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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智能手机的普及，而智能手机的普及波及了课堂教学。大学英语课堂以大班型教
学为主，智能手机的诱惑使得课堂管理变得艰难，课堂效果大打折扣。为了让学生上课“抬起头”来，大学英语教师尝试

了多种课堂管理手段。蓝墨云班课应用程序的开发和推广使用使得智能手机从“玩具”变成了“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了教师负担，提高了课堂管理效率。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文献梳理发现，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呈现出密

切关注蓝墨云班课的运用、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实践领域，同时也呈现出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研究价值取向不合理、

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单一等不足，未来的研究需要加强三本院校、职业院校和高水平院校的合作，提升研究人员的水平，

提高研究成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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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手机的出现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老百姓
的生活、消费、沟通、出行，甚至是教育的方式。传

统的教学，教师是课堂的“权威”，享有绝对的“话

语权”———学以教为中心。互联网时代，网络拓

宽了知识获取渠道，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和知识

更新速度，教育界开始倡导“教以学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教师被迫走下了“圣坛”，不再具有“知识

占有”的优势。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的风靡

让课堂失去控制，教师普遍认为再高效的课堂都

无法抵挡智能手机对学生的诱惑。张卫伟认为移

动终端设备使“上课‘低头族’增多”“扰乱课堂秩

序”“助长学生的思维惰性”［１］。顾永和指出“过

度使用手机尤其是在课堂上玩手机对大学生有比

较严重的负面影响”［２］。李栓栓通过调查发现

“大学生课堂中的‘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主要分

为三类：娱乐性手机使用行为、网络性手机使用行

为、通讯性手机使用行为”［３］。针对以上问题，很

多高校开始采取在教室里挂手机袋（要求任课教

师上课时没收学生手机）和“屏蔽法”“积分法”

“扣分法”“连坐法”等严管措施，控制学生对智能

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在课堂中的使用，以期提高

课堂效率，但大多数措施效果并不明显。

于是，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催生了“混合式教

学模式”。“混合式教学”指的是一种将现代信息

通信技术有效运用到课程设计中，把慕课、微课、

翻转课堂等新型学习模式混合使用，引入课堂教

学，使学生能够从面对面的课堂教学和在线学习

中选出最优学习模式的教学方式。无论是作为课

堂辅助教学工具的蓝墨云班课还是“混合式教

学”模式都是对传统课堂授课模式的改革和颠

覆，系统梳理它们的研究状况，整体把握它们的历

史演进、前沿热点及发展趋势，对提高大学英语教

学效果、促进大学英语改革等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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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促进课堂互动教学的蓝墨云班课
互联网的发展和大学英语课堂改革的需要促

