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教师双线混融教学胜任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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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后疫情时代双线混融教学成为常态，但教师教学胜任力面临挑战。本文梳理相关文献，回顾

不同教学模式中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的研究与发展情况；借助问卷星平台向全国 16 个省 40 所不同类型高校

教师发放问卷，调查全面恢复线下教学后双线混融教学开展现状；基于问卷调查结果和胜任力理论，利用层

次分析法提出高校教师双线混融教学应具备的教学胜任力包含 4 个层级共 19 项特征，为高校教师开展双线

混融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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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线下教学方便情感交流和实感体验，易于课堂

互动、管理与服务；线上教学具备课程资源便捷丰

富、不受时空限制、可重复学习、智能答疑和测试、

数据可视化等优势。线下线上混融教学设计能实

现优势互补，推动教学活动的开展，提高教学质量。

高校的教学环境、技术设施、师资水平、学生能力

和学习需求等都为双线混融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线上线下相互赋能，驱动教育的信息化、数字化、

智能化进程是未来学校建设的必然趋势（祝智庭等，

2021）。然而，双线混融教学不是简单地将线下教

学与线上教学叠加，而是将现代信息技术和课堂教

学改革深层交互、融为一体。“融通”和“共生”

是双线混融教学实践的基本特征，注重教学各主体、

各方式、各因素共时并存、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

通过教学主体、教学内涵、教学特征、教学手段、

教学素材等相互融合形成教学的新模式和新走向

（邱燕楠等，2020）。
在双线混融教学设计和实施中，如何设计、讲

授、管理和评价双线混融教学是教师面临的新挑

战。因此，在后疫情时代探讨教师开展双线混融教

学所需的深层能力和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

胜任力理论出发，厘清双线混融教学发展现状，构

建高校教师双线混融教学的胜任力模型，促进高校

开展双线混融教学实践。

 二、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者认同教师胜任力的内涵包括与实

施成功教学有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熊思鹏，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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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拉尔等（Tigelaar et al.，2004）提出教师胜任力

