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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虽然得到积极的推广和应用，但是在实施阶段过程缺乏理论指导，面临如何建立有效的

教学模式设计来激发学生积极沉浸融入线上线下课程等问题。本文以财务报表分析课程为例，依据“心流

理论”设计了有效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这种基于线上和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一方面通过线上的自主

学习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性，另一方面通过线下的互动、讨论等实践教学环节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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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现状

应试教育背景下，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普遍存在学习注意力容易分散、习惯于被动地学习、

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能力较差等问题。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通过教师线上活动设计、学生线上为主体自主学习、线下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模

式，不仅能锻炼和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同时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近些年来得到了快速推广，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1］。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

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发展。虽然混合式教学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但

是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学生参与度低下、线上课程真正有效参与不足、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设计缺

乏理论指导等问题。建立有效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积极融入乃至沉浸线上线下课程成为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实施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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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流理论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心流理论属于积极心理学的范畴，积极心理学家 Csikszentmihalyi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研究创造力的

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心流理论。心流理论主要被用于心理健康、网络生活和企业管理等领域的研究［2-3］，

近些年来有学者将心流理论应用于教育的研究，研究如何增加教育教学功能、挖掘人内在兴趣与动机、

提高学习兴趣与效率等［4-5］。心流指当人们沉浸在当下着手的某件事情或某个目标中时，全神贯注、全

情投入并享受其中而体验到的一种精神状态［6-8］。Csikszentmihalyi 认为庄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庖

丁在解牛的过程中达到的状态与心流的状态一致——在心流状态下，注意力高度集中，全身心地投入，

做事会呈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者对心流的情境和状态进行总结，认为达到“心流”状态必须具备三个

条件：明确清晰的目标、即时的反馈、与能力匹配的挑战［9-10］。这些心流体验的状态以及达到心流所具

备的要素条件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对学生的评价要素和课程设计要素具有重合性。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形

式的核心在于如何引导学生提高专注力，达到沉浸式的学习体验，所以心流理论中心流体验触发的必要

条件要素为混合课堂进行教学设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本文以参与《财务报表分析》课程学生为研究对象，依据“心流理论”，设计了有效的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模式。这种基于心流理论的线上和线下融合的混合教学模式设计，一方面通过线上的自主学习提

高了学生的自主性，另一方面通过线下的互动、讨论等实践教学环节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3  基于心流理论的混合教学设计与实践

《财务报表分析》作为一门应用性课程，需要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公司战略等众多基础课程知识

做支撑，而且要求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财报报表分析》课程日常授课采取大班多媒体教学，传统授课

模式由于时间的限制，一方面授课过程中无法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课下交流不畅；另一方面在课堂上

无法重复讲授大量章节相关的基础知识，而课下难于把握学生对基础知识自主学习进度。如果学生对相

关基础知识遗忘或者理解不足，会造成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效果不佳。结合《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的特点，

在实施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教学过程中，其线上教学主要在课前实施，强调学生基础知识的回顾和对应

学习章节的基本认知引导。主要通过线上观看对应章节的基础知识学习视频和线上案例讨论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其特点为以学生为主体、老师指导支持。线下则通过问题导向教学、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引导

学生理解掌握课程重点和难点，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线下教学其特点为老师主导、学生为主体。

在依据心流理论进行教学实践详细过程设计中，主要强调其理论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利用了大部分

学者都认同的心流状态触发的必要条件因素——明确清晰的目标、即时的反馈、与能力匹配的挑战等进

行教学设计，来解决学生的线上线下课程的参与度低、学习热情不高的问题。

3.1  明确清晰的目标 

根据目标设置理论，目标本身就具有激励作用。心流理论认为明确清晰的目标会使人专注，是产生

心流的首要条件。在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学生主要问题表现为线上主动性不强，被动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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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老师、线下上课热情不高。特别是《财务报表分析》作为高年级学生的课程，高年级学生面临就业和

考研的压力，出现了课堂学习热情钝化、容易产生惰性等现象。针对学生的这种主动性不强、目标不清晰、

主控感弱这些问题，首先教学设计强调让学生设定明确清晰的目标。在课程开始前，即给出学生清晰的

量化评分标准以及评分标准细则化。评分标准详细列出了达到每个评价标准等级所需要的课堂参与、作

业和考核成绩等内容。同时为了让学生树立清晰明确的目标，对应让学生根据量化的评分标准预设自己

的目标成绩，并提交老师保管。为了便于学生执行和自我反馈，进一步要求学生对其预设目标进行分解，

分解成若干个小目标。把上述内容整合后，通过线上共享表格与学生实时共享，每个学生可以在整个学

期过程中实时看到自己的课堂参与、作业等的评分变化情况。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实时评分与目标成绩之

间的差距，调节自己的学习强度。对于老师来说，可以通过线上数字化的手段详细掌握每个同学的目标

完成情况，特别是对于起初设定低目标成绩的同学，在预判其可完成目标的前提下，可以给予适当的关

注和激励，引导其向更高的目标成绩努力。并且，整个过程中制定了清晰的规则，要求每个同学严格执行。

3.2  即时的反馈 

心流理论认为，为了进入心流状态，即时反馈的核心在于通过这个反馈信号，让你自己知道达到或

者更接近目标，即“在意识中创造秩序，强化自我结构”［6，11］。学生在混合教学过程中，比如线上讨

论的过程中如果多次讨论后缺少必要反馈，会逐渐对讨论丧失热情，讨论对学生来说逐渐变成了一项枯

燥的任务。所以如何设置学习过程中的即时反馈是课程设计的重要课题。在设计《财务报表分析》的教

学过程中，每节线下课程前，要求学生线上进行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案例讨论，在线上评论式的讨论过程中，

