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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比较了三种“互联网+”教学模式——纯线上、混合式以及融合式——在高校英语辩论课程中的

应用与效果。笔者首先界定了纯线上教学的内涵和特点，并详细描述了其在英语辩论课程中的具体实施

策略，包括资源的有效利用、在线互动的促进以及评估与反馈的优化。其次，笔者讨论了融合传统面对

面教学与现代在线教学优势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对其在英语辩论课程中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随后，

笔者又探讨了融合式教学模式。该模式强调线上与线下教学活动的无缝整合，以实现英语辩论教学策略

的优化。最终，通过综合比较这三种教学模式，笔者提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和具体建议，旨在推动高校

英语辩论教学的创新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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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n in-depth comparison of three “Internet Plus” teaching models—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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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nded, and Hyflex—in terms of their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in English debate courses at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author first defined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teaching and 
described it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in English debate courses, including the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promotion of online intera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assessment and feedback. Sec-
ondly,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which combines the strengths of traditional 
face-to-face teaching with modern online teaching, and offer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implementa-
tion in English debate courses. Next, the author explored the Hyflex teaching model, which empha-
sizes the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activities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strat-
egies for English debate. Finally, som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vided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these three teaching models. It aims at foster-
ing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ollege English debat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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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高等教育英语教学领域正逐步将重点转向培养学生的语言实践技能，特别是英

语辩论课程，它在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 [2]。高校开设

此课程的目的在于为学生的学术探索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提升其英语口语表达、听力理解以

及全球胜任力。然而，英语辩论教学在实施过程中仍遭遇了诸多挑战，包括语言环境的非母语特性、教

学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学生参与度不足以及评价体系单一等问题[3]-[5]。因此，为了满足高等教育机构对

多元化人才培养的需求，推动英语辩论教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综合考量多维度的因素。 
尽管在传统的面授课程中，教师能够利用讲授、讨论、案例分析和合作学习等多样化教学方法，引

导学生掌握英语辩论的基础知识与技能，但在“互联网+”教育模式的推动下，纯线上、混合式及融合式

教学模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为学习者提供了更为广泛和灵活的学习机遇。这些模式

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教师整合与共享英语辩论教育资源的能力，实现了对学生学习进展的实时监控，并据

此优化教学策略，而且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潜力，增强了学习的互动性和协作精神，进一步

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其思辨能力。因此，这些教学模式的采纳可以显著提高高校英语辩论课

程的教学成效与教学效率。 
本研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致力于深入分析三种“互联网+”教学模式——纯线上、混合式和融合

式——在高校英语辩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现状，评估其各自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并据此提出切实可行

的实施策略与建议。笔者期望通过本研究能为高等教育机构的英语辩论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洞见，

以促进该领域的持续进步与创新。此外，通过对比分析这三种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本研究亦旨在为英

语辩论教学领域贡献新颖的视角与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教学策略的多样性。 

2. 三种“互联网+”教学模式简介 

在“互联网+”教育模式的框架下，教学理论的根基可追溯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混合式学习理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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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互动教学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探索的重要性，主张知识是通过个体

在特定情境中的意义建构过程而获得的[6]。在此理论指导下，“互联网+”教育模式通过创设自主、协作

和探究并重的学习环境，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育。混合式学习理念进一步推崇将传

统的面对面教学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目的是为了为学习者提供更加灵活、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途径[7]。
在英语辩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得以借助“互联网+”教学模式，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设计出丰富多

元的教学活动，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此外，互动教学理论视教学为师生及学生间互动交流、

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8] [9]。在此理念下，“互联网+”教学模式中所包含的在线讨论和辩论环节，被证

实能够有效地增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沟通技巧[10]。 
纯线上教学模式以网络平台作为其核心架构，依托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及多样化的教学工具，包括视

频教程、在线课程和综合管理系统[11]。该模式的优势在于其极高的灵活性和丰富的教学资源，它支持个

性化的学习路径，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自主学习，从而超越了地理空间的限制[12]。混合式教学

模式则融合了传统面授教学与在线教学的双重优势，通过线上的预习、复习和自主学习活动，结合线下

的即时反馈和指导，旨在提升教学成效和管理的便捷性[13] [14]。而融合式教学作为混合式教学的高级形

式，着重于线上与线下教学活动的无缝融合和相互渗透，以期优化学习体验，最大化教学成果，并满足

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提供连贯性与灵活性兼备的教学方案[15] [16]。师生在上述三种教学模式下可能

