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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课题名称
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小学教学中的研究与实

践

负

责

人

姓 名 刘赛 性别 女 职务 教师

办公电话 手机 15900264607 职称 一级

工作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徐庄小学 任教学科 语文

通讯地址 美爱家园6号楼1门202 电子邮箱 821379625@qq.com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胡秀祥 徐庄小学 校长高级 组织与协调课题实施

葛文娟 徐庄小学 校长高级 组织与协调课题实施

张宇 徐庄小学 教务主任 撰写研究论文

芦然 徐庄小学 大队辅导员 撰写研究论文

陈迎节 徐庄小学 工会主席 课题组课例的整理

蒋洁 徐庄小学 一级教师 收集资料

张秋菊 徐庄小学 一级教师 信息技术指导

赵开邑 徐庄小学 二级教师 进行调查分析

宋义方 徐庄小学 二级教师 进行数据统计

王慧宁 徐庄小学 二级教师 撰写阶段性成果

孙璟 徐庄小学 二级教师 进行课例研究

杨麒 徐庄小学 二级教师 进行课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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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设计论证

·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限 3000字内）

（一）选题的意义

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方式，“线上授课”成为了“停

课不停学”的主要实施手段。人们对线上教学经历了迟疑——观望——接受的过程。特

别是在小学，“线上授课”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教育。

特殊的时期，激发了“线上授课”的活力，也赢得了教师、家长和学生对“线上教

育”的认可。线上授课学习，对小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全面复课即将“重

启”，疫情后的小学教育在线下教育的同时，必不可少的要受到线上教育的持续影响，如

何促进线上与线下教学方式的有机融合，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结构如何？在小学

中如何应用？效果如何？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混合式学习源于 E-Learning。上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化建设，并没有带来

E-Learning 的发展。人们开始对技术环境下的学习进行反思，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

合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自 2003 年，祝智庭首次将混合式学习概念引入国内，随后三年间，混合式学习基本

处于理论研究阶段，主要是对基本理论、概念的探索和阐释，实际应用较少，如李克东

（2004）、何克抗（2004）。这个阶段的研究，明确了混合式学习的概念，将混合式教学

与面对面的讲授、远程“在线”教学分离开，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教学模式来进行研究。

2006—2012 年间，学者对混合式学习研究总体呈现出增长态势，研究的方向主要聚

焦于混合式学习的资源和支持服务系统的研究，包括移动学习、分布式学习、混合式学

习方式的探索、学习资源的建设，基于 Moodle 的研究。

自 2012 年以后，对混合式教学、混合式学习的研究发文数量有所减少，但研究更加

深入。一方面，混合式教学的概念有了变化。基于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

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混合式教学的概念从“在线教学与面授教学的混合”，正式

演变为“基于移动通信设备、网络学习环境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情境”（Wasoh，2016）。

另一方面，混合式教学越来越关注学习者的体验。从教学设计的角度，对混合式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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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模型）、实施策略与方法、设计过程、及应用进行分析与研究。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1.理论依据

理论意义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多维教学模式，互动教学设计，是新的理论和尝试。一

方面是对传统教研、教学设计教学方式的突破；另一方面在重树教学设计新理念的同时，

发展和丰富现有的教学功能和教学方式。另外，本课题从“资源利用、教研、教学设计”

的信息化整体发展的视角出发，探索基于大数据的多种学习模式，拓展了现代学习的理

论体系和内涵，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理论研究。

2.研究假设

本研究从教学论的视角，探寻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研究结果可丰

富信息化环境下小学教学模式的理论。

本研究探寻在小学教学实践中，如何处理线上与线下教学的关系、资源的利用、教

学活动的开展以及教学效果的评价，从实证角度出发，客观地评价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小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和教学效果。

作为教学模式的重要结构，师生的相互机制也是本课题的研究范围。教师如何利用

线上资源，如何改进线下教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混合式教学能力，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师生的交流互动机制等等都将开启后疫情时代，师生交流互动机制的重构。

（四）核心概念的界定

1.后疫情时代：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的扩散，采取了一些系列的应对措施。这些

应对措施会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将在疫情之后，

会持续影响个体和社会。

2.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线上授课是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重要实施手段，

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疫情得到有效地控制之后，学校全面复课，线下教育回

归正常，已有广泛社会接受度的线上教育必将持续产生影响。线上与线下教育的融合，

利用混合式教学激发两种教育方式的影响，实现 1+1>2 的教学效果，最终达到促进学生

的发展的目的。

3.应用研究：对教学模式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探究在教育

实践中的价值，所以实证分析是十分重要的。疫情之前，学校的教育形式是以线下教育

为主。突发的疫情，非常规操作的线上教育不仅促使教学方式的转变，也在教学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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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认可。通过实证分析，探究线上与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应用价