使越来越多的大学英语教师探讨如何通过智能手

机等移动终端设备改革教学设计，利用移动终端

设备来辅助课堂教学，“利用手机平台促进学习

和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课堂

教学的效率和效果［４］。于是，蓝墨云班课和清华

雨课堂等课堂互动教学应用程序逐渐成为各大高

校热推的课内ＬＭＳ产品。其中，蓝墨云班课由靳
新于２０１２年创办，是一款智能教学工具，自称融
入了人工智能技术。基于移动互联环境的蓝墨云

班课提供苹果手机版、安卓手机版和网页版３个
版本，支持手机和 ＰＣ端同步操作。在互联网环
境下，教师利用手机下载应用程序并注册就可以

创建班课。创建班课之后会自动生成邀请码，学

生通过邀请码加入班级，云班课即可组成。蓝墨

云班课通过课前推送资源—课堂活动及互动—课

后复习来覆盖教学中的课前—课中—课后的每一

个环节，实现教与学的翻转，推动教学改革。

１．１　强大的教学互动功能
在蓝墨云班课平台上，教师课前可以推送视

频资源、音频资源和纯文字版资源并设置查看时

间和经验值，蓝墨云班课能自动统计学生查看资

源的记录。课上，教师可以通过蓝墨云班课签到。

签到形式有一键式签到、手势签到和手工登记三

种方式。教师还可在课堂上发起讨论答疑、头脑

风暴、投票问卷和测试等课堂活动，并根据学生的

表现实时给予评价，也可实时记录和评价学生的

课堂表现，并通过投屏的方式与学生共享。蓝墨

云班课平台可通过小墨消息及时提醒老师给予表

现优秀的学生以表扬，给予表现不如意的学生以

关注。课下，教师可通过资源推送和作业任务督

促学生课后预习和复习，学生可直接上传ｗｏｒｄ版
本的文件作业，也可将纸质作业拍照上传。无论

是作业还是测试，教师都可设置完成时间和总经

验值。如果是客观题，系统在学生完成并提交后

自动批改并评分。２０１８年，蓝墨云班课还推出了
作文等主观题智能批改功能及挂科预警功能。

除此之外，蓝墨云班课还设置了“助教”功

能。教师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并取消助教。助教可

以协助教师批改班级作业、签到、上传与发布教学

资源、设置教学活动、开始和结束活动、课堂表现

加减分、发通知、查看与下载数据等。蓝墨云班课

还有课程圈和课程包的分享、引用功能。

１．２　多模态的评价方式
蓝墨云班课以所选资源、活动、签到的参与应

得经验值总值（１００分）来计算每个学生的平时学
习成绩。其中，视频和非视频资源学习、签到和投

票问卷只有参与经验值。课堂活动如投票问卷、

讨论答疑、头脑风暴、作业／小组任务等可设置教
师评分、助教／学生评分、学生互评等评分方式。
教师和学生还可对参与讨论答疑、头脑风暴、作

业／小组任务等活动的学生给予点赞评分。作业／
小组任务评分包括参与经验值、点赞经验值、被评

分经验值和互评任务经验值。教师还可在蓝墨云

上开展全客观题的期中考试。考试结束后，系统

即可统计出学生的总分，并给出学生答题情况的

分析报告。

平时，师生可以随时查看蓝墨云班课中的学习

记录，发现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并对后

期行为进行校正。学期末，蓝墨云会根据授课教师

的需要自动统计学生本学期由参与经验值、被评分

经验值和点赞经验值加权而成的实际得分构成的

平时学习成绩（见表１）。蓝墨云班课的多模态评
价方式改变了过去测评本位的评价方式，在一定程

度上综合评价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线上线下活动

参与程度，使得教学过程逐渐转向学习过程，有利

于实现教学翻转，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表１　蓝墨云班课汇总数据导出表

２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现状分析

在中国知网上，以“高级检索”为检索条件、

以“蓝墨云班课”和“大学英语”为检索主题，“期

刊”为检索来源，设定时间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共检
索到３１篇期刊文献。同样以“高级检索”为检索
条件，以“蓝墨云班课”和“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

为检索主题，以“期刊”为检索来源，设定时间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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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共检索到 ５篇期刊文献。本文通
过知网自带的可视化分析，梳理研究的主要机构、

