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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演讲课程混合式教学实践及效用研究

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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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混合式教学模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该研究以英语演讲课程为背景，探讨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其实施过程的方法及有效性。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教学过程的设计，包括在线研习和面对面的课

堂教学的结合，以及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反馈和互动机制的设计。研究结果显示，通过混合教学模式，大大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动机和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学生的英语口语技能，特别是演讲技能得到显著提升，表明混合教学模式对

于提高学习效率和教学质量具有显著的效果。研究也发现，混合式教学模式同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

生的课程满意度。因此，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英语演讲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是值得推广的教学模式，希

望未来在更多的教学环境中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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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lended	 learning	mode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thods	and	effectiveness	of	blended	learn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English	
speech	courses.	The	research	methods	mainly	 include:	 the	design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including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learning	and	face-to-face	classroom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design	of	feedback	and	interactive	mechanisms	use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rough	blended	learning	mod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self-
learning	ability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especially	public	speaking	
skill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dicating	that	blended	learning	mod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teaching	q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research	has	also	found	that	blended	learning	models	simultaneous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ir	course	satisfaction.	Therefore,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l	can	help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English	speech	courses,	and	is	a	teaching	model	worth	promoting.	We	hope	
to	apply	it	in	more	teaching	environmen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blended	learning;	English	speech	course;	learning	motivation;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course	satisfaction

0 前言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

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混合式教学模式亦随之诞生并逐渐得

到人们的青睐。混合式教学模式结合了在线研习和传统的面

对面课堂教学，使得学习更具灵活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果和教学质量。特别是在英语演讲课程中，混合式教学模

式的好处更是明显。英语演讲课程是提升学生英语口语技

能，特别是演讲技能的重要途径，教学方法和效用的优化具

有重大意义。而现有的教学方式往往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享受到乐趣，增强学习的责

任感和主动性，这正是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弥补之处。本研

究将以英语演讲课程为背景，详细探讨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其

实施过程的方法及有效性，并通过现有的教学反馈和互动机

制，总结出对教学效能有显著提升的因素。这将对于提高学

生的英语演讲表达能力，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等方面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同时，也期望在未

来能够推动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更多的教学环境中得到应用，

以提高英语演讲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1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理论解析

1.1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概念及特征
混合式教学模式作为一种融合传统面对面教学与现代

在线学习的教学方式，在教育领域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其

概念及特征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深入解析。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定义通常被认为是将传统的面对面

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有机结合的教学方式。这种模式旨在通

过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提高

教学效果。与单一的传统或在线教学模式相比，混合式教学

模式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资源，

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和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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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第一个主要特征在于其灵活性。学

生可以根据个人的时间安排和学习节奏，在不同的平台上进

行学习，这种灵活性极大地增强了学习的便利性和自主性。

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如视频课程、在线

测验、电子书籍等，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并学习相关内

容。而面对面的课堂教学则为学生提供了实际的互动交流和

即时反馈的机会，帮助学生在实际操作和应用中深化所学

知识。

第二，互动性和个性化。通过在线学习平台，教师可

以随时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表现，并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兴

趣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学生也可以通过各种互动工

具，如讨论区、在线论坛和实时聊天等，与教师和同学进

行交流与讨论。这种互动性不仅促进了学生之间的学习交

流与合作，也帮助教师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

的问题。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自主学习计划能够使每个学生

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进行学习，充分发挥个人的学习

潜能。

第三，高效性和多样性是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重要特征。

通过将面对面教学的互动和实操与在线学习的便利和自适

应结合，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在线学习资源的多样性，如视频、动画、互动课件等，能够

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和需求，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吸

引力。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第四个特征在于其评估与反馈机制

的有效性。通过在线平台，教师可以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收

集并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效果，从而进行科学的评估和反

馈。系统生成的学习报告和成绩分析，能够为学生提供详尽

的学习情况反馈，帮助其及时调整学习策略和方法，提升学

习效果。

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将传统教学与现代技术相结合，

展现了灵活性、互动性、高效性和多样性等优越特征，有效

地提升了教育质量和学习效果。这种教学模式不仅顺应了

信息化时代的需求，也为教育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发展

方向。

1.2 混合式教学在英语演讲课程语言学习中的应用
在英语演讲课程中，混合式教学模式展现出独特的优

势与活力。该模式巧妙融合了在线学习与面对面课堂教学的

精髓，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学习环境。在线

平台上，学生可自由访问丰富的演讲资源，如经典演讲视频、

发音练习工具及个性化学习路径，从而根据自身节奏与兴趣

进行预习与复习。这种灵活性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培养了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同时，面对面的课堂教学则成为实践与反馈的关键环

