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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国家开放大学建校 40周年，也是国家开放大学的

“质量年”。学校着眼于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集中力量抓质量，

凝心聚力创特色”，全面开启狠抓质量新征程。2020年 1月 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国家开放大学调研

时强调着力提升质量，推动职业教育改革任务落地见效。在此社

会背景下，对电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现状进行调查，数据显示，有

58%的学生上电大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获取文凭，学英语是为通过

考试而学的学生高达 75%，因为家庭和工作原因无法保证到课的

学生也高达 67%，还有 38%英语基础差的学生满怀希望来到电大

求学圆梦，却发现英语成了“拦路虎”。针对这样的现状，寻求一

种可以打破时空限制的、全新的、灵活的混合学习模式需求与日

俱增。本研究以实验法为研究方法，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基

于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创新教学策略，优化学习支持服务，解决

学生的学习困难，高效引导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力求提高学习效

果。取得的研究成果可重复、可复制，操作性强，可以在全国开放

大学系统内推广，有着很大的应用机会，从而推进国家开放大学

“创优提质”战略，保证成人学历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国家开

放大学教育事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这对其他业内学者也有很大的

参考价值。

1 文献综述

随着教育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能够统筹线上、线下学习

优势的混合式学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国内外专家对

“混合式学习”的定义各不相同。何克抗教授认为“所谓混合式学

习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模式的优势和网络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

普通高校混合式教学的应用与发展由来已久，已成为高校推进课

程改革、提升教学质量、促进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由于语言教

学的特殊性，线下课堂教学既保证了英语教学所要求的实际语言

交流互动，线上丰富的多媒体课程又给学生试听带来优质的学习

体验，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习自觉，使学生高效学习和应用。但是

课题组以“英语混合式学习”为关键词在知网搜索，仅得到 272篇

相关论文。像杨芳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探析》，戴航的

《基于蓝墨云班课平台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实践探索》，赵海龙

的《基于SPOC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研究与实践》等等，都是针

对普通高校的学生群体，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视角进行的研究。

而针对电大系统的四百万成人学生混合式学习视角出发的研究

仅有一篇是杨荣的《基于混合式学习的电大开放英语教学设计》，

以教学设计的视角，探究了混合式学习在电大开放英语教学中的

应用。与之不同的是，本研究采用实验法，设定学习模式为自变

量，学习效果为因变量，严格控制无关变量，保证研究的信效度，

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地探讨混合式学习的效果。

2 研究问题

2.1 研究目的

本课题的目的是要比较电大学生在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的

学习效果，从而说明针对成人学生和在线学习的特点，以师生时

空分离的、基于媒介的、有学习服务支持的混合学习模式更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自我导向能力，有效促进学生学习自觉，使学生学

习行为真正发生。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学习环境方面，建成

教、学、管、研、服一站式和一体化运行的远程教育云平台：国家开

放大学学习网，有着丰富、优质的课程教学资源,满足学习者的学

习需要。但是，有了好的资源，并不等于学生学习会发生，能否发

挥混合式学习的效用，是对奋斗在教学一线的辅导教师来说，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教师需要精心设计教学方案，使线上线下的教

学内容与教学活动环环相扣，而且要把对学习过程的每一步的监

控全部设计出来，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点。

2.2 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假设是：与传统学习模式相比，基于国开学习网的

混合式学习模式（1）更有利于教师教的行为对学生学的行为起到

促进作用，使之交互作用更容易发生；（2）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

我管理能力，获得参与度更高的学习体验；（3）更有利于学生提高

成绩。

3 研究程序

3.1 设计描述

根据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以《人文英语 3&4》为学习内

容，从 2019年春季入学的本科生中找到 80名学生，征得同意，告

知意图，但为了避免给研究结果带来误差，没有告知实验具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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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经过入学水平测试（前测），超过 70分的学生有 21人被替换

