查、学生对英语教学论
课程设计和组织形式评价、学生对于“线上”教学
参与度调查、学生对于学习通中功能使用频率和喜好
调查，如表 1。

 
 

表 1    学生对于基于“学习通”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单位：%

题目
选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满意对本课程所采用的基于“学习通”混合教学模式 44.21 35.11 14.55 4.03 2.10

开展混合式教学非常必要 37.24 34.25 24.98 2.42 1.11

混合式教学可填补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 38.41 39.15 19.83 2.01 0.60

喜欢通过“学习通”中师生线上互动方式（如抢答、签到、分组讨论等） 50.12 33.66 13.15 2.90 0.17
 

第一，学生对学习通平台的满意度调查。由于本
课程线上教学基本依赖于比较成熟的教学平台——学
习通，调查学生对此的满意度直接影响了学生对于此
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评价。经过
问卷调查，学生对学习通单独开设班级和学生课程积
分满意度是最高的，主要原因是以班级为单位的线上

课程设置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班级这门课的学习总体
情况，学生课程积分就是学生在这门课中表现的一种
量化统计，系统按照积分排名，也可以按照学号排名，
这种积分制也反映出过程性评价的一面。问卷结果总
的来说，98% 的学生对于学习通平台是十分满意的。

第二，学生对基于“学习通”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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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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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等数据

课后知识点考试

图 3　数智背景下“学习通”课后技术辅助实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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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英语教学论课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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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意度调查。从表 1 可以看出，79.32% 的学生对本
课程所采用的基于“学习通”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满意
的，不满意的只占 6.13%，可见本教学模式深受学生好
评。学生尤其喜欢“学习通”中师生线上互动方式
（如抢答、签到、分组讨论等模块），这个比例达到了
83.78%。这说明学生在信息化时代 ，接受新事物的
想法很迫切，乐于参与到线上互动的课堂活动中。
77.56% 的学生认为混合式教学可以填补传统课堂教学
的不足。

第三，学生对英语教学论课程设计和组织形式评
价。英语教学论课程采用了基于“学习通”的混合式

模式教学，从表 2 可以看出，超过 70% 的学生对于本课
程的课程设计和组织形式是比较认可的。大部分学生
认为此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提高学习
效率，提升教学内容的深度消化。学生们的认可表现
在：通过“学习通”教师可以及时得到学生反馈，及时
处理问题（65.96%）；教师对学习活动能够更好地引导
和管理 (67.69%)；教师课前上传的学习资料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 (62.81%)；课程评价方式科学合理，比较
客观反映学生学习的效果和能力 (65.83%)。通过问卷
调查，客观地评价了此教学模式，综上所述，学生大多
接受混合式教学模式。

 
 

表 2    学生对英语教学论课程设计和组织形式评价 单位：%

题目
选项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本课程基于“学习通”的教学设计比较合理 40.56 31.34 25.21 1.87 1.02

“学习通”的模块结构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动力 36.47 26.13 32.90 3.10 1.40

课程设计提高了学习效率 39.11 23.34 30.78 4.12 2.65

“学习通”平台和课堂学习结合较好 39.98 24.87 33.4 1.56 0.19

通过“学习通”教师可以及时得到学生反馈，及时处理问题 40.15 25.81 30.69 2.15 1.20

教师对学习活动能够更好地引导和管理 34.57 33.12 27.35 2.45 2.51

教师课前上传的学习资料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39.67 23.14 26.35 7.51 3.33

“学习通”的模块结构和功能合理，界面友好 38.25 20.77 35.16 3.22 2.60

课程评价方式科学合理，比较客观反映学生学习的效果和能力 33.69 32.14 31.57 1.25 1.35
 

第四，学生对于“线上”教学参与度调查。这里
的参与度是指教师在线上投放一系列“学习通”上的
功能，学生利用此功能学习新知，复习每课重点，消化
难点，全程参与。混合式教学模式做到了生生参与、
生生评价，扩大了学习的深度。学生参与率最高的是
随堂作业、考试、签到，几乎全员参与完成。尤其是疫
情期间的线上授课，签到功能可以检查学生线上上课
的出勤情况。

第五，学生对于学习通中功能使用频率和喜好。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可见，“学习通”功能使用频次由
高到低依次为：签到、选人、作业、课程资料、分组讨
论、评分。使用最少的两项功能是问卷和投票功能。
从以上结果分析得出，学生更乐于使用学习通中的师
生实时互动功能，师生互动很好地调动了课堂气氛，学
生专注力得到提高，学生对于新授知识的沉浸度较高，
线上线下活动结合，动静相宜，师生互动，课程重难点
得到潜移默化的内化。看似功能繁复的学习通，实则
针对某个教学环节都有其无法取代的作用，只要将学
习通研究透彻，结合课程内容，巧妙将两者融合，这门
课程无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 

五、结语
英语教学论课程教学采用基于智能化平台“学习

通”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此课程探索性变革，势在
必行。贯穿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数据收集，学生课
堂表现和动态成长数据智能收集，学生作业数据系统
能够及时反馈和考试成绩的智能化分析，生成每位学
生专属的智能化学习档案。数智赋能背景下的教学论

课程以其永久的数据形式存在于系统中，不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消失。数字化时代、大数据时代、智能化
时代赋予我们的不仅是时代的特色，更多的是要求我
们将教育教学融入其中，让教育教学也能推陈出新，不
是一味地局限于课堂和书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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