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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教学模式下教师角色的转变与发展
*
 

——以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 
 

甘慧磊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汕头 515078 ） 

 

摘  要：现代信息社会，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兴起与发展为新时代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机

遇，并对思政课教师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文章基于国内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混合式教学

的开展情况，着重分析了思政课教师角色的转变与定位，并提出相应发展路径，为推动混合式教学的有效开展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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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运用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广泛关注，特

别是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提供

了有益出路。2019 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新

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优行动”工作方案》

中特别指出：“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基于优质在线

开放课程应用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讲授思

政课，激发思政课课堂活力。”而混合式教学模

式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能否获得实效，正确发

挥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作为高职思政课教师，

不但要了解这一趋势的必然性，更要明确混合式

教学中自身角色的转变与定位，做到与时俱进、

积极应对。 

 

1  高职院校思政课开展混合式教

学的背景分析 
 

1.1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兴起与发展 

混合式教学是伴随互联网和现代教育技术的

发展在全球兴起的一种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自

上世纪 90 年代末混合式教学概念在美国率先提 

 

 

出后，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

泛应用于日常教学。 

20 余年的发展中，混合式教学的概念界定经历

了从技术视角到教师视角，再到学生视角的转变，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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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意味着“互联网+”时代的混合式教学，强调

线上与线下、教与学、形式与内容的有机融合，是

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在对教学要素的优

化选择与组合的基础上，混合式教学集合了传统教

学和信息化教学的优势，不仅注重发挥教师的主导

作用，同时充分保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多元学习平台，营造个性化学习

体验，实现师生间、学生间及学生与资源间的充分

交互。 

尽管在我国当前混合式教学的实践中，还存在

自发性、盲目性与随意性等现象，导致混合式教学

的开展呈现出模式纷纭、效果参差的样态。但不可

否认，积极开展和探索混合式教学已成为新时代高

职教育的新常态以及教育界的普遍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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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职思政课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必要性分析 

混合式教学的蓬勃发展，为推动思想政治工

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思政课教

学的时代感与吸引力提供了重要契机，为高职院

校的思政课教学改革提供了思路与方向。 

首先，混合式教学契合了时代发展对思政课

教学的现实要求。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高

度融合的背景下，思政课教学要因时而进、因势

而新，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思政工作活起来。

混合式教学因其超时空性、主体间性、开放生成

性等独特优势[2]，不但推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现代科技在教学中的应用，克服了传统课堂的

单调与枯燥，让教学变得开放灵活，增强了思政

课对“网生代”的吸引力；同时也保留了传统教

学的优势，克服了单一线上教学的机械性、碎片

化等问题，通过更加充分的师生互动，有效提升

思政课堂的深度与温度。 

其次，混合式教学满足了新时代思政课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思政课是加强高校意识形态

建设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新时

代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使命，要求通过变

革思政课教学的理念、内容、方法等推动思政教

育的高质量发展。混合式教学不仅是现代科技引

发的教学模式的更新，更重要的是促成了教学理

念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变，注重师

生教与学的共同体的构建，并依托网络教学平台

与资源变革了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提升了授课

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以动态一体的教学设计满足

了新一代大学生对于个性化、数字化、多样化学

习的新需求，助推新时代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 

概言之，混合式教学的应用推广既是教育模式

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更是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必然选择。从传统式课堂教学向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转变的过程中，不仅意味着学习形态的转

变，同时也是对教师既有的教学理念、组织方式的

挑战与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

理论课关键在教师”，作为实施教学的核心，思

政课教师只有重新认识与定位自身角色，才能适

应未来教育的“新常态”，真正发挥混合式教学

的优势，切实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2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高职思政课

教师角色的转变与定位 
 

以下基于国内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混合式教学的实施情

况，对思政课教师角色的转变与定位进行具体分析。 

“基础”课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

课程，涵盖了意识形态、思想道德、法律素养等多

方面教学内容，承担着对大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的重

要任务。当前，高职院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尚在起

步探索阶段，在已开展混合式教学的高职院校中，

具体做法存在差异，如：网络平台、课程资源的选

择，线上线下的课时分配等，但综合来看，多数院

校“基础”课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整体设计基本按照

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展开。课前，依托线上

教学平台与资源，教师发布任务，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提炼问题，掌握基础知识；课中，师生面对面