值，推动小学教学方式的转变也是十分必要的。

（五）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小学一至六年级学生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是本课题研究的第一个重点。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

是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探寻到二者在教学实践中能够融合的关键点，在此基础上构建

混合式教学模式，明确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目标达成、操作程序、师生互动和

评价策略，是进行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

实证分析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小学应用的效果是本课题研究的第二个重点。

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评价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小学应用的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

并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最终才能形成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的教学模式。

2.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明确混合式教学的本质、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的效果、以及教学模式的

基本内涵。

调查研究法：通过对本学校教师的在线教学进行调查，了解小学在线教育的实施情

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实地访谈调查，了解疫情之后，小学教师线下教育中发生的

变化。

行动研究法：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等不断地贯穿于教学实

验之中。

（六）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

1.研究目标

遵循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原则，分析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目标达成、

操作程序、师生互动和评价策略，并通过实证分析，评价该模式在小学教学中的应用效

果。

2.研究内容

（1）小学教师在线教学能力和学生在线学习能力的调查。了解小学教师对线上教学

的开展、线上教学资源的利用、以及学生在线学习存在的困难，并提出解决策略，扫清

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的障碍。

（2）分析在小学教育中，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探寻到二者有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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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关键点，在此基础上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明确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目标

达成、操作程序、师生互动和评价策略。

3.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基础研究阶段（2022 年 4 月—2022 年 12 月）

（1）学习课题研究理论，选择研究课题，填写课题申报书，设计研究方案

（2）资料整理、座谈调查、确定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基本模式阶段，构建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与操作程序

（3）基础调查与测试阶段，对本学校相关教师的在线教学情况进行调查，并对调查

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

第二阶段：实验研究阶段（2023 年 1 月——2024 年 2 月）

对整理出来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进行尝试，以行动研究法开展研究。主要采取

对照实验法、抽样调查法等，对同一策略在低中高年级开展比较性研究，考察它们的适

应性，以寻找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基本模型。

第三阶段：实验性研究总结阶段（2024 年 3 月——5月）

准备结题：结果的整理、分析得出结论和呈现、撰写课题研究报告、整理论文与案

例。

三、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主
要参考文献（限填 10项）；
·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如职务、专业、年龄等）；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如研究资料、实验仪器设备、配套经费、研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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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及所在单位实验条件等）。
（限 1500 字内）

（一）主要参考文献：

[1]冯晓英、曹洁婷、黄洛颖.“互联网+”时代混合式学习设计的方法策略[J].中国

远程教育，2020(08).

[2]董晓.“互联网+”时代下的混合式教学探究——评《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互

联网+时代，教育变革的最佳解决方案》[J].中国教育学刊，2020(01).

[3]邹燕、冯婷莉、赵一凡.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践研究[J].中国高等教育，

2020(01).

（二）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

本课题组共有 13 名成员（其中 2 名校长，1 名教务主任，1 名大队辅导员，1 名工

会主席）大家均为区、校级骨干教师，都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工作认真负责，学习进取

心强。大家均有较强的计算机运用能力，都具有丰富的教育理论以及实践能力，论文、

微课、课件制作等多次获市、区级奖项。在教育实践中获得优异成绩。

张秋菊老师曾承担天津市教育信息技术研究“十二五”规划课题《信息技术辅助小

学教学活动的运用与研究》。多篇论文获得市、区级奖项。

刘赛老师《转述句的改法》荣获东丽区“2020 年东丽区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创新交

流活动——微课”一等奖；论文《让语文课堂灵动起来——信息技术在语文课堂中的应

用》获 2020 年天津市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论文评审三等奖。

（三）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

1.基础优势：我校积极响应教育改革，大力倡导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这为课

题的研究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2.软件优势：本课题组成员，都是一线教师，任教语文、数学、美术、体育、信息

技术等学科，经验丰富，学习能力强。

3.硬件优势：学校有良好网络计算机系统设施设备，对应用计算机网络平台进行文

献查阅、学习、研究等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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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期研究成果

阶 段 性 主 要 成 果 （限 报 10 项）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2 年 9 月——

12 月

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基

本结构
论文 蒋洁

2
2023年1月——6

月

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教育在小学教学中

融合
论文 张宇

3
2023 年 7 月——

12 月

小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效

果分析
研究报告 王慧宁

4
2024年1月——4

月

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

小学教学中的应用
论文 杨麒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限报 4项，其中必含结题研究报告）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2 年 12 月 线上教学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宋义方

2
2023 年 4 月—

—8月
小学教师线上教学能力的调查与分析 论文 芦然

3
2023 年 9 月—

—12 月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课例研讨 课例 陈迎节

4 2024 年 4 月
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小

学教学中的应用

结题研究报

告
刘赛

预期的主要成果 A.专著 B.√论文 C.√研究报告 D.工具书 E.其它

预期完成时间 2024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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