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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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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进行教学探索。从四个方面：巧设课程知识内容、

落实体验式课程实践、完善多维度课程评价、拓宽师生沟通渠道对混合式教学进行分析，运用调查问卷证实

混合式教学的有效性，有效支持混合式教学是高等学校提升教学质量、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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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模式［1］主要是指在网络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借助数字信息网络技术，将网络教学与

传统教学进行深度融合，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和学生群体的学习需求，实现教学环节和教学功能重新划分，

使教学在“线下”与“线上”两个空间同步开展，拓展教学功能，提升教学效果。新冠疫情对教学产生

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进度，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课程教学模式显得非常有必要［2］。

混合式教学模式作为全面推动信息技术和课堂教学深度整合的新型模式，正在成为高等学校提升教学质

量、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要抓手［3］。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

是高校育人的重要方面。在混合式课程的设计中，基于以培养健康的人，以人为本为高校育人的目标，为保

证混合式课程的安排能够达到提升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为目的。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包括线

上课程和线下课程两部分，线上课程主要是学生进行网络的视频在线学习﹑线上练习﹑线上课程作业等学习

方式，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学习与掌握；线下课程是对线上教学的进一步补充与拓展，因为学生已经在线上

学习了相关的心理健康知识，教师可以利用辅导答疑、团体辅导、心理游戏、心理剧等多种形式，引导、启

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学生对线上学到的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能够充分理解，甚至能运用相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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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解决模拟的问题及实际问题，从而到达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更好地为生活实际服务的目的［4］。

本研究以“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的安排为例，科学划分教学环节，合理安排线上和线下的内容，

采用多途径的教学实践方式，多维度评价混合式教学的效果，并在所有教学环节结束后对参与课程的

1000 名同学进行调查，以期确定教学目的的完成度。最终，调查结果证实在“大学生心理健康”相关课

程中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是非常有效，混合式教学模式符合高校育人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可以有效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1  巧设课程知识内容，增强学生兴趣，引导学生主动探寻心
理健康知识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的讲授知识部分包含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线上教学内容是由国内知名专

家授课的某网络平台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在线课程。课程内容包括［5］绪论以及认知与探索、调适与应对、

发展与提升三章四部分，内容涵盖了心理现象介绍、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和作用，认识自我及原生家庭、

情绪调节、人际关系改善、学习动机和学习方法、塑造阳光心态、提升心理资本等内容。学生可任意选

用电脑或手机观看学习，在学习中会不定时地弹出所学知识的问题，要求回答，以检验学生的学习状态

及掌握程度。为了核实线上教学内容的合理性，对线上教学内容进行调查，发现排在前三位的学生最感

兴趣的内容为：爱情心理，占总人数的 55.7%，人际关系，占总人数的 41.7%，压力转换，占总人数的

34.6%，这个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学生对这三方面知识的欠缺以及渴望，同时也证明心理健康课程满足

了学生一定的心理需求。课程的设置基本实现了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的

基本要求》（教思政厅〔2011〕5号）。并进一步调查了学生的线上学习效果，如对课程内容的满意程度：

62.1% 的学生很满意；在网络课程学习环节，对播放过程的满意程度：52.8% 的学生很满意；对章节测

评的满意程度，54.3% 的学生很满意。在网络直播见面课环节，对教师讲授内容的满意程度：64.7% 的

学生很满意；对提问及互动的满意程度：51.1%的学生很满意。这表明网络课程的设计也是比较合理的，

满足了学生的需求。

线下教学主要是线上教学的完善和补充，由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专职教师选取学生感兴趣的心理健

康的重要内容，如自我意识、人际关系与恋爱心理、危机干预等主题，采用以主题为单元的方式，结合

最新的相关研究和理论，紧密结合大学生的人生阶段，以大学生的实际案例引入，从不同角度引入对安

利的思考，完善和补充线上教学知识的结构，使得学生在获取最新的心理健康知识的同时，引发学生的

独立思考。采用线下教学的方式，弥补了线上只是观看屏幕的单调方式，激发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刺激，