开展的具体教学与学习活动有所区别(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under the three teaching models 
表 1. 三种教学模式下的教与学活动 

纯线上教学 混合式教学 融合式教学 

直播课 课前利用录播课进行知识点的教与学 师生在教室，部分学生远程在线同步学习 

录播课及异步交流 实体课堂内进行线下实时互动与协作学习 学生在教室，教师在云端直播授课 

  教师在教室直播，学生远程在线同步学习 

 
“互联网+”教育模式的演进推动了传统的“教师–学生”二元互动模式向“教师–技术平台–学生”

三元互动模式转变，从而显著提升了教学的灵活性、同步性和互动性。在这类模式下，学生被赋予了选

择学习方式的自由，而教师则能够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指导。无论是在线学习还是现场教学，学生都能够

获得一致的学习体验和资源，平等地参与到互动活动中。此外，未能出席实体课堂的学生亦可通过在线

资源进行补偿性学习。这种模式不仅凸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而且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从

而提高了教学效果。综合来看，纯线上教学、混合式教学以及融合式教学各具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教

师在选择教学模式时应充分考虑课程特性和学生的具体需求。然而，这种模式的实施也对师生的数字素

养和时间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教师需要确保学生能够熟练地使用在线平台，而师生双方都应提高

对时间和智慧教学工具的管理能力，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混淆和冲突。 
考虑到上述可能的挑战，深入探讨“互联网+”教育模式在高校英语辩论课程中如何应用就显得尤为

重要。具体而言，本研究主张运用一系列智能化教学工具(具体分类及功能详见表 2)，旨在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和主动探究的精神，进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这些工具的设计和应用不仅响应了教

育现代化的需求，而且为英语辩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策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沟通

技巧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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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intelligent teaching tools used in English debate cour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Plus” 
表 2. “互联网+”背景下的英语辩论课程可使用的智慧教学工具 

工具

类型 
在线教学平台 

(数字教学设备) 
云视频会议

辅助教学 
口语辅助 

教学与测评 
即时 

聊天工具 
在线调查与 
测评平台 

生成性 AI、智能交互、

大数据 + 云计算系统 

产品 
代表 

VR、智能机器

人、学习机、智能

白板等 

降噪技术、

屏幕内容 
编码技术 

语音识别技术 QQ、微信等 问卷星等 AIGC 产品、OCR 文字/
手写识别、智能批改等 

3. 英语辩论课程中的纯线上教学模式应用 

纯线上教学作为信息时代教育革新的直接产物，已经在全球教育领域得到广泛采纳与实施。该模式

依托网络平台，实现了师生间实时的交流互动、教学活动的高效组织以及教学资源的广泛共享，有效突

破了传统教育模式在地理和时间上的局限，为教育的普及化与教学质量的提升开辟了新的路径。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在线教学已从单一的远程教学形式，逐步演化并丰富，包含了同步视频会议、在线讨论

组以及虚拟教室等多样化的互动教学模式[17]。 
纯线上教学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卓越的灵活性与个性化特征。它消除了地理界限，确保了学生无论身

处世界任何角落都能够接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并且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风格和时间安排进行自

主化学习。同时，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学习状况，运用线上资源和工具，例如视频讲座和在线讨论

板，来设计更具挑战性和吸引力的学习任务，提供定制化的指导，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高

校英语辩论课程中，纯线上教学模式通过智慧教学工具的辅助，可以促进线上资源的有效利用、在线讨

论与辩论活动的积极开展，以及线上评估与反馈的高效实施，这些内容在表 3 中有详细的展示与分析。 
 

Table 3. The online teaching model for college English debate courses 
表 3. 高校英语辩论课纯线上教学模式 

工具

类型 
在线教学平台 

(数字教学设备) 
云视频会议

辅助教学 
口语辅助 

教学与测评 
即时 

聊天工具 
在线调查 
与测评平台 

生成式 AI、智

能交互、大数据 
+ 云计算系统 

教学 
功能 

承载英辩录播

视频课程、作

业、学习资料及

书面讨论。 

用于在线实

时辩论与 
点评。 

教师对辩题相关时

事音视频文本转录

让学生完成辩论相

关任务、学生复述

纠音、学生模拟 
辩论。 

教师发布辩

论课程安排

提醒、师生

问答。 

承载教师对课

程学习情况的

调研和辩论基

础知识的书面

测试。 

进行小组辩题合

作分析活动或个

人辩题内容搜

集、生成、翻译与

整合。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网络资源在英语辩论课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在线教学平台的多