老师对其评论进行即时反馈的同时，要求每个同学至少对其他两位同学的讨论进行评论，通过这种方式

让所有的同学的讨论都得到即时反馈，激发学生思考和讨论的热情。线下课程中学生每次参与讨论，老

师克服自身的时间限制，通过多种的形式给予即时反馈。比如：课堂上每个学生上课的讨论和发言都会

在课程结束后在线上实时考核表上进行标记；课堂上除了老师对学生的讨论进行点评外，同时积极鼓励

其他同学对讨论内容进行反馈；根据讨论的内容、频度等选出每周的“Talking King”，并给予平时考核

分数鼓励等。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不能及时知道自己的综合课堂表现，往往到期末考试后通过成

绩确认才能得知自己的学习评价，表现在对于学生的学习过程评价及时反馈不足。基于线上线下混合课

堂的优势，学生每次课程的表现，都能在线上评价体系中得到即时的反馈和确认，学生拥有更强的主控感。

3.3  与能力匹配的挑战

根据心流理论，对于学生来说学习任务和挑战远远高于自己的能力容易陷入焦虑，而高学习能力做

低挑战的事情则容易陷入无聊，所以与能力匹配的挑战是进入专注状态的关键［7，12］。心流理论对“挑战”

和“技能”关系的论述为如何创建有利于获得心流体验的教学环境提供了心理学依据［4］。所以在教学

设计的过程中，如何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准，设置与其相匹配的学习任务和挑战至关重要。利用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的优势，学期初老师通过线上基础知识测评结果、学生目标成绩自我设定、学生上学期平均总

成绩等变量，对学生本门课的学习能力水平进行层次划分，掌握学生的学习层次。在掌握学生学习层次

的基础上，设计个性化教学方案，做到每个学生获到与自己能力一定程度上匹配的挑战。例如：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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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过程中，最大化设定开放式讨论课题，让不同程度的学生都可以积极专注进入思考。对于高层次学

习能力的学生，在反馈过程中更多地引导其思考的深度；对于低层次学习能力的学生则更多地给予肯定

和鼓励。在实际线下教学的过程中，那些积极主动加入讨论、回答问题的学生往往是高层次学习能力的

学生，而低层次学习能力的学生则往往回避问题。所以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如果老师对此视而不见，

往往造成高学习能力的学生保持学习的积极性，而低层次学生由于挑战的难度过高丧失对课程的兴趣，

陷入恶性循环。对于这种现象老师除了继续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外，另外设定了一些与低学习能

力学生相匹配的问题，主动挑选这些学生进行回答和讨论，并给予即时的激励性反馈，提高这部分学生

的学习自信和兴趣。在课程作业的布置过程中，作业形式往往不是单项作业，而是布置多个课题，让学

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层次进行自主选择。通过这种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建立低层次学习能力学生的

学习自信和热情（心流的形成），引导其向高学习能力层次学生转变。

4  教学实践效果

依据心流理论对《财务报表分析》课程进行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设计，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积极的

效果。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下，课前强调学生线上的自主学习和自主讨论，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线下课程过程中，利用问题导向教学法（PBL）、案例教学法等方法，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为了解决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度不足的问题，引入心流理论对课程实践进行了有

效改革。结果表明：参与《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的学生，期末考核 100% 全部达到及格以上水准，而且

低目标设定的学生的实际考核结果大部分高于其期初设定目标值。另外，依据“即时反馈”和“与能力

匹配的挑战”的心流条件因素对课堂进行设计后，实践结果显示：线上案例讨论部分，学生讨论的积极

性得到的显著改善；线下教学过程中，学生课堂参与度显著提高，表现在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都得到显著提升。这表明基于心流理论的混合式课堂设计达到了因生施教、因地制宜的效果，促进

了全体学生的共同发展。

5  结语

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方法，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解决了大学课堂大班教学的弊端。在混合教学的

模式下，老师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成为可能，有利于老师针对不同程度的学生做到

因地制宜、因生施教。同时，现阶段存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信息化水平不足的问题，通过线上线下混合

教学的实施，也有利于老师信息化教育水平的提高。

根据针对《财务报表分析》学生的课程教学实践，表明心流理论在混合式教学中有比较高的可适用

性和可操作性。高校其他课程也可参照此理论设计适合自己学科和学生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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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Based on the Flow Theory

Shang Yufei* Zhong Yuchun Chen Ziha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Abstract: Although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l has been proactively promoted and applied,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theoretical guidanc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and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such as how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teaching model design to stimulate students to actively 
get involved in and even immerse themselves in online and offline courses. Taking the course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esigns an effective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flow theory”. In terms of such a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online autonomous learning can improve students’ autonomy, and at the same time 
offline interaction, discussion, and other practical teaching links can enhanc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classroom.
Key words: Flow theory; Mixed teaching model; Participation; Aut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