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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时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需要，研究生教育正经历一场基于网络技术的大改革。教与学发生的场所、

方式、评价、组织等多方面都会历经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教育需要延展自身的作用范围、提升教学效率、

促进学生的教学体验必定离不开“互联网+”的辅助与帮衬，同时，互联网与教育二者如何实现有机融合

成为最新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之一。教育信息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实

践表明，混合式教学可以有效弥补传统教学模式和网络教学模式的优缺点，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融合。但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混合式教学的实践中也存在着师生交互关系难以转换、学生学习效果不佳、

教学质量不稳定等问题。本文基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混合式教学的现状提出具体问题，并从教学管理、

教师素质、学生能力等方面提出提升教学质量的路径建议。本文是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可为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混合式教学质量提升的实践探索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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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needs of economic society, graduate education is expe-
riencing a great reform based on network technology. The place, way, evalu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ll go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Educa-
tion needs to extend its scope of function,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and promote students’ teach-
ing experience, which must be inseparable from th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of “Internet+”. At the 
same time, how to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and edu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rends and research hotspot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 that blended teaching can effec-
tively make up for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network 
teaching mode, and realiz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How-
ever, in the practice of blended teaching for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 to transform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poor learning effect and 
unstable teaching quality.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for professional de-
gree and master’s stud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pecific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n 
ways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teachers’ quality and 
students’ ability. This paper is an in-depth study of this field,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for professional degree and mas-
ter’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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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与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相

对应，又有具体区别。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

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伴随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教育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赛道，教与学的场所、方式、评价等多个维度都

发生了重要变化，教育如何适应当前信息化发展的变革已然成为热点。混合式教学是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的前沿，它是将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的优势结合起来的一种“线上 + 线下”的教学。通过两种教学组织

形式的有机结合，可以把学习者的学习由浅到深地引向深度学习。这样的教学方式改进，不仅可以结合

传统教学方式中的优点，将课堂讲授、在线学习、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多种教学方式有机结合起来。

还可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学生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自主学习。 
在实践中发现，面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开展混合式教学，可以丰富教学资源，提高学习自主性，

增强师生互动性，推进教学评价多元化。然而，由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特殊性，高校在面向其开展

混合式教学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教师教学组织不合理、师生任务配合不理想、学生学习效果不佳等问题，

如何提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混合式教学的质量与效果，避免相关问题的发生，值得研究。混合式教学

的质量提升需要从制度构建到管理优化，再到监测评价多个方面，形成有效闭环。从已有文献中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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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对于深入探讨如何提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混合式教学的质量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研究范式[1] [2]。
但是已有研究大多聚焦到混合式教学的形式与演化，以及具体课程的实施，主要讨论如何将教学内容与

互联网平台相融合，以实现教学目标的达成[3]。从提升路径看，大多聚焦在传统教育向在线教育转变的

制度建设、学位认定及评价方法上[4] [5]。具体到对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混合式教学的现状与困境、成

因与举措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有助于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视域，为高校高质量开展混合式教学提供

参考。 

2. 问题分析 

从理论来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开展混合式教学存在一定的优势，有助于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但是经过调研发现，在长期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混合式教学的实践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有助于厘清成因，提出解决之策。 

2.1. 教学管理问题 

一是教学计划制定不合理。混合式教学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一些教师对混合式教学的认识不足，教学计划制定不合理时，会导致教学进度不协调、教学

内容不系统等问题。二是教学过程监控不到位。混合式教学的教学过程相对复杂，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在

线学习和课堂参与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当教师对教学过程监控不到位时，会导致学生学习效果不理想

等问题。三是教学评价不科学。混合式教学的教学评价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在线学习成绩、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情况等多个方面。当教师对教学评价不科学，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方式不灵活时，会影响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6]。 

2.2. 教师能力问题 

一是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混合式教学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包括教学平台的

操作、在线课程的制作等。当前，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的情况依然较为普遍。二是教学方法创

新不足。混合式教学需要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如果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创新不足，会影响教学效果[7]。三是教学团队建设滞后。混合式教学需要教师之间的协作和配

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当前，教师教学科研任务繁重，教学团队建设相对滞后，教师之间的协作和配

合不够紧密。 

2.3. 学生能力问题 

一是学习动力不足。混合式教学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主动参与，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学习动力和

自我管理能力。在实际教学过程发现，学生往往学习动力不足，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二是学习方法不当。

混合式教学需要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包括在线学习的方法、课堂参与的方法等。调研发现学生往

往困惑于如何有效地进行在线学习和课堂参与。三是学习态度不端正。混合式教学需要学生具备端正的

学习态度，认真完成学习任务。从高校实践中看，学生对学习任务敷衍了事的情况依然存在。 

3. 经验借鉴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广泛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

学院整合了丰富的在线课程资源，包括知名教授的讲座视频、案例分析、学术论文等，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学习进度进行自主学习。同时，学院还注重课堂教学的互动性，通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模拟演

练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学院建立了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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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在线学习表现、课堂参与度、作业完成情况以及考试成绩等多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 
从国内的实践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混合式教学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院注重

教学资源的整合，将校内优质课程与校外专家讲座、实践案例等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内容。

在教学方法上，学院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在线学习、课堂讲授、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学院还加强了对学生的学习支持服务，为学生提供在线答疑、学习指导等服

务，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为了破解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混合式教学质量提升的困境，可以广泛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混合式教学

经验，从这些成功案例中吸取包括教学资源整合、教学方法创新、教学互动强化以及教学评价完善等方

面的适应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混合式教学质量提升之策。 

4. 提升路径 

4.1. 完善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 

一是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确保教学进度协调。应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需求，科学制定混合式教

学计划。教学计划应明确在线学习和课堂教学的内容、进度、考核方式等，使教学进度协调、教学内容

系统，确保教学计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二是加强教学过程监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应通过教学

平台和课堂教学等多种方式，加强对学生的在线学习和课堂参与情况的监控。同时，教师还可以定期与

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和需求，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三是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提高教学效果。应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综合考虑学生的在线学习成绩、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实践项目成果等多个方面，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评价标准应具有客观性、公正性、可操作性，能

够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 

4.2. 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学团队建设 

一是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定期组织教师参加信息技术培训，学习在线教

学平台的操作方法、教学资源制作技巧、在线教学策略、教学方法的创新等，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二是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邀请专家学者举

办教学方法培训讲座，介绍混合式教学的理念、方法和策略，分享混合式教学的成功经验。教师应不断

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三是加强教学团队建设，提

高教学效果。加强教学团队建设，鼓励教师之间的协作和配合。建立教师交流平台，让教师们可以分享

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组织教师参加教学研讨会、学术会议等活动，拓宽

教师的视野。 

4.3. 提高学生适应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引导学生转变学习观念，让学生认识到混

合式教学的优势和重要性，积极适应混合式教学方式。教师可以采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项目驱动

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二是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加强对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熟练掌握教学平台和在线学习工具的使用方法。通过在

线教程、视频演示、实际操作等方式，为学生提供信息技术培训。三是培养学生端正的学习态度，认

真完成学习任务。培养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让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能够自觉遵守学习纪律，认真

完成学习任务。通过建立学习小组、制定学习计划、定期检查学习进度、激励机制等方式，加强对学

生的学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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