功能性，辩论基础知识的录播课程能够支持学生进行灵活的异步学习，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实现即时的

知识获取。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通过促进学生的互动参与，显著提升了学习

成效。此外，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GC)，可以进一步提高师生对时事辩题的解析能力和效率。但

是，在线资源的广泛使用也带来了信息过载和技术障碍的挑战，要求教师在资源筛选、技术准备以及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 
辩论主题的探讨与辩论实践构成了高校英语辩论课程的核心要素。在纯线上教学环境中，教师能够

依托于先进的教学平台，例如 Blackboard 或学习通，利用多媒体资源来丰富教学内容，并设计互动性和

挑战性兼具的讨论题目，以此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并加深其对辩论材料的理解与掌握。另外，教师亦可借

助云视频会议工具(如 Zoom 或腾讯会议)和即时聊天工具(例如微信或 QQ)，开展在线辩论活动，以此培

养和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口头表达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组织和引导至关重要，以确保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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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序性，并鼓励学生以多样化的形式参与其中。 
此外，在纯线上教学模式中，所有的教学和学习互动均通过网络平台得以实现，这对评估和反馈机

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尽管纯线上评估能够迅速提供成绩和反馈，但其往往缺乏个性化和深入的分

析。为了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教师需要综合运用在线工具，如讨论板、即时消息和视频会议等，

以直观地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并提供针对性的反馈。同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参与到评估过程中，鼓励

他们进行自我反思和同伴评价，以此培养他们的主动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的技能。 
然而，在英语辩论课程中实施纯线上教学模式亦面临着若干挑战。首先，缺少面对面交流的即时性

反馈和互动可能导致学生辩论技能的提升受限。其次，该模式对学生的自律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

学生具备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以确保学习效率。此外，网络技术的不稳定性可能对教学流程的顺畅性造

成干扰。鉴于此，未来的教育实践者需持续探索并优化线上教学模式，旨在最大化其教育潜力，同时克

服现有局限。这不仅涉及到对教学方法的创新，也包括对技术平台的改进，以及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

养的加强，以确保为高校英语辩论课程提供更为高效和高质量的教学支持。 

4. 英语辩论课程中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 

混合式教学，即结合传统面对面与现代在线教育的模式，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开始发展，结合了两

者的优势，强调学习的社会性与情境性。它保留了传统教学的互动与反馈，又赋予学生在线学习的灵活

性和丰富的资源。此模式早已拓展至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当中，提升学习自主性，促进批判思维。在技

术支持方面，如在线学习管理系统和虚拟现实技术，极大地丰富了教学的互动[18]-[20]。 
混合式教学结合传统与线上教学，优势在于灵活性，可按需调整线上线下教学比例，丰富教学内容

与实践技能。同时，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通过自我安排学习节奏，有效吸收知识[21]。此外，促进师

生、生生互动交流，及时解决问题，提高团队协作能力[22]。然而，混合式教学对技术要求比纯线上教学

更高，教师需投入更多精力准备和监控，学生参与度可能不均衡。因此，需要教育者、学生及技术供应

商共同努力优化其实践应用，以提供丰富、高效、互动的学习环境。在高校辩论课程中，混合式教学需

要结合线上与线下的优点，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并且整合学习资源和技术工具，通过科学设计

提升教学效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for college English debate courses 
表 4. 高校英语辩论课混合式教学模式 

工具

类型 
在线教学平台 

(数字教学设备) 实体课堂 口语辅助 
教学与测评 

即时 
聊天工具 

在线调查与 
测评平台 

生成式 AI、智能

交互、大数据 + 
云计算系统 

教学 
功能 

承载录播视频

课程(慕课或私

播课等)及资料

进行课前学习

和课后巩固。 

课堂讨论、小

组合作项目、

思辨性演讲、

模拟辩论赛。 

教师引导学生

对辩论相关时

事音视频文本

转录，学生利用

APP 学习英文

百科知识。 

教师发布辩

论课程安排

提醒师生 
问答。 

承载教师对课程

学习情况的调研

和辩论基础知识

的书面测试。 

针对热门话题进行

生成性、思辨性写

作并进行互评。 

 
在线上部分，利用教育技术平台，如慕课(MOOCs)、私播课(SPOCs)等，教师可以让学生能够随时随

地访问课程内容实现课前预习和课后巩固，并且提供大量的视听材料来增强学生对辩论话题的理解和认

识，给线下辩论实战留出了充裕的时间。同时，教师借助数据分析工具能更好地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度和