指教师的人格特征、知识及在不同教学背景下所

需要的技巧和态度的综合，教师胜任力包含“作为

教师的人、知识专家、学习过程的促进者、组织者、

学者/终身学习者”五方面。贾方等（Jafar  et  al.，
2020）提出职业教育教师专业能力框架，指出工业

4.0时代教师教学能力包括技术能力、非技术能力、

个人能力属性、动机和自我建构以及身心健康等。

拉梅拉斯等（Lameras et al.，2021）基于教师对数字

化理解的质性研究构建了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发布的教师

ICT能力框架（第 3版）从知识获取、知识深化和知

识创造三个层次六个维度构建 18项教师信息技术

能力标准，为教师教学胜任力研究提供参考。

我国学者开展了大量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研

究。周榕（2012）把高校教师分为两大序列：主讲教

师与辅导教师，建构的远程教学胜任力模型包含

11项通用胜任力和 5项岗位序列胜任力双层结构。

陈薇等（2015）建构的混合教学教师胜任能力模型

包括知识与技能、态度和个性三大能力结构，涉及

制定混合教学策略能力、远程导学能力、专业与科

研能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能力、教学

管理能力等 13项。颜正恕（2015）将高校教师慕课

教学胜任力分为教学人格、信息素养、晶体能力、

教学影响、教学互动、教学管理等 6个一级因子、

21个二级因子。廖宏建等（2017）基于行为事件访

谈提出高校教师 SPOC混合教学胜任力模型，包含

13项鉴别性胜任特征和 3项基准性胜任特征，并

将这些特征项分别归为个人特质、教学知识、职业

素养、教学管理四类。何齐宗等（2018）将高校教

师教学胜任力确定为知识素养、教学能力、职业品

格和人格特质四个维度 11个方面。

疫情暴发后学者们开始对双线混融教学的教

师教学胜任力开展研究。邱燕楠等（2020）梳理了

教师教学胜任力从“数字胜任力”到“在线教学

胜任力”再到“混合教学胜任力”的演变历程，深

入分析了双线混融教学胜任力的构成要素。祝

智庭等（2021）提出了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新样态，即

OMO（Online Merge Offline）模式，梳理了该模式的内

涵与设计原则。刘双（2022）构建了双线混融教学

模式下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胜任力模型，包含 4

个因子 21个测量指标，分析了思政课教师教学胜

任力存在的问题和提升路径。目前高校教师双线

混融教学胜任力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少数学者深

入探究了双线混融教学胜任力，但没有提出高校教

师教学胜任力的相关编码词典。

 三、现状调查与数据分析

 （一）调查实施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项目组 2023年 3~4月借助

问卷星平台向高校教师发放的高校双线混融教学

调查问卷。问卷包含个人信息、双线混融教学现

状、教师教学胜任力组成三部分。研究者累计向

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北京、河北、河南、山

东、湖南、江西、江苏、广西、西藏等 16省（市、自

治区）40所高校教师发放问卷 239份，回收有效问

卷 231份，有效率为 96.65%。

 2. 调查对象

参与调查的教师来自“双一流”大学、普通

本科院校、三本独立学院和高职高专等（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人口学变量 类别 百分比（%） 人口学变量 类别 百分比（%）

年龄段（岁）

<30 5.19

职称

助教 2.6

30-35 2.6 讲师 38.96

36-40 25.97 副教授 49.35

41-50 63.64 教授 5.19

>50 2.6 其它 3.9

教龄（年）

<2 7.79

学科

工学 44.16

2-5 3.9 教育学 24.68

6-10 7.79 理学 12.99

11-15 31.17 艺术学 7.79

>15 49.35 文学 5.19

学历

学士 3.9 管理学 2.6

硕士 64.94 哲学 1.3

博士 31.17

经济学 1.3
性别

男 36.36

女 63.64
 

 3. 研究工具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22.0对问卷进行信度、效度

和回归分析。统计结果显示，KMO值为 0.768，问
卷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7。人口

