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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强调了数字化在推动全球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近年来，

我国积极实施了教育数字化战略，加速了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深刻改变了教育生态。在这一背景下，

高校开展混合学习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紧握数字化机遇，发挥混合学习的优势，通

过混合学习空间、混合学习模式的设计让学生沉浸其中，激发自主性学习，同时促进教师教与学生学的

双向互动。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正汇聚社会优质教育资源，以满足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然而在实际开展中也面临诸多挑战，高校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定位尚不清晰，缺乏数字化基础设施，教师

数字技能欠缺，学生在数字化时代的认知负荷加剧，虚拟现实与情绪调节的融合愈发重要。基于此，本

文针对高校、教师、学生三方主体，提出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面对混合学习挑战的对策：一是通过政策

激励与服务支持，资源建设与共享鼓励高校开展混合学习；二是提升教师数字化素养，促进教师专业成

长与技术进步协同发展，丰富混合教学模式；三是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减轻认知负荷，通过建立学

习共同体，提供情绪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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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World Conference on Digital Education highlighted the key role of digitization in promot-
ing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ctively implemented the digital strategy of education, accelerat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foundly changed the education ecology.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blended lear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n im-
portant breakthrough in the current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digital 
opportuniti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mixed learning, and immerse students in the de-
sign of mixed learning space and mixed learning mode, stimulate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pro-
mote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universities are gather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meet diverse and person-
alized learning needs. However, it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The posi-
tioning of universitie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not clear. The lack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lack of digital skills of teachers, the increasing cognitive load of students in the digital era, and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universit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blended lear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irst, encourage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blended learning through policy incentives and service support,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The second is to improve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promote the coordi-
nated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nrich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The third is to strengthen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reduce cog-
nitive load, and provide emotional support by establishing a learning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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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日益成为全球教育领域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与发展方向。在 2023 年 2 月 13 日于

北京举行的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强调，数字技术正以空前的影响力推动社会在

思维模式、组织结构和运营方式上进行深刻的转变和全面的重塑(怀进鹏，2023)。在此背景下，“教育的

本质与未来走向”成为了世界各国共同关注并深入探讨的重大议题。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社会各领

域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发生。尤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全球教育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催生了大规模的在线教育需求，这无疑为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推

动。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对教育模式的一次深刻变革，也是适应数字时代人才培养需求的必然选择。高校

数字化转型利用先进技术和数字化资源，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学习体验，激发学生兴趣与自主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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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教学效果，促进教育质量飞跃。同时，打破地域壁垒，共享优质资源，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公

平。更引领创新教育模式，强化学生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对接时代需求。此过程带动教学模式改革，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升管理效率，为教育现代化赋能。因此，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教育质量、促

进教育公平、培养创新人才、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美国权威机构 EDUCAUSE 发布的《2022 年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揭示了混合学习作为高等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显著趋势(Pelletier et al., 2022)，它不仅是当前关键技术与实践要素，而且对高等教育的未来

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高校开展混合学习为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通过分析数字化背景下混合学习中学生的认知负荷、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以及情绪调节机制等问题，

以更好地发挥混合学习的优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随着混合学习模式的宏观发

展趋势日益显著，深入剖析这一变革进程中高校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索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潜在未来

场景，对于指导我国高校、教师及学生有效适应并推动混合学习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2. 混合学习的定义及其理论基础 

所谓混合学习，不只是线下面对面教学和线上在线学习方式的简单结合(詹泽慧，李晓华，2009)，而是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元素的浸入，混合学习开始更加强调“人 + 环境 + 
数据”复杂形态的有机融合。这种学习方式聚焦于多样化信息传递渠道的融合，如传统教室、虚拟教室和

在线课程等，以促进学生的知识吸收与高效学习(李克东，赵建华，2004)。这一理念深植于加拿大学者马歇

尔·麦克卢汉在《媒介通论：人体的延伸》中的核心观点，该理论认为媒体作为技术工具，实质上扩展了

人类的感官能力(马歇尔·麦克卢汉，2011)。在这一理念下，不同类型的媒体在教学中各展所长，相互补充，

共同提升学习效果。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策略和技术的融合，混合学习实现了学习环境的多元化和个性化，

从而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此外，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兰姆的媒体选择定律指出，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

成本较低而收益较高的媒体(王毅，2011)。混合学习正是利用这一理论，通过精选多种媒体和技术，以最小

的代价实现最佳的学习效果。Singh Harvey 和 Chris Reed 进一步指出，混合学习旨在通过匹配学习者的风

格和需求，适时地应用适宜技术，优化了知识传递，从而实现最大化学习成效(Singh & Reed, 2001)。 
因此，混合学习不仅仅是在线学习与传统课堂学习的简单组合，它更深层次地整合了多种教学理论，