效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而在线下部分，则基于线上的前期学习成果开展，侧重于辩论技巧的实践和

演练，通过分组讨论、角色扮演等互动形式，让教与学更加深入，增强学生的实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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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法融合了传统课堂讲授与在线教育的双重优势，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既包括线下的直接交

流，也涉及线上的远程沟通。这种模式下，面对面的教学环节能够加强师生间的情感联系，提高学生的

学习投入度，而线上组件则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比如翻转课堂。在这一模式下，教

师扮演的是引导者和促进者的角色，通过设计集线上和线下活动为一体的教学活动，如线上讨论与线下

小组辩论的结合，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进而提升教学效果。 
涉及到需要高度互动性和参与度的课程如高校英语辩论课程时，学习资源与技术工具的整合显得尤

为关键。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整合线上和线下学习资源成为了一种挑战。教师需要设计具有连贯性的

教学方案，使线上线下的资源得到有效链接。比如，线下课堂可以专注于讨论和辩论，而线上资源可以

提供背景资料和实例分析。这样的整合不仅能够拓宽学习视野，还能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但是混合式教学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技术门槛高，要求师生具备较强信息技术能力，否则

影响教学效果。同时，教师面临更大的工作量挑战。一方面课前工作难度较大，需要全盘考虑线上线下

教学设计；另一方面则需准备丰富的教学材料并监控学生学习进度，可能导致教学压力增大。此外，学

生的数字素养参差不齐，可能影响其学习体验感；学生参与度也可能不均衡，过度依赖线上资源或自律

不足均会影响其学习效果。 

5. 英语辩论课程中的融合式教学模式应用 

融合式教学模式，是混合式教学的演进形态。在网络技术的逐步成熟与慕课模式的萌芽阶段，美国

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便对该模式进行了初步阐述[23] [24]，而在新冠疫情之后则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该模

式允许学生在同一门课程中选择现场授课或在线教学的灵活性，进一步优化并融合了线上与线下教学的

要素，实现了两者的优势互补[25]。随着近年来高速网络、智能化教室设施、线上教学平台等技术基础的

快速发展，加之全球新冠疫情的催化作用，融合式教学模式得到了再次的关注与广泛应用[26]。在这一模

式中，教师能够在传统教室环境中进行现场教学的同时，利用视频会议软件及其他远程教学应用程序，

为那些因故无法亲临教室的学生提供教学。学生得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学习需求，选择现场参与或

通过远程方式实时或异步地接入学习过程。 
融合式教学模式的显著优势在于其为学习者提供了高度灵活性和个性化的学习途径。学生基于个人

情况，能够自由选择参与学习的方式，无论是现场出席或是远程接入均可。此外，学生亦可根据自己的

学习风格与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学习模式，包括同步或异步的学习方式。此模式以技术为驱动力，使得

教师能够高效地运用智能化教学工具和教学资源平台，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并提升了教学的

效率。 
 

Table 5. The hyflex teaching model for college English debate courses 
表 5. 高校英语辩论课融合式教学模式 

工具 
类型 

在线教学平台 
(数字教学设备) 

云视频会议辅助

实体课堂教学 
口语辅助 

教学与测评 
即时 

聊天工具 
在线调查与 
测评平台 

生成式 AI、智能

交互、大数据 + 
云计算系统 

教学

功能 

承载录播视频课

程、作业、学习

资料及书面 
讨论。 

连线远程学生同

步线下课堂，让

在线学生与线下

课堂学生进行讨

论和辩论。 

教师引导学生

对辩论相关时

事音视频文本

转录，学生利

用 APP 学习英

文百科知识。 

教师发布辩

论课程安排

提醒、师生 
问答。 

承载教师对课

程学习情况的

调研和辩论基

础知识的书面

测试。 

进行线下课堂小

组辩题分析活

动；线上独立或

小组辩题分析 
活动。 

 
在高校英语辩论课程中，融合式教学模式可以通过深度整合线上线下的教学资源与活动，构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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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的学习环境(如表 5 所示)。这一环境使得地理上分散的学生与在校学生能够在相同的课堂时段同步

学习，打破了传统空间限制，从而促进了学生对辩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有效应用，进而显著提升了他们

的实践能力。 
在采纳融合式教学模式的英语辩论课程中，学生将受益于线上资源的广博性，得以接触并分析来自

多元文化视角的观点与价值体系。此外，线下连通线上的角色扮演和小组讨论等互动环节，将进一步加

深学生对辩论理论与实践技巧的深入理解与应用。在这一模式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协作学习与交流构