学变量的回归分析数据结果见表 2，其中 VIF值均

小于 5，说明问卷模型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

邱百爽，章昊，张颖. 高校教师双线混融教学胜任力调查 OER. 2023，29（4）

· 102 ·



构建良好。除性别对课程教学模式影响的 P值和

年龄对双线混融教学态度意愿影响的 P值小于

0.05外，其它各项 P值均大于 0.05。这说明双线混

融教学意愿受年龄特点影响出现差异，课程教学模

式选择在性别方面存在差异，人口学变量对各项调

查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二）调查数据分析

 1. 使用意愿

在线教学的使用态度、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

用性可显著正向预测在线教学使用行为。教师在

线教学行为形成路径受使用态度与主观规范的影

响，在线教学态度越积极，开展在线教学的可能性

越大（王红艳等，2021）。郑宏等（2020）的调查结果

表明，教师疫情后“愿意”（包含“非常愿意”）采

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比例达 76.5%。

调查数据（见图 1）显示，近 80%的受访教师表

示愿意（包含非常愿意）采用或今后继续采用双线

混融教学模式开展教学，表明高校教师对双线混融

教学模式的接受度良好，认可该教学模式的价值，

大多能主动顺应和接受信息技术发展对教学带来

的重大变革，总结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的经验与不足，

开展教学反思与自我评价，不断更新教学模式。由

此可见，教师的职业态度、教学反思能力和教学评

价能力是高校教师双线混融教学必备的能力。

 2. 教学现状

1）课程教学方式。目前开展线下教学的课程

占 44.16%，开展双线混融教学的课程占 51.94%，其

中“线下为主、线上辅助”的占 38.96%（见图 2）。
同一教师讲授多门课程，有的采用线下，有的采用

线下+线上的占 11.69%，采用线上教学或以线上教

学为主、线下教学为辅的占 3.9%（主要集中于开放

大学）。这说明，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确实促进了高

校双线“混合”或者“混融”教学。但受传统教

学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仍有较高比例的课程恢

复到疫情前的单纯线下教学。
  

1.3%
1.3%

2.6%
11.69% 44.16%

38.96%

线下 其他线下为主, 线上辅助
有的课程线下, 有的课程线下+线上
有的课程线上, 有的课程线下

线上

图 2    教师教学方式分布
 

2）线上教学平台。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平台基

本免费为高校提供教学服务。恢复线下教学后，教

师大多利用教学平台辅助线下教学，应用较多的平

台依次为腾讯会议、超星学习通、雨课堂/学堂在

线、爱课程、智慧树、慕课等开放性平台、QQ、微

信、钉钉、云班课等（见图 3）。采取混合教学的教

师使用的线上教学平台都在两种以上。教师面对

功能和使用范围不同的多种教学平台，并根据课程

性质、使用范围、功能需求等在平台间切换，加重

了工作负担。教育数字化转型要解决各级各类教

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垂直和水平间的隔离难题，构建

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智慧教育服务生态。

 

表 2    人口学变量对各项调查影响回归分析

人口学变量 VIF 值 P值

教学态度意愿 课程教学模式 线上教学平台 教学平台功能 教学影响因素 面临挑战 教学支持

性别 1.04 0.482 0.034* 0.606 0.606 0.552 0.912 0.769

年龄 2.09 0.020* 0.552 0.155 0.108 0.111 0.504 0.412

学历 1.05 0.892 0.607 0.602 0.799 0.381 0.794 0.665

教龄 2.10 0.069 0.358 0.703 0.628 0.343 0.993 0.838

职称 1.09 0.923 0.290 0.985 0.729 0.952 0.426 0.621

注：*表示 P<0.005。

 

非常愿意: 20.78%
非常不愿意: 1.3%

不愿意: 7.79%

一般: 11.69%

愿意: 58.44%

图 1    教师开展双线混融教学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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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线上教学平台使用熟练度。认为熟练或非

常熟练的教师占 77.92%，认为一般的占 22.08%
（见图 4）。这说明三年线上教学确实大幅提高了

高校教师使用线上教学平台的水平，为双线混融教

学提供了基础。这也表明，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是影

响双线混融教学的重要胜任力。
  

0% 0%

22.08%

64.93%

12.99%

非常熟练熟练一般不熟练很不熟练

图 4    教师使用线上教学平台的熟练度
 

4）线上教学平台功能。厦门大学的调查（苟斐

斐等，2020）表明，教学平台功能满足度最高的子项

依次为提交或传输资料（81.2%）、课堂考勤管理

（78.1%）、课堂讲授（72.7%）、在线布置批改作业

（72.3%）、在线课后辅导答疑（70.3%）。本研究发

现，教师选用教学平台功能高低排序为布置及批改

作业（70.13%）、提供课程资源（59.74%）、课堂考勤

（58.44%）、课堂互动（58.44%）、统计成绩（45.45%）、

在线测试（36.36%）、课前课后辅导答疑（33.77%）、

在线上机或实验演示（15.58%）（见图 5）。
  

布置及批改作业 70.13%
59.74%

58.44%
58.44%

45.45%
36.36%

33.77%
15.58%

提供课程资源

课堂考勤

课堂互动

统计成绩

在线测试

课前课后辅导答疑

在线上机演示或实验演示

图 5    教师使用线上平台的功能
 

该调查结果与上述项目组在疫情期间的调查

结果基本吻合，表明高校教师双线混合教学延用了

这些线上平台高满意度的教学功能。线下教学中

师生更乐于面对面交流，但大幅降低了使用线上课

前课后辅导答疑功能。教师双线混融教学模式所

用的线上教学平台功能体现了其教学组织、教学

互动、教学管理、教学评价的能力。

5）线上教学平台使用满意度。从调查结果看，

教师对现有教学平台的功能整体比较满意，认为能

够满足需求（包括“基本满足”和“完全满足”）

的占 90.91%（见图 6），说明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完

善了教学平台功能。但这些平台功能只能满足双

线混融教学的基本需求，还需针对双线混融教学融

合共通的特点改进平台功能，满足新型教学需求。
  

完全满足需求: 9.09% 一般: 9.09%

完全不能满足需求: 0%

基本满足需求: 81.82%

图 6    教师对线上教学平台功能的满意度
 

 3. 影响因素和面临挑战

虽然高校教师开展双线混融教学的意愿高，但

实际开展双线混融教学的课程与教师意愿间差距

较大。为了探究原因，本文调查了影响教师开展双

线混融教学的因素及面临的挑战。

1）影响因素

双线混融教学不是简单的“线下+线上”，需

要将二者有机融合贯通，改变师生传统的教与学习

惯。因此，师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行为习惯直接影响

该课程是否采取这一教学模式。教师的教学策略

和讲授方法、线上教学资源的选取策略以及师生

对教学平台和工具的熟练度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使用和推广该模式的主要外因是学校的政策支持、