如建构主义、人本主义等。在混合学习中，建构主义理念体现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创

造更加丰富和真实的学习情境，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和知识构建；人本主义理念体现在关注学生的学习

需求、个性特点和学习风格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和灵活的学习体验。综上，教育学、心理学、

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依据共同构成了混合学习理论体系的基石，为混合学习的研究发展及实践应用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3. 数字化背景下高校开展混合学习的机遇及挑战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教育领域发展和创新的关键驱动力。目前，它正引领着教育领域的新变革，催生

了新型的数字教育模式，这不仅对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带来了宝贵的

机遇。在数字化转型的大潮中，高校混合学习模式的普及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灵活的学习方

式。然而，混合式学习的有效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要求教育管理部门、高等院校、教师群体以及

学生等多方责任主体之间的紧密协作与共同努力，因此高校在推进混合学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

一系列挑战。 

3.1. 紧握数字化机遇，发挥混合学习的优势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教育创新与变革所展现的显著趋势之一，即为“新技术深度融入并重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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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黄荣怀等，2021)。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全球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中，以往在疫情紧急状态下采用的“紧急远程教学”模式，正逐步向更加可持

续、基于确凿证据支持的混合学习及在线教学模式转变(王静贤等，2022)。随着“停课不停学”政策的深

入实施，规模化的在线学习迅速崛起，混合学习模式因其融合了线上与线下教学的优势，被广泛采纳并

日益常态化(万昆等，2020)。2020 年，众多高校加大了对在线教学设计和教师专业成长的投入，同时建

立了高效的在线教育体系(黄景文，杨瑞琪，2022)，使得混合学习模式在高等教育中日趋主流化。在后疫

情时代，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深入探索与持续研究，已成为高校教学的“新常态”(Bryson & An-
dres, 2020)。 

随着混合学习模式的持续发展和深化，其在教育领域的重要性和效益日益增强。与过去仅仅依靠技

术设备来搭建教学环境不同，数字化背景下混合学习融合了实体和虚拟两种环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学

习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学习空间对学习者的支持特性以及技术辅助的混合学习优势得到了更明显的体

现(杨现民等，2020)，提供了一种灵活、高效的学习方式，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通过有序化的场景

融合实现高效的混合学习，混合学习空间实现了实体与虚拟、现场与远程环境的无缝融合，使得教师和

学生在技术辅助的环境中能够顺畅地参与和互动于课堂活动；混合学习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情境，以情景

学习理论为指导，在多媒体、虚拟现实、情境感知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共同推动下，混合学习能够创造

出许多传统学习环境难以实现的教学情境；混合学习空间是为学习者提供定制化学习体验的场所，它能

够充分调动学习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虚拟与现实的混合学习空间，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与

方法，可以积极调动学生情绪。具体来讲，学习情绪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混合学习

空间中，情绪调节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通过情感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平台能够实

时监测学生的学习情绪状态，并根据需要进行及时的干预和调整。此外，混合学习还可以促进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的情感交流，通过小组讨论、在线协作等方式，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增强学生的学习归

属感和自信心。 

3.2. 基于数字化背景开展混合学习的挑战 

各高校是否能够在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并为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创造新机遇，目

前仍需进一步观察。例如，当前高校优质资源的匮乏，在数字资源的制作、审核、发布、选择和维护方面

缺乏明确的规范，加之相关部门协作不充分，教学管理部门往往难以形成有效的团队合作(李政辉，孙静，

2022)，各部门具体职责定位尚不清晰。混合学习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其中学习者在融合了线上

和线下元素的学习环境中的行为表现、认知发展、情感体验以及社交参与等方面，会根据不同学习情境

的需求而产生变化(尹睿，何淑茵，2023)，在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学习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对学习情境中产

生的全量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是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步。 
缺乏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技能是当前高校、教师和学生面临的最大挑战(Ashraf et al., 2021)。基础

设施是促进和实施混合教学的一个关键层面，然而这仍是一些大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例如，缺乏包括高

速稳定的网络环境、先进的教学技术平台、数字化教学资源、适应混合教学的物理空间在内的基本设施

和平台，限制混合学习的实施。教师在准备或开展混合式教学过程中面临很多的挑战与困境，部分教师

在尝试开展混合式教学时，感到自身在数字技术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方面存在不足(张倩苇等，2022)。
Atmacasoy和Aksu表示，数字技能低的教师可能对使用混合学习没有积极的态度(Atmacasoy &Aksu, 2018)。
除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技能的问题，教师可能缺乏设计混合学习模式的知识，因此为课程设计适当