论文发表的主要来源以及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

点，以直观呈现近几年来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

英语研究的发展概况。

２．１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主
要机构

从文献的分析梳理来看，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

学英语教学研究的主要机构是三本院校、独立学

院、职业技术学院及高等专科学校等（图１中的“其
他”）。从研究机构发表文章的数量来看，三本院

校和独立院校表现最为活跃（见图１和表２）。

图１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研究的机构分布

表２　２００１年以来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相关论文的研究机构统计表

序号 机构 相关论文数量

１ 黑龙江东方学院 ５

２ 吉林工商学院 ２

３ 齐齐哈尔医学院 ２

４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２

５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２

６ 哈尔滨广厦学院 ２

７ 北方工业大学 １

８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１

９ 吉林工商学院 １

１０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１

１１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１

１２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１

１３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１

１４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１

１５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１

１６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１

１７ 南京工程学院 １

１８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１

１９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１

２０ 江南大学 １

２１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１

２２ 武昌理工学院 １

２．２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的相关论
文的期刊来源

从期刊来源来看，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

语的相关论文发表期刊非常分散，以普通期刊为

主（见图２和表３）。

图２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研究的相关论文的期

刊来源分布

表３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研究的相关论文的期

刊来源统计表

序号 期刊来源 相关论文数量

１ 西部素质教育 ２
２ 现代交际 ２
３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２

４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２
５ 海外英语 ２
６ 科教文汇 ２

７ 英语广场 １
８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１

９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１
１０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１
１１ 考试与评价 １

１２ 轻工科技 １
１３ 中国集体经济 １
１４ 中国卫生产业 １

１５ 农家参谋 １
１６ 疯狂英语 １

１７ 黑龙江科学 １
１８ 智库时代 １
１９ 传播力研究 １

２０ 文教资料 １
２１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１
２２ 黑龙江教育 １

２３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１
２４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１

２５ 科教导刊 １

２．３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高
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分析研究成果的一种常用方法，反

映研究问题的关注点所在。从基于蓝墨云班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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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学研究论文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分析来

看，关键词共现超过３次的关键词共有２２个。除
“蓝墨云班课”（４４次）和“大学英语”（２０次）外，
“移动学习”“混合式教学”和“翻转课堂”是研究

关注频次最高的话题。这与网络的发展和智能手

机的普及催生了蓝墨云班课平台的推广和大学英

语教学模式的变革密切相关。另外，从基于蓝墨

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关键词聚类共现情况

分析来看，学习过程、教学效果、自主学习、课堂教

学、教学互动、移动教学等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领

域。由此可见，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

研究以课堂教学实践为主（见图３和表４）。

图３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表４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高频关键

词统计表

序号 关键词 共现次数

１ 蓝墨云 ４４

２ 大学英语 ２０

３ 移动学习 １３

４ 混合式教学 １３

５ 翻转课堂 １２

６ 互联网 １０

７ 云班课 ７

８ 混合式教学模式 ６

９ 混合式学习 ６

１０ 英语教学 ３

１１ 翻译教学 ３

１２ 移动终端 ３

１３ 课堂教学 ３

１４ 大学英语教学 ５

１５ 建构主义 ４

３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的趋势和特点分析

利用中国知网自带的可视化分析可知，关于

蓝墨云班课平台的研究起步于２０１６年，研究热度
呈逐年递增趋势。２０１６年共有 １２篇文献，但
２０１８年飙升至 ３０８篇，预计 ２０１９年超过 ４４０篇
（见图４）。

图４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总体趋势

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

教学研究呈现如下特点：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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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学的深度融合为第一个研究热点。网络的发

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带动了蓝墨云班课的推广。

蓝墨云班课的推广引发了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方

法、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验研究———翻转课堂、移

动学习、混合式教学模式等相继成为热点。混合

式教学“在教育模式、教育理念、学习目标、实践

应用等各个方面，都在努力试图打破过去孤立、固

化、单向的形态，来重建一个更加讲求开放、更加

注重个性，更加有利实际应用的教学模式”［５］。

作为一款智能应用程序和教学辅助工具，蓝墨云

班课既能帮助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线上线下的实

时交流互动及资源共享，又能实时记录学生的学

习行为，实现对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考核，对教师获

取学生的学习过程数据大有帮助。在 ２０２０年初
大规模的网课实践中，蓝墨云班课对大学英语教

学的辅助作用日益凸显，效果显著。另一方面，由

于缺少９８５和２１１高校的参与，大部分关于蓝墨
云班课的研究是经验型研究，比较缺乏理论深度，

缺少对混合式教学中的教学理论、教学目标、教学

方式、教学媒介、教学环境等多种教学要素的综合

运用的全方位思考，没有形成良好的研究体系，这

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４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的反思