线上教学技术服务、学生学习空间及终端设备质

量等。受访教师有意愿开展双线混融教学，对教学

平台功能和稳定性也较满意，这两者也是双线混融

教学的重要影响因素（见图 7）。总体而言，教师的

自我调节能力、课程讲授能力、教学组织能力、教

学评价能力都影响双线混融教学。

2）面临挑战

教师认为最大挑战是双线混融教学需要改变

 

7.79%
10.39%

12.99%

15.58%
20.78%

27.27%

42.86%
42.86%

71.43%

腾讯会议 学习通
慕课、爱课程、智慧树等开放课程平台

微信 云班课
其他

雨课堂/学堂在线

钉钉
学校自主研发平台
QQ

图 3    教师选用的线上教学平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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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教学习惯，重新开展教学设计。这对中老年

教师是一大挑战。另外，双线混融教学除传统的线

下课堂讲授外，还需融入线上教学资源、使用教学

平台、开展线上教学互动、实施教学管理和评价等，

这势必增加工作量。教学任务多的教师在时间和

精力上会力不从心（见图 8）。开展双线混融教学

可能还需要教师重新学习线上教学平台和功能，这

也会阻碍教师开展双线混融教学。
  

58.44%
12.99%

1.3%

67.53%

67.53%61.04%

其他

需要改变以往
的教学习惯

需要重新进行
教学设计 增加教学工作量

负担、时间精力
难以兼顾

需要学习各种
教育技术和
信息技术

心理压力大

图 8    教师开展双线混融教学的挑战

 4. 教师培训

1）线上教学培训。疫情期间，教师参与 3−5次

培训的占 49.35%，参与 1−2次培训的占 23.38%，参

与 6−10次培训的占 18.18%，参与 10次以上培训的

占 3.9%，未参加过培训的占 5.19%（见图 9）。可见，

即使疫情迫使学校开展线上教学培训，但力度还是

不足。开展双线混融教学还需要结合教师胜任力

模型针对教师实际需求制定培训内容。
  

10 次以上: 3.9% 0 次: 5.19%

1-2 次: 23.38%
6-10 次: 18.18%

3-5 次: 49.35%

图 9    疫情期间教师参与线上教学培训
 

2）线上教学资源应用的反馈。对于疫情期间

积累的线上教学资源，教师认为“有用”（包括

“非常有用”）的占 76.63%，认为“一般”的占

19.48%，认为完全没用或者基本没用的占 3.9%（见

图 10）。可见，疫情期间高校教师积累了大量有用

的课程资源（包括文献材料、音视频资源、网络资

源等），这些资源都可以用于双线混融教学。
  

0%

完全没用 基本没用 比较有用 非常有用一般

3.9%

19.48%

63.64%

12.98%

图 10    线上教学资源用于双线混融教学的价值
 

3）参加双线混融教学培训的意愿。调查显示，

80%以上的教师愿意（包括非常愿意）参加双线混

融教学培训（见图 11），教学设计能力是受访教师

最为重视的教学能力（见图 12）。也就是说，教师

普遍期望自我提升，愿意尝试新型教学模式。
  

视学校奖励政策而定: 0%
非常不愿意参加: 1.3%

愿意参加: 62.34%

非常愿意参加: 19.48%

不愿意参加: 2.6%
一般: 14.28%

图 11    教师参加双线混融教学培训的意愿
 

  
其他: 1.3%

教学平台的使用: 33.77%
双线混融教学
评价: 37.66%

双线混融教学
示范课: 64.94%

双线混融教学
设计: 72.73%

信息技术与工具的
应用: 38.96%

教学资源制作与开发: 61.04%

图 12    教师希望参加的双线混融教学培训项目
 

 5. 学校支持

教师能否主动开展双线混融教学，很大程度上

受学校政策的影响。教师对双线混融教学支持的

评价结果，主要包括学校对双线混融教学的政策支

持、网络等硬件环境支持、教学方法培训支持、信

息技术培训支持等（见图 13）。

 