的混合学习模式时面临困难(Coyle et al., 2019)，导致教师花太多时间准备混合课程。此外，混合学习可能

会面临一些人际、情感挑战，如学生的参与度和生生、师生之间的孤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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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学习模式融合了线上与线下教学的优势，但同时也意味着学生需要在两种不同的学习环境中切

换，处理多种信息源和交互方式，这种高度的信息处理和认知要求，使得部分学生在适应过程中感到压

力倍增，甚至出现认知负荷的现象。线上学习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应对海量的学习资

源和信息筛选；而线下学习则要求学生保持高度的注意力集中，积极参与课堂互动。部分学生可能由于

在混合学习过程中未能合理分配认知资源，导致在知识掌握上遇到较大挑战，从而产生畏难和紧张情绪，

难以适应学习进度(武法提，任伟祎，2024)。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在混合学习中的广泛应用，学生开始更

多地接触到虚拟学习环境。然而，虚拟现实技术虽然能够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但也可能对学

生的情绪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过度依赖虚拟环境可能导致学生与现实世界的脱节，产生孤独感、焦虑

等情绪问题。此外，虚拟现实中的学习场景可能过于理想化或复杂，使学生在面对现实挑战时感到无所

适从。 

4.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开展混合学习的对策 

4.1. 鼓励学校开展混合式教学 

4.1.1. 政策激励与服务支持 
政策的激励和服务支持是推动混合式教学发展的关键。华东师范大学发起的“中小学教育数字化转

型千校联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通过构建交流平台和打造样板学校，推动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

践(陈之腾，2024)。首先，学校需要制定明确的发展规划，设定发展目标、确定核心任务、规划执行步骤

以及确保实施的保障措施。在总体政策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混合式教学实施指南，明确实施步骤、

评估标准、质量监控机制等，为高校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指导。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高校混合式教学

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教师培训、平台升级等。其次，高校要制定清晰明确的激励策略。组织定期的教师

混合式教学能力培训，包括在线课程设计、混合式教学策略、信息技术应用等内容，并颁发培训证书或

专业认证，也可采用以赛促教的方式方法，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混合式教学设计大赛，提升教师的专业素

养和教学能力。此外，高校要建立定期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提交混合式教学实施报告，包括教学效果、

学生满意度、教师反馈等内容，工作组根据报告进行评估，并提出改进建议，形成闭环管理。最后，学校

还应建立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数字化时代混合

学习中的情绪挑战。 

4.1.2. 资源建设与共享 
资源的建设和共享是混合式学习的基础。第一，为了确保混合式教学的顺利实施，学校需合理添置

技术装备，并聘请技术人员提供协助。这一举措构成了开展混合式教学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学校应全

力以赴，确保教师拥有充足且适宜的教学设备资源。第二，学校还需致力于课程计划的全面革新，聚焦

于整合与优化教育教学资源的质量。这要求学校深入探索混合式教学的核心理念，精心规划课程体系，

支持高校自主开发或联合开发优质教学资源，如教学视频、在线课程、电子教材等，以满足学生多样化

的学习需求。第三，鼓励高校使用经过认证的优质在线教学平台，如慕课平台、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

平台等，以提升混合式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了大量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

(刘佳等，2024)，为混合式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工具，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与在线教育

平台、技术企业合作，共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此外，为了缓解学生的认知负荷，高校在推进混合学习

时，应优化学习资源配置，确保线上学习材料简洁明了，避免冗余和重复内容，减少学生不必要的认知

负担。教师还应根据学生特性，采用学习分析技术，设计个性化学习轨迹，定制专属学习计划与资源，

让学生按个人步调学习，促进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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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升教师数字化素养 

4.2.1. 加强技术培训，提升教师技能 
教师数字技能的提升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教师需要定期参加技术培训课程，以增强教师的数

字化操作能力，熟悉并掌握常用的数字化教学工具的基本操作和功能，以便能够灵活运用于教学和管理

工作中。通过多层次的教师数字化能力培训，教师能够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教学，提高了教学的互

动性和趣味性。其次，学校还应开展混合式教学的专门培训，提升教师运用虚拟技术进行教学的能力，

以提高教师在教学设计方面的能力。教师在设计教学时应致力于唤起学生内在学习动力和兴趣，同时适

度减轻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负荷，并强化学习内容的内在联系，这有助于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力和应用