加深了学生对重要内容的理解和把握，更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为了核实线下教学的效果，对线下授课

环节中本校心理咨询中心老师的课程讲述内容进行调查，发现有：61.6% 的学生很满意，36.2% 的学生

较满意，2.0% 的学生较不满意，0.1% 的学生很不满意。

2  落实体验式课程实践，增加学生参与，加深学生对心理健
康知识的掌握

体验式教学法是一种很有效的教学方法，是在完成课程讲授后，教师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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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情感，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运用线上学习中学到的知识来处理问题，应对

困难，使他们能真正理解、吸收知识并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从而改变个体原有的认知和行为，提升内在

价值，变得更具适应性［6，7］。常用的体验式教学方式有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心理情景剧、脑力激荡、

团体辅导等。刘海燕和宁淑芬的研究［8］显示，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方法的喜欢程度依次为

情景模拟法、案例分析法、轻松教学氛围创设、角色扮演法、倾诉法、专题讨论、反思、讲授法等。张

媛媛等人［9］的研究显示，视频教育、互动交流、团体训练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受学生欢迎的

教学方法。

目前有诸多研究证实，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体验式教学的效果更好，如邱小艳、宋宏福［10］采用

情景剧、团体辅导、头脑风暴等形式进行体验式教学，与传统讲座教学对比效果显著。宋志英［11］的研

究表明运用体验式教学，可以让学生在躯体化、焦虑、抑郁、自卑等多个方面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明显提升。

冯淑丹、刘洋［12］等采用前后测设计考查体验式教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中应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结果显示：体验式教学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本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中，

我们主要采用了团体训练和心理情景剧的组织与表演、穿插一些心理测试、小游戏等环节。团体训练是

以 10 人小组为一个单位，要求小组成员在一张大白纸上进行自画像的绘制，并在绘制过程中和结束后

给予一定的时间相互讨论与展示，讲述自己绘制原因，以及对他人绘制的感受，并在绘制结束后走上讲

台展示各个小组的成果，一方面以自画像为共同话题促进学生彼此之间的熟悉，一方面为后面的心理情

景剧的组织与表演建立互动的基础。在团体互动结束后随堂让小组随机选取学生中常见的心理问题主题，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组织、排练，在两周后将准备好的心理情景剧进行课堂展演，其目的是继续

增强学生的互动交流，同时也是考验学生在心理情境剧中表现出对心理问题的理解，检验学生对线上和

线下授课的心理调适知识的运用情况。对采用的体验式教学环节的组织和展演（包含团体训练、心理情

景剧等）进行评估：有 61% 的学生对体验式教学的形式和组织很满意。进一步对体验式教学环节的不同

方面进行调查，发现 61.6% 的学生对团体训练方面的自画像活动非常满意；60.6% 的学生喜欢游戏类活

动穿插，54.4% 的学生更喜欢心理情景剧的组织与展示，35.8% 的学生更喜欢小组形式的团体训练。

3  完善多维度课程评价，获得学生满意，激发学生对心理健
康课程的投入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完善立德树人

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并进一步提出要求“加强过程评价，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

性考核有机结合的学业考评制度”。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一门集知识传授、心理体验与行为训练为一体的公共课程［13］。这

门课程强调学生需要掌握心理健康相关知识、心理调节的技能，并能够正确认识自我，悦纳自我，达到

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并适应社会的生活状态。这门课程采用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的有机结合非常适合。

过程性考核［14］是基于过程性课程观，这一观点认为课程的本质是经验转化、改造与建构的过程。根据

谢翌［15］等人的研究，在过程性课程评价中，从对预设课程的学习任务领悟，运作课程的学习情境感知、

学习活动的体知以及所得课程的学习结果反思这四个方面可以进行程性课程评价的探寻。基于过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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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四个方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课程评价体系也是有四个方面的成绩组成：第一部分