成了教学过程的核心线索，超越了简单的线上线下活动组合，实现了两者的有机融合，创造了连贯的综

合学习体验。 
例如，教师可运用线上平台开展同步互动式教学，同时策划线下的小组辩论活动，围绕国际形势及

国内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通过线上提交辩论文稿、视频记录辩论过程、以及实施实时在线点评等手

段，线上线下学习活动得以紧密结合，促进学生在协作学习与交流中对辩论技巧的深入掌握。进一步地，

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学习特性和需求，定制不同主题和难度级别的辩论课程。比如结合线上资料的搜集与

分析，以及线下的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旨在高效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 
然而，融合式教学模式并非无懈可击，它亦面临着若干内在挑战。首先，该模式的实施前提是学生

与教师均需具备必要的技术能力与相应的设备支持，否则可能难以充分发挥其潜在优势，甚至可能出现

设备切换困难或线上学生参与度不足的问题。其次，由于融合式教学模式融合了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教

师在管理学生的学习过程方面需要更为细致、精确，这不仅包括在线学习的监控、评估与反馈，还可能

涉及到教学资源的分配与学习路径的设计，从而可能增加教师的工作负担。此外，课堂规模的扩大或教

学设施的不足也可能对教学效果产生不利影响。尽管融合式教学模式在提供线下连通线上互动机会的方

面具有优势，但与传统的面对面教学相比，其在社交互动的丰富性与深度方面可能存在局限。 

6. 三种教学模式在高校英语辩论课中的实施建议 

鉴于纯线上教学模式的特性，课程内容的构建应专注于网络资源的深度开发，以丰富教学材料。利

用在线视频教程、互动论坛、以及云存储资料库等工具，能够有效地扩展学生的知识范畴和辩论视角。

在执行过程中，应重视在线互动的频度与深度，激励学生投身于在线辩论和同伴评审等互动环节，进而

提升其辩论技巧与批判性思维。 
就混合式教学模式而言，课程内容的规划必须融合线上与线下教学的资源与优势。线下环节应通过

小组讨论和模拟辩论等活动，加强学生的口语表达与团队合作技能。线上环节则应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辅

助教学，例如通过在线平台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以及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提供即时反馈与指

导。在实施策略上，应细致安排线上与线下活动的比重和次序，确保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而在融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中，课程内容的设计与执行需重视各类教学资源的综合利用，旨在营造

连贯的学习体验。例如，设计从线上到线下的过渡性任务，使学生在自主在线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参与

线下课堂活动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同时，可借助智能化教学工具，例如人工智能辅助英语

辩论训练系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材料和活动推荐，以满足其不同的学习节奏和需求。在执行过

程中，教师需审慎考量技术平台的可行性与稳定性，确保教学活动的顺畅执行。 
除此以外，在所有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学生反馈与评估的重要性。教师应及时提供反

馈与指导，协助学生认识到自身优势与待改进之处，并提出建设性的改进建议。同时，教育机构应构建

全面的评估体系，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细致评价，以此激励学生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学习和成长当中。 

7. 结论 

在“互联网+”模式下的英语辩论课程教学中，三种不同的教育模式均显示出其在激发学生兴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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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习主动性以及提升教学成效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模式通过灵活且富有互动性的教学方法，有效地

促进了高校学生的积极参与，进而显著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沟通技巧以及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已从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转变为学习促进者和

指导者，需要设计富有互动性的教学活动并提供定制化指导；相应地，学生的角色也从仅仅作为知识的

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的学习者，需要主动搜集信息并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一转变要求师生双方都需提

升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并加强在线互动，以共同提高教学和学习的质量与效果。这些教学模式的

实施，不仅实现了英语辩论教学的多元化、智能化和综合化，也促进了学习的泛在化、个性化和协作化。 
当然，“互联网+”教育模式的成功实施，离不开坚实的技术支撑和资源保障。高校在推动纯线上、

混合式及融合式教学模式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教学模式的选择、执行及其成效具有直接

的影响力。高校必须全面考量不同教学模式对资源配置、教学环境和师资力量的具体需求，并据此制定

相应的政策和标准，以支持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奖励机制。同时，高校也需关

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挑战，例如学生参与度的不均衡和技术应用的不平等，并通过教师培训和资源

共享等措施加以解决。此外，高校还应当引领教育创新的潮流，通过构建高效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组

建专业的技术团队、与外部机构合作以及鼓励师生的积极参与，共同推动英语辩论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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