节。在课堂上，教师通过模拟演讲、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

形式，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即时的师生互

动与同伴反馈，让学生及时发现问题、调整策略，加速技能

提升。此外，教师还能根据学生的表现提供个性化指导，确

保每位学生都能在原有基础上取得进步。

2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英语演讲课程中的实施
方法与过程

2.1 教学过程的设计与实施
在英语演讲课程中，教学过程的设计与实施是混合式

教学模式成功的基石。这一过程旨在通过精准结合在线研习

与面对面教学，不仅传授知识，更强调技能的培养与实际应

用。以“公众演讲中的非言语沟通”模块为例，其教学目标

明确指向提升学生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及眼神交流能力。

在线研习阶段，学生登录学习平台，观看由知名演讲

家亲自录制的非言语沟通技巧视频。视频中，演讲家通过实

例生动展示了如何运用恰当的手势、保持自信的眼神接触，

以及利用面部表情精准传递情感。同时，视频配套详细的文

字解析和互动练习，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并实践所学知识。此

外，学生还参与在线案例分析，共同探讨并分析演讲视频中

的非言语沟通亮点与改进空间，通过讨论区积极分享见解，

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互动。

进入面对面课堂教学环节，一场“情绪演讲工作坊”

活动拉开序幕。学生被合理分组，每组选定一种情绪（如喜

悦、愤怒、悲伤）作为演讲主题进行准备。在限定时间内，

学生需完成一段即兴演讲，以展示自己在非言语沟通方面的

理解和应用能力。教师现场观察每位学生的表现，特别是在

非言语沟通方面的细节，如手势的流畅性、眼神的接触以及

面部表情的自然度等，随后给予具体而细致的反馈。例如，

针对某位学生在表达喜悦时手势略显生硬的情况，教师会提

出增加自然流畅手势的建议，以帮助学生提升表达力。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了同伴评价环节。学生在观

看同伴的演讲后，从非言语沟通的角度出发给予建设性的反

馈。这种相互评价的方式让他们学会了从观众的角度审视自

己的演讲表现，从而更加全面地提升演讲技能。

2.2 在线研习和面对面课堂教学的结合方式
在英语演讲课程中，在线研习与面对面课堂教学的结

合方式尤为关键。在线研习为学生提供了灵活的学习时间和

空间，使他们能够根据自身情况安排学习计划，深化对演讲

理论、技巧的理解。通过观看名家演讲视频、学习演讲稿写

作技巧、参与线上讨论，学生不仅积累了大量素材，还初步

形成了自己的演讲风格和思路。

而面对面课堂教学则是对在线学习的有力补充和推动。

在课堂上，教师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方式，

将在线学习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例如，教师可以选

取学生在线提交的演讲稿，进行集体点评和修改，让学生直

观看到自己在语言表达、逻辑结构等方面的不足，并学习如

何改进。同时，通过模拟演讲比赛、即兴演讲等环节，让学

生在实践中锻炼胆量、提升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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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合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还增强了

他们的学习动力。在线研习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让学生有更多

时间进行自我探索和思考，而面对面课堂教学的互动性和实

践性则让他们有机会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中，体验成

功的喜悦和挑战的乐趣。

2.3 反馈和互动机制在混合式教学中的应用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反馈和互动机制的应用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反馈方面，教师充分利用在线平台的数据