是在线上学习过程中的章节测试，其目的是能够即时性对预设课程的学习任务的掌握进行评估；第二部

分是在线上学习结束后全面的知识内容的掌握的了解，其目的是从整体性对预设课程的学习任务的掌握

进行评估；第三部分是结合线上学习内容，在授课过程中穿插的体验式课程环节的评分，用以了解学生

在运用课程的学习情景的感知，以及学习活动的体知的情况；最后一部分是在所有内容结束后进行的期

末考试，在期末考试时采用开卷的方式，多采用开放式的问题考查学生对所有所学课程的学习内容的掌

握与运用的情况，并了解学生对心理健康的思考。

对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学生的评价，结果显示：42.9% 的学生很满意，52.8% 的学生较满意，2.4%

的学生较不满意，有 0.2% 的学生很不满意。询问后续是否继续选择此类课程评价的课程，有 86.4% 的

学生依然会选择类似网络课程授课方式，13.4% 的学生会选择传统教师授课模式。

4  拓宽师生沟通渠道，做到教学相长，引导学生对心理健康
的自主学习

“没有教师的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16］在当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路下，

作为曾经的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在给学生授课时，要转变思维，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完

全主宰课堂，从教师的角度去设想学生应该学习什么内容从而设计教学内容，而是代入学生的角色，更

多地从学生的角度考虑，为学生服务，考虑学生作为一个即将迈出大学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需要掌握的

相关知识，以及帮助他们掌握相关知识的途径和方法，以及创设怎样的环境和氛围，做学生学习的引导

者与指引者。教师的重要性体现在整个课程的设计、节奏的把控、教学氛围的营造等方面。

同时，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这种特殊方式，决定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开拓更加广

阔的交流互动空间。作为教师不仅仅是授课这一单一与学生交流的方式，而是在课前就与学生采用 qq

群或学校互动平台与学生建立初步联系，在回答学生对课程的问题中初步建立联系，同时在授课的过程

中，不断地从 qq 群或学校互动平台与学生进行沟通，在学生在有问题的情况下能够及时给予回应，增

强学生对老师及课程的熟悉，进一步建立联结。以便在课堂讲授、课程的小组活动等团体活动中，更积

极引导同学投入参与活动，在课程结束时，依然与学生保持有密切的联系，通过对老师的熟悉，增加他

们对于课程的熟悉度，并加深印象，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好地投入学习。

建构主义理论［17］认为学习包含“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个要素，因此，教师

需要在与学生建立良好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在教学环节中的相互协作，为学生创建一个良好的学习情境，

对所学知识进行意义建构，其目的在于开拓学生思维，激发学生思考。在线上教学的过程中，由学生自

发把握学习的节奏，对重点或感兴趣的内容多次观看，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在线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

按照自己的风格和教学设计把握课堂节奏，对线上知识的相关重点知识进行联想式启发，使学生看到多

个维度的知识，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与理解，加强学生的全面理解，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独立思维能力，

有助于最大限度体现网络课堂教学的效果。在学生接受知识后，可以针对线上和线下的内容与老师进行

讨论与提问，在互动的过程中，启发老师的思考，从而促进老师与学生的共同进步，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通过这样的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引导他们自主学习与思考，最终养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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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习的习惯。

教学模式一直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如何满足大学生的需求是教学课程改革

一直要面对的问题［18］。混合式的教学模式可以提供优质的网络学习资源，并且结合线下的授课，更有

助于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内容；同时，开展体验式教学环节帮助学生创设问题情景，以解决问题为目

的，引导学生运用所学习的相关知识尝试解决问题，更有利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学会相关的调节方法。

拥有优秀的教师，将这些环节设计得更为精妙和有趣，从而帮助我们落实好混合式教学模式，使得真正

达到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进一步回归到“立德树人”的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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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Yan Qio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Abstract: The teaching explo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Mental Health” course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 It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cultivate high-level talents to analyze hybrid teaching from four aspects-
skillfully design curriculum knowledge content, implement experiential curriculum practice, improve 
multi-dimensional curriculum evaluation, broade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use the survey to 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hybrid teaching.
Key words: Mixed teaching; Experiential course practice; Course eval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