适当的教学评价及课程考核方式
教学平台的功能及稳定性

教师对双线混融教学
的态度和精力

师生对教学平台和
工具的熟练

选择适合的线上教学资源

学校的线上教学技术服务支持
学生的学习空间
及终端设备

学校的政策支持

教师的教学策略及讲授方法

师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和行为习惯

57.14%

51.95%

48.05%
66.23%

48.05%

72.73%

59.74%

61.04%
48.05%

36.36%

图 7    影响教师双线混融教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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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结果看，选择“满意”（包含“非常满

意”）的教师占 55%−65%之间，整体满意度不高。

其中，教师对网络等硬件环境支撑、信息技术和教

学方法培训支持的满意度较高，对学校政策支持的

满意度稍低。这与疫情期间的被动线上教学情况

一致。疫情期间为了保障线上教学，高校大力改善

网络、设备等硬件环境，恢复线下教学后线上教学

地位下降，学校支持双线混融教学的力度减少。

教师希望学校为双线混融教学提供的支持依

次为教学环境支撑、工作量倾斜、信息技术和教学

方法培训、奖金发放、职称评定倾斜、评优评先奖

励等（见图 14）。学校制定相应奖励激励机制有利

于激发教师参加培训的内动力，帮助他们克服阻碍

因素，并促进教师积极应对双线混融教学面临的挑

战，从而主动开展双线混融教学。
  

教学环境支撑 74.03%
71.43%

59.74%
54.55%

53.25%
50.65%

工作量倾斜

信息技术和教学方法培训

奖金发放

职称评定倾斜

评优评先奖励

图 14    教师希望学校提供的双线混融教学支持
 

 6. 教师教学胜任力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教师需要具备的双线混融

教学胜任力包含职业态度、信息技术素养、教学设

计能力、教学组织能力、课程讲授能力、教学互动

能力、教学管理能力、教学反思能力、教学评价能

力、自我调节能力。此外，项目组借鉴 CSSCI数据

库收录的与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相关的 25篇文献，

增加了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学科知识与行业认

知、成就动机、责任感、团队协作能力、教学策略、

表达沟通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和课程思政能力；根

据行业专家和受访教师的反馈增加了师德师风和

服务意识。三项综合得出 21项能力特征，请教师

对相关能力特征项进行选择。调查问卷剔除教学

策略和责任感、将教学策略融入教学设计能力、将

责任感融入师德师风后，最终得到 19项能力特征

项，其得分情况见表 3（得分区间为 0−1）。

 四、研究结论与反思

本文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和胜任力理论对教师

 

您所在院校对双线混融
教学的政策支持 (如工
作量的计算倾斜、待遇

奖金等)

您所在院柱对双线
混融教学的网络等
硬件环境支持

您所在院校对双线
混融教学的教学
方法培训支持

您所在院校对双线
混融教学的信息
技术培训支持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不清楚

0

2.6%
1.3%

6.49%
27.27%

22.08%
40.26%

2.6%
2.6%

5.19%
25.97%

24.68%

2.6%
3.9%

9.09%
20.78%

23.38%

5.19%
2.6%

5.19%
31.17%

32.47%
23.38%

40.26%

38.96%

10 20 30 40 50

图 13    教师对双线混融教学支持的评价 

 

表 3    高校教师双线混融教学胜任力分析

层级
职业素养

（分值）

知识素养

（分值）

教师特质

（分值）

教学实施

（分值）

能力

师德师风（0.30）

职业态度（0.26）

服务意识（0.18）

信息技术素养（0.95）

学科知识与行业认知（0.79）

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0.69）

表达沟通能力（0.81）

自我调节提升能力（0.73）

团队协作能力（0.64）

科研创新能力（0.55）

成就动机（0.46）

教学设计能力（0.92）

课程讲授能力（0.78）

教学组织能力（0.78）

教学互动能力（0.78）

课程思政能力 (0.73)