掉，参与者总数不变。按照分数高低顺序排序，然后用高、低分搭

配的方法把他们均等地分成了两组，每组各 40人，并且男、女生

搭配一致。一组在老师的精心设计下，按照混合式学习模式进行

干预，称为实验组，另一组按照学校原有的方式进行英语学习，称

为对照组。经过为期一年的教学，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期末测

试（后测），记录下成绩，进行统计比较。

3.2 研究工具

（1）前、后测试卷

本研究设计了两套测试卷，分别为入学水平测试（前测）和期

末考试（后测）。前、后测试卷共有 3 大题型：词汇和结构（占

30%）进行记忆测验；完型填空（20%）进行匹配测验；阅读理解

（50%）进行迁移测验，通过迁移测验考察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程度和使用所学知识去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均为多项选择题。前

测试题难度相当于高中毕业水平，后测试题难度相当于英语三级

半水平。

（2）调查问卷

实验前，课题组通过问卷星对电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现状实施

了问卷调查，旨在从学习态度、学习困难和到课率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探讨行之有效的策略。实验结束后，课题组又通过问卷星

对两组学生实施了关于学习体验的问卷调查，旨在量化出学习

效果。

（3）数据分析软件

为了对实验结果找到科学的解释方式，实验中的数据统计分

析工作使用 spss24.0软件统计完成。

3.3 变量界定

本实验的因变量是学习效果，学习效果反映在考试成绩和学

习体验上，用百分制分数表示。自变量是学习模式，它有两个水

平，一个是传统学习模式，另一个是混合式学习模式。在进行实

验和数据收集过程中，始终控制无关变量：选课学生水平、选课人

数、性别、学习内容和辅导教师等。

3.4 数据分析

在实验结束后，汇总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后测成绩，将数

据录入 SPSS软件，完成相应分析。两组前测和后测后成绩的平

均值和标准偏差如表 1所示。两个班前测分数相似，后测成绩实

验组比对照组得分高，表明实验组参与者成绩优于对照组。

表1 前测成绩和后测后成绩比较

小组

实验组

对照组

人数

40

40

前测

均值/SD

75.55/7.81

75/7.6

Shapiro-Wilk

0.913

0.924

后测

均值/SD

87.88/5.97

80.13/3.98

Shapiro-Wilk

0.957

0.950

为进一步比较混合式学习模式对学习干预的效果，对两个组

前测成绩进行独立样 t检验，t=0.332，p=0.846＞0.05，说明两个组

前测成绩没有显著差异。对对照组前测成绩和后测成绩进行回

归斜率分析，f=0.89，p=0.278＞0.05，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变化。对

实验组前测成绩和后测成绩进行回归斜率分析，f=5.928，p=0.028

＜0.05，表明有显著差异。对两个组后测成绩进行均值计算和配

对样本T检验（表 2），实验组后测成绩均值及边际均值（以前测成

绩为协变量），大于对照组后测成绩均值及边际均值，而且 p=

0.003＜0.01说明混合式学习开展后学生成绩有显著的提高。该

结果充分说明应用混合式学习模式对成人学生的学习是十分有

帮助的。

表2 后测两组学生成绩配对样本T检验

成绩

实验组

对照组

均值

87.88

80.13

边际

均值

88.00

80.21

成对差分

（95%置信区间）

下限

-8.743

上限

-1.96

t

-3.320

df

32

Sig

0.003

（2）调查分析

实验结束后，课题组通过问卷星对两组学生实施了关于混合

式学习模式和传统学习模式体验的问卷调查，从知识记忆、知识

匹配和知识迁移三方面的学习体验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1 所示。

可以直观地看出实验班比对照班有更高的学习体验。

图1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采用混合式学习模式的实验组和传统学习模

式的对照组进行前测和后测，以前测成绩作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

分析表明，通过混合式学习的干预，后测成绩有显著提高，说明混

合式学习模式可以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成绩。实验后的问卷调查

结果也说明混合式学习模式可以帮助学生有效提升学习体验。

总之，混合式学习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现代信息

技术使教学的灵活性越来越大，基于网络的时时人际交互越来越

好，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学习行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记录，使

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必要监控成为可能。混合式学习模式不仅符

合成人学生学习的特点，而且是提高成人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

同时更是成人教育学习模式的发展趋势。本研究为成人混合式

学习研究实践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但还需要在这个信息社会、网

络时代发展进步中逐步完善。并且要好好利用科学技术提供的

便利，来提高成人教育教学质量，更大范围地服务更多的人，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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