统计和分析功能，对学生的学习进度、作业质量、在线互动

情况等进行全面跟踪和评估。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教

师提供个性化的反馈意见，指出其优点和不足，并提出具体

的改进建议。此外，教师还鼓励学生进行自我反思和同伴评

价，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提升能力。

在互动方面，教师利用在线平台的讨论区、聊天室等

功能，组织学生进行线上交流和讨论。学生可以就某个演讲

主题、技巧或案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同学进行

思想碰撞和观点交流。这种互动不仅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和思

路，还增强了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时，教师

也积极参与其中，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积极发言，形成良好

的学习氛围。

此外，面对面的课堂教学更是互动机制的重要体现。

在课堂上，教师通过提问、讨论、辩论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参与热情。学生则通过小组合作、角色扮演、即兴

演讲等形式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和演讲才华。

3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效用研究

3.1 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学习动机和自主学习能力的

影响
在英语演讲课程中，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深度融合在

线学习与面对面课堂教学，为学生构建了一个既灵活又高效

的学习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并促进了其自主

学习能力的提升。

首先，在线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了海量的英语演讲资

源，包括名家演讲视频、演讲稿范例、发音与语调练习工具

等，这些资源不仅内容丰富多样，而且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人

兴趣和水平进行个性化选择。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访问这些资源，进行自主学习，从而培养了他们自我驱动

的学习习惯。同时，在线平台上的互动功能，如讨论区、在

线问答等，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分享学习心得，提出疑问，

这种社群式学习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其次，面对面的课堂教学则是学生深化理解、实践技

能的关键环节。在课堂上，教师通过模拟演讲、小组讨论、

角色扮演等活动，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实战演练的平台。这种

面对面的互动不仅帮助学生及时纠正发音、语调、肢体语言

等方面的问题，还通过即时的反馈和鼓励，增强了学生的学

习信心和动力。此外，教师还能根据每个学生的表现提供个

性化的指导，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演讲风格和技巧，进

一步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最后，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的反馈机制也是提升学习动

机和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因素。在线平台上的即时反馈系统

可以让学生随时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和成果，及时调整学习

策略。而教师在课堂上的即时反馈和课后的个性化指导，则

帮助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明确下一步

的学习方向。这种双向反馈机制不仅提高了学习效率，还培

养了学生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管理能力。

3.2 混合式教学模式对课程满意度的提升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英语演讲课程中的应用，不仅提升

了学生的学习效果，还显著提高了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

首先，该模式通过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满足了不同学

生的学习需求。对于喜欢独立学习的学生来说，他们可以在

线上自主选择学习资源和时间；而对于喜欢与人交流的学生

来说，他们则可以在课堂上积极参与讨论和合作。这种个性

化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感到被尊重和关注，从而提高了他们对

课程的满意度。

其次，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的反馈和互动机制增强了教

学活动的互动性和针对性。在线平台上的即时反馈系统和教

师在课堂上的即时指导，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每一个进步都

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种被关注和支持的感觉让学生更

加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到学习中去，也让他们对课程产生了

更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最后，混合式教学模式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协作学

习机会。在线上讨论区、群组作业等活动中，学生可以与来

自不同背景、不同水平的同学进行交流和合作，共同解决问

题、分享知识。这种团队协作的经历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社交

技能和团队合作能力，还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友谊和

信任。这种全面发展的体验极大地提升了学生对课程的满

意度。

3.3 混合式教学模式对英语演讲技能提升的影响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英语演讲技能提升方面效果显著。

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设计，学生在演讲技巧、语音语调、

语言流利度等多个方面得到全面提高。线上资源的丰富性和

灵活性使学生能够自行选择学习材料，随时随地进行口语练

习，增强了语用能力。面对面的课堂互动和即时反馈，有助

于学生掌握正确的发音和表达方式，逐步克服紧张情绪，提

升演讲自信心和表达效果。实际数据分析表明，混合式教学

模式有效提高了学生的英语演讲综合能力。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实践发现，混合式教学模式对于提高英语

演讲课程的教学质量及学生的学习效率具有明显效果。特别

是，结合在线研习和面对面的课堂教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英语演讲技能，并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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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机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课程满意度。

这项研究结果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证实混合式教学

在英语演讲课程上的应用尤为关键。在此基础上，未来研究

可以增加更多元化的教学策略，寻找更合适的教学模式，也

希望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多样的课程中尝试混合式教学

模式。总的来说，混合式教学不仅能够提高教学效果，更能

引领未来教育的新模式，从而为提升教育质量注入新的活力

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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