教学反思能力 (0.60)

教学管理能力 (0.59)

教学评价能力（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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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力要素进行融合、重组、合并或剔除，依据

“素质洋葱模型”定义该胜任力的核心构成要素，

针对问卷调查发现的问题提出促进双线混融教学

教师胜任力提升的建议与后续研究方向。

 （一）教学胜任力特征

本文构建的高校教师双线混融教学胜任力包

含职业素养、知识素养、教师特质、教学实施等 4
个层级 19项能力（见表 4）。

 （二）提升教学胜任力

 1. 构建双线混融教学技术环境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对于硬件环境的满意度，

选择“一般”及以下的教师约占 36%。疫情虽然

促使高校线上教学环境有所改善，但仍然不尽如人

意。我国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可以满足线

上教学需求，但硬件设施的技术“含金量”还很低。

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的组织与实施需要打通线上与

线下的学习场景通道，以技术为引擎促进教育创变

（祝智庭等，2021）。双线混融教学的开展首先需要

高校为教师构建双线混融物理环境，加强虚拟仿真

实验室、智慧教室、网络平台等建设，升级硬件设

备和软件功能，提供良好的网络条件，完善双线混

融教学环境。线上与线下教学融合需要无缝连接、

交互、开放、协作的智慧型学习环境。加强建设不

同区域不同层次高校间的合作共享协同机制，利用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突破时空限制，合力打造

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以此填补区域院校间的技

术鸿沟，实现数字公平，从而实现双线混融教学技

术环境的跨越式服务。

 2. 加强双线混融教学能力培训

调查结果表明，高校针对双线混融教学的培训

力度不足。疫情期间绝大部分教师都不同程度地

参与过线上教学培训，为开展线上教学积累了经验。

但高校教师参加培训频次总体不高，三年间累计参

加 5次以下培训的占 73%。而 80%以上的教师表

示愿意参加双线混融教学培训。因此，后疫情时代

开展双线混融教学学校加强一线教师的培训有较

强的现实需求。

在硬件基本具备的前提下，推进双线混融教学

开展其主要因素是教师教学理念及教学能力。调

查发现教学设计能力得分位列第二，在教师希望参

 

表 4    高校教师双线混融教学胜任力及含义

职业素养

服务意识 将服务理念融入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弱化教师教学主体意识

职业态度 具备开展双线混融教学的职业态度与职业操守、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师德师风 具备教学必备的责任心、自信心、自制力、正直善良、为人师表

知识素养

信息技术素养
能快速学习掌握新技术、新工具，具备在网络中快速获取、制作、加工、选择应用教学资源和信息的能力并应用于

双线课堂教学

学科知识与行业认知 不断学习所讲授学科的前沿知识，提升自身知识水平，具备相对系统完善的学科知识

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 具备必要的教育方法、教学知识、了解学生心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特质

表达沟通能力 具备与学生、团队教师等表达沟通的能力

自我调节提升能力 能不断改进教学模式，积极主动学习新技术提升教学能力，形成自我提升的策略

团队协作能力 能主动融入教学共同体，支持并积极参加双线混融教学团队建设，主动与团队教师协作

科研创新能力 能总结双线混融教学实践的经验并不断改进教学，形成科研成果

成就动机 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获得由教学观念及方法改进所带来的自我肯定和成就感

教学实施

教学设计能力 能针对双线混融教学的课前、课中和课后不同阶段分别进行教学设计

课程讲授能力 能合理控制教学进度，完成对知识、态度与技能的有效讲解

教学组织能力 能调动学生参与双线课堂的积极性，顺利开展双线课堂教学

教学互动能力 充分结合线下面授互动与线上平台互动功能，及时给学生评价反馈（包括言语反馈和学习积分反馈等）

课程思政能力 合理有效地融入课程思政，将新媒体技术与思政课堂深度融合，加强双线课堂的学生思政教育

教学反思能力 及时总结线下及线上教学的优缺点，改进不足，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管理能力 能准确判断双线混融教学存在的问题，并采取适当的策略加以解决，及时快速完成线下线上教学环节