能力，进而提高学习效果(李榄，2018)。教师应积极参加针对数字化教育的专业培训，提高自己的数字化

教育理论和实践能力。通过培训，了解最新的数字化教育趋势和方法，掌握相关的教学策略和技巧，利

用虚拟技术构建积极的学习环境，关注学生情绪变化，及时给予心理疏导和支持。此外，教师可以通过

参加教育研讨会、教师交流活动等方式，与其他数字化教育方面的教师进行交流和分享经验。这有助于

互相学习和借鉴，提升自己的教学质量与混合教学设计能力，从而共同提高数字化教育水平。 

4.2.2. 深入学习数字技术，丰富混合教学模式 
教师深入学习数字技术，不仅提升了个人技能，也丰富了混合式教学的模式。例如，教师可以利用

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为学生创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李袁爽等，2024)。其次，教师应主

动探索和创新混合教学模式，构建充满活力的混合学习环境，增强师生互动，通过线上线下的即时互动，

帮助学生及时解决学习中的困惑，减少因问题积累而产生的认知压力。此外，教师不仅可以利用技术手

段优化教学过程，还可以通过创新策略打破传统教学的界限，为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例如将虚拟技术与

现实世界结合，通过情境模拟、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体验真实的学习场景，同时培养

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不断试验与完善的混合模式应用于课堂，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通过实践来检验其效果，并依据学生的反馈对混合教学的结构进行优化，以此促进

教学创新和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学相长的双向互动。最后，教师应提升数字意识，动态关注全球数字

经济的发展前沿及其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和变革；担负数字责任，系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在使用数

字技术时遵守法律规范和道德标准。 

4.3. 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4.3.1.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通过数字化平台，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

节奏和风格，选择合适的学习资源和路径，从而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和效率。麦基·帕特丽夏等研究者

深刻地指出，学生的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是混合学习模式成功的关键要素。特别强调，在混合学习

的环境中，对学生的自主学习给予极大的重视是必要的(McGee & Reis, 2012)。要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在混合学习中明确目标，明确的目标能够为学生提供方向感，增强学习的动力，有助于学生有针对

性地分配学习时间和精力，减少无效学习，从而减轻认知负担。另外，学生应充分利用线上资源进行自

主学习和探究，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进行选择和整合，以减轻认知负担。要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问

题解决能力，鼓励学生在线上学习过程中主动提问、批判性思考，并在完成学习任务后进行自我反思，

总结学习经验，识别自身不足。最重要的是，教师应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关注每位学生的学习进展，

利用数据分析工具识别学习难点和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辅导，进而协助学生增强自主

学习能力。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0742


杨雅琳 
 

 

DOI: 10.12677/ap.2024.1410742 420 心理学进展 
 

4.3.2. 建立学习共同体 
学习共同体的建立有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数字化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在线讨论、协作学习和

项目合作的机会，促进了学生之间的知识共享和能力提升。建立学习共同体，有助于激发自主学习能力，

推动高校混合学习的深入实践。教师需要鼓励学习社群进行有目的、协作的对话，并提供及时、适宜的

反馈，以增强学生在讨论交流中的收获感，以实现更优的学习成效(Randy Garrison & Vaughan, 2019)。学

习共同体可以通过集体讨论和反馈，帮助教师识别并去除冗余的学习资源，减少外部认知负荷。建立开

放的沟通渠道，鼓励学生随时向教师或同伴求助，在虚拟现实环境中，学习共同体中的同伴和教师可以

提供及时的情绪支持，帮助学生克服负面情绪。通过共同体中的积极氛围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提高他

们在虚拟现实学习中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其次，教师在开展混合教学时，设计协同学习任务，融入需要

团队合作完成的任务和项目。这些任务应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和创造力，同时鼓

励学生之间相互学习、优势互补。并且实施定期反馈与评价，建立有效的反馈与评价机制，包括自我评

价、教师评价及同伴评价。通过定期举行学习汇报会、小组讨论会等形式，及时收集学习进展和遇到的

问题，提供个性化指导和支持。 

5. 结语 

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高等教育的面貌，不仅催生了教育生态

的革新，更成为了推动教育质量飞跃、加速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强大驱动力。在此驱动下，高

等教育正积极响应社会需求，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核心，坚定不移地迈向以人的自由、全面、持续发展为

目标的内涵式发展之路。在这一变革浪潮中，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的引入，不仅为减轻学生的认知负担

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还以其独特的沉浸式体验，积极调节学生的学习情绪，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热

情与探索欲望。混合学习模式的广泛应用，更是将数字化转型的机遇转化为教育实践的生动实践，持续

革新着人才培养的机制以及教学模式的边界，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心理发展轨迹，为高校学生追求个

性化成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为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注入了持续的动力和创新源泉，确保教育的质量

和效果能够满足未来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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