的交流互动，是教学的主体环节。教师通过平台反

馈、数据分析获知学情，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讲授，

组织学生参与重难点探究，并在师生、生生有效互

动中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与理论思维能力；课后，为

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教师发布实践性教学

任务，学生在网络平台提交作业成果，教师给予阶

段性评价，并综合大数据等全面信息进行教学反思。

三个环节互为依托、互为延伸，打造相互联系的“在

线课堂”、“传统课堂”和“实践课堂”，形成教

学合力[3]，真正体现“学生中心”的教学理念，教

师角色在这一模式中也发生了重要转变： 

第一，从教学形式来看，教师由课堂讲授者变

为多个教学环节的整体设计者。传统“基础”课教学

中，教师实施教学的主要渠道是课堂，主要职责是利

用有限的课堂时间讲授教材知识。由于教学的时空局

限性，教学内容与形式的拓展非常有限。对于广大教

师而言，上课通常是“一份课件一张嘴”。混合式教

学活动则依托新技术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极

大丰富了教学过程。以某高职院校“基础”课混合教

学设计为例[4]，其线上模块设计依托超星学习通教学

平台，教学过程具体包括课前复习、微课堂、知识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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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主题讨论模块；课堂模块设计包括线上知识巩

固、参与式主题活动及教师总结归纳；课堂教学结

束前向学生发布课后实践性学习任务，并利用线

上平台展示学生作品、投票评比。不难看出，混

合式教学中，教学活动极大丰富，教师的阵地不

再局限于讲台、教室。线上、线下的各个教学环

节如果不能有效衔接，就会造成形式大于内容，

丧失混合式教学的真正意义。新模式下，教师不

仅要会讲授知识，还要注重整体课程的教学设计，

成为所有教学环节的统筹规划者。 

第二，从教学内容来看，教师由知识传递者

变为创新开发者。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思政课教师，

更像是知识的搬运工。混合教学模式中，用于线

上教学的优质课程资源，既无法从书本知识照抄

照搬，也不可直接从网络迁移，而是需要教师团

队借助在线课程平台，结合所教授学生的学情，

进行课程内容的设计与二次开发。就“基础”课

而言，其涵盖意识形态、思想道德、法律文化等

诸多内容，制作的在线课程要既有整合又有分解，

既能广泛覆盖知识点，又能突出重点难点，体现

出课程内容的逻辑性、规范性，显示“基础”课

的学科特点，这便要求教师对教学内容能高度凝

练地把握。以某职业院校的“基础”慕课建设为

例 0：整合全省优质师资共同研发，最终以人生

选择、理想信念、精神状态、价值理念、道德觉

悟、法治素养六大模块为主要内容，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精选 50 余个

知识点，建成线上课程资源。只有精良制作的教

学内容才能推动思政课理论创新，这一过程中，

教师必须成长为具有创新开发能力的师者。 

第三，从教师作用来看，教师由传统教学的

主导者变为交流对话者。传统课堂中，教师是课

堂的重心，课堂教学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课

后学习以学生作业为主，重在知识传递，轻视能

力培养。混合教学模式则注重“教、学、做”的

一体化，凸显学生中心的教育理念，由原先围绕

教师如何教为落脚点转向学生如何学为重点，充

分发挥和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基础”课混合式

教学实践中，在线学习环节可设置专门的课程讨

论区，促进学生自学与反馈。线下课堂教学则要突

破传统漫灌式教学，以学生问题为导向，灵活运用专

题讲授、合作探究等形式，帮助学生在充分的师生互

动中解决课程重难点。这意味着要发挥好课堂教学的

主渠道作用，必须回应学生关切，引导学生积极探究，

实现教学内容的延伸拓展。这需要教师在课前广泛征

询学生需求，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困惑、学习兴趣、

专业特点，实施有针对性、个性化、人性化的教学。

这样一来，网络平台不但为师生交流提供了便捷，更

是深层次地改变着传统教与学、师与生的关系，两者

不再是单向度“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混

合教学模式下形成的教与学的师生共同体，通过有效

机制共同致力于课堂建设，展现出和谐平等的教育氛

围，使教师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第四，由课程评价来看，教师由成绩的单一决

策者变为学习过程的实时督导者。传统教学中教师

对学生的评价单一而绝对。混合教学模式下由于教

学环节的多样性、学习资源的丰富性、教学过程的动

态性，教师的实时引导与监督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线

学习，缺乏课堂氛围与有效监督，学生极易出现学习

兴趣弱化，学习参与度不高的情况，难以达到预期教

学目标。这就需要教师在准确把握各教学环节特点和

目标的基础上，注重各教学环节对学生的实时监督与

公正评价，树立知识、品德、能力并重的评价理念，

建立知识掌握、道德认知、价值判断、分析能力等多

元化、全过程的评价体系，全面客观考核学生的思想

道德素养与发法律素养，对“基础”课教学形成正确

导向，以此促进学生自我反思和主动学习，充分发挥

“基础”课混合式教学的优势。 

综上，混合式教学模式对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

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其角色由传统教学中相对单

一的课堂讲授者变为教学环节的整体设计者、由知

识传递者变为教学资源的创新开发者、由课堂的“统

治者”变为学生的平等对话者以及学习过程的引导

监督者，这些角色转变也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的发

展提升指明了方向。 
 

3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高职思政课

教师角色的发展路径 
 

现代教育技术面前，教师的作用没有减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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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强了。混合教学模式下思政课教师角色的重