教学评价能力 制定有效的课程评价与考核方式，客观评价双线混融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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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培训项目中位列第一，因此加强教师的双线混

融教学设计能力培训是首要任务。通过提升课前、

课中和课后不同教学阶段的教学设计能力，教师能

够在课堂充分利用线下与线上教学的优势，根据学

生实际水平、课程性质等设计教学支架，达到双线

混融教学效果最大化。在高校基本信息化建设完

成后，保障在线教学质量的关键是教师运用技术的

能力（邬大光等，2020）。调查结果表明，信息技术

素养在教师教学胜任力得分位列第一。因此，大力

开展包括信息技术方法、软硬件工具应用、教学资

源的开发与选取策略，利用信息技术整合与课程相

关的双线教学资源等培训，充分发挥 MOOC、翻转

课堂等混合式教学方法在双线混融教学中的优势。

 3. 建设双线混融教学共同体

双一流大学、普通本科院校、开放大学、高职、

三本独立学院等高校虽然办学层级有别，但是同一

区域不同层次院校间可以通过传、帮、带的模式建

设区域教学共同体，以共享教学资源、教学方法、

教学经验等。学校可以通过评选优秀的双线混融

教学示范课，开展双线混融教学示范课培训，实现

教师间的经验共享及交流。学校还可以组织建立

校级双线混融教学示范教师团队，加强双线混融教

学的团队建设,以此来打破以往教师单打独斗、各

自为营的局面。同一门课程的多个任课教师形成

课程组,师资充足的学校可以开展双师课堂试点,为
相应课程设置主讲教师和辅导教师,建设教学协同

机制。教师之间相互合作取长补短以弥补单个教

师个人时间及精力不足的短板,同时还可以依托团

队协作来加大对网络教学资源选择及自有教学资

源建设, 以点带面推动双线混融教学实践。

 4. 建立双线混融教学评价体系

调查发现，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双线混融教

学需要改变传统教学习惯。因此，高校决策部门需

要将双线混融教学纳入教学计划，制定双线混融教

学教师的工作量核算、奖金分配、职称评定、评优

评先等激励政策，开展双线混融教学竞赛、评选双

线混融教学标兵等活动，鼓励教师开展双线混融教

学实践；完善双线混融教学考核与评价机制，以双

线混融教学胜任力模型的层级和能力指标为参考，

高校可以按需选择胜任力特征并确定权重建立双

线混融教学评价体系；把学生评教、教师互评、校

级督导评价等相结合，调动教师开展双线混融教学

的积极性。

 5. 完善双线混融教学的教师教学胜任力模型

本文建构的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主要依据问

卷调查和受访教师意愿总结得出，后续研究还需要

据此开展绩优组与绩平组的行为事件访谈研究、

编制双线混融教学胜任力自测量表并开展调查研

究，验证并完善该双线混融教学胜任力模型；持续

调研双线混融教学进展，修正双线混融教学胜任力

模型，构建相应评价机制，提升高校教师双线混融

教学胜任力，最终建立高校教师双线混融教学的能

力确定、能力培训、能力评价一体化模式。

在大数据与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双线混

融教学将成为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教师作为教学

的主体之一，对推动双线混融教学发展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提升其双线混融教学胜任力也是值得关

注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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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College Teachers' Competencies in
Offline and Online Merged Teaching

QIU Baishuang， ZHANG Hao & ZHANG Ying

（QingGong College,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online  teaching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ies  has  been  the  largest  online  education
activity  in the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With offline and online merged
into blended or hybrid teaching, the post epidemic era has witnessed this great change in education as
well  a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i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and related issues,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ies in different teaching modes by reviewing relevant literature. Then, with the help
of an online survey platform, Questionnaire Star, the study collected data from teachers of 40 different
types of  colleges in 16 province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offline and online merged
teaching after the full resumption of the traditional offline teaching. In the end,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ults and the competency theory, the study use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clarify the 19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our  levels  of  teaching  competencies  that  college  teachers  should  have  in  the
offline and online merged teaching.  The study has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ffline
and online merged teach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ost the pandemic era.

Key words: offline and online merged teaching；college teachers；teaching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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