新定位是对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角色的继承式发

展，高职思政课教师在明确角色定位的同时，必

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自身角色的发展与完善。 

一是要坚定信念，严守意识形态网络阵地。

混合式教学依托的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用

得好是宝库，用不好就是潘多拉的魔盒。思政课

教师在开展混合式教学，利用网络资源的过程中

要自觉树立底线思维，严守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阵

地，牢记新时代思政课教学的中心任务是开展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注重防范网络上西方意识形态的

隐性传播，带头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网络谣言、

低俗文化等不良信息，引导培育积极健康、向上

向善的网络文化，引导学生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四个自信”，筑牢学生精神家园。 

二是要加强学习，坚守课堂教学主渠道。课

堂教学始终是思政课教学的主阵地。混合式教学

中，基础性知识一般通过线上慕课等形式得以解

决，遗留到课堂教学环节的，往往都是教学的重

难点、学生的疑难点。这对教师课堂教学的水平

提出了更高要求。一堂生动精彩的思政课需要教

师在课下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教学设计，实现

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变。不但要注重课堂教

学形式的更新，还要注重教学内容的创新性和实

践性，确保思政课程的科学性和思想性，促进学

生的深度学习。教师只有通过经年累月、持续不

断的学习探究，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

才能保障课堂教学内容的有效供给。 

三是要更新观念，提升信息化素养。混合式

教学对教师的信息化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

不少教师仍存在观念障碍与职业惰性，对思政课

教学中现代技术的应用比较排斥。应该看到，技

术的进步总比人们运用技术的能力要超前，并不

可避免地引领着时代潮流。面对科技的飞速发展

和常新的教学对象，思政课教师要与时代发展同

频共振，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是大势所趋，以“为我所用”的原则，用好现

代教育技术，优化混合式教学中的技术载体，与

时俱进探索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新路径。 

四是要乐于分享，提高团队协作能力。混合式

教学得以有效实施的背后是巨大的工作量。实现高

质量的混合式教学，不能单凭教师的个人能力，必

须依托结构合理、优势突出、凝聚力强的教学团队。

所谓独行快、众行远，思政课教师要善做教学团队

的合作者，努力构建教学共同体，实现思政课教学

中的合作共赢共享。 

五是要把握融合尺度，注重价值引领。思政课

教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传授知识外，更注重学生

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的培育。混合式教学模式下，

思政课教师要把握好信息技术和教学内容融合的尺

度，认识到技术只是手段和载体，不可过度依赖信

息技术，或盲目追求技术的复杂多样，单纯迎合学

生喜好。忽略了内容建设，就背离了思政课教学改

革的初心，甚至会导致教师教学水平的退化。应该

明确信息技术的使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教师的

“教”和学生的“学”，更好地实现思政课立德树

人的根本目标。 

信息化时代，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推广为高

职思政课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机遇，对思政教师而

言，做好角色定位，适时转变观念，提升本领，是

迎接这场教学变革的必要准备。相信始于教师的自

我革新、主动成长，将成为助推新时代思政课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力量与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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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artial Arts Education in 

Guangdong’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HEN Yanyang, ZUO Mei, TIAN Guiju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Abstract: As the Education Ministry and the N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Bureau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Guangdong have witnessed a 

boom in the martial arts teaching. Ye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martial arts, there are still some dilemmas. 

Based on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Key Accomplishments of Chinese Students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this paper holds that equiping students with defense skills, traditional rituals and 

cultural identiy are the key accomplishments of martial arts teaching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Guangdong. Approaches to achieve this goal are also dealt with in the paper. 

Key words: martial arts teaching; key accomplishments;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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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Taking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n Example 
 

GAN Huilei 

（Shantou Polytechnic, Shantou Guangdong 515078, China） 

 

Abstract: In the modern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The new era has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blended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in domestic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path,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blended teaching. 

Key words: blended teaching mod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ers’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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