目前，全国的大学英语课堂基本都是合班教

学，班级人数普遍超过４５人，大学英语教师的确
难以实现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教学目标。通过蓝墨

云班课平台，教师可以加强课堂管理和对学生学

习的过程管理，实现过程性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

和公平性。随着国家经济社会与教育事业的发

展，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必然会呈现出较强的时代

特征与变革趋势。总之，目前多数研究都肯定蓝

墨云班课平台对大学英语教学和学习的积极影

响，但仍难以说明其对大学英语课程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作用。从研究发现来看，我国基于蓝墨云

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值

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与改进。

第一，研究主体单薄。蓝墨云班课只是课堂

辅助教学管理工具，并不是在线课程平台，虽然有

助于混合式教学的实施，但无法实现课程推广，因

此主要集中在三本院校和职业院校推广和使用。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清华雨课堂”“智

慧树”“好大学在线”等在线课程平台不仅是精品

在线课程平台，而且其运行模式、平台用户规模和

推广模式也得到了教育部“合法性和实用性”认

可。看重精品在线课程建设的国内 ９８５高校和
２１１高校在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影响下纷纷使用上述平

台。由于使用蓝墨云班课的平台用户主体是三本

院校和职业院校，因此其研究主体也以上述院校

为主。

第二，研究价值取向不合理。课程与教学研

究的价值取向主要有理论取向和实践取向。在当

前的研究中，大学英语课程与教学研究的理论取

向缺失，研究方法单一，跨学科研究亟待加强。随

着信息技术变革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冲击，大学英

语教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元素和新冲突。这些新

元素和新冲突需要大学英语教师运用多学科的视

角和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去解决。但当

前的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主要着

眼于经验型的课堂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实施，这

种完全依赖于蓝墨云班课的课程设计易落于目标

模式的窠臼。目标模式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其“技

术取向”。陈伯璋认为，目标模式的课程设计只

强调效率，却对目标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问题避

而不谈［６］。黄政杰认为，这种“工具—手段”的工

具理性，往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缺乏反省与批

判，忽视人类解放、自主、思考、判断和创造的需

要［７］。因此，大学英语教师更应该思考大学英语

课程的意义与发展，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探

讨蓝墨云班课对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的贡献。

第三，研究的问题单一，原创性研究有待加

强。蓝墨云班课是一款教学应用程序，只能作为

教师的辅助教学工具，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却是一

个复杂而耗时的工程。并且教学改革的影响因素

十分复杂。首先，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混合式教

学”就是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而很少探究理论、

观念、学习方式、教学环境等其他内容的互动。其

次，教师很少有时间进行课程规划，全力投入课程

实施。教育技术的改变需要教师增加对课程实施

的认同感与个人的课程教学魅力，将课程视为有

待检验的研究假设。另外，基于新技术的课程设

计与课程发展，需要学校投入相当多的教育资源、

时间、财力与物力。但当前的研究很少触及课程

意义、课程目标、课程组织等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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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既没有人能构建新

的理论，也没有形成研究体系，仅在“量”上丰富

原有内容，而没有在“质”上取得根本性突破。

基于蓝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课程改革是否能

真正达成教育目标固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蓝

墨云班课在三本院校和职业院校受到师生的广泛

欢迎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黑格尔所言，存在的

即是合理。我们不能因为蓝墨云班课目前研究的

不足而否认三本院校和职业院校的教学和学习需

求以及蓝墨云班课的研究价值。在今后的研究

中，作为使用主体的三本院校和职业院校不能固

步自封，止步于教学经验交流，而要加强自身理论

水平的提升，要从教师的专业角度分析大学英语

课程的教育意义，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构建课程

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运用蓝墨云班课等工具

改善传统的教学环境，改革陈旧的教学方式，实现

多样化的教学目标。与此同时，在开展课题研究

时，也要主动邀请国内知名高校专家参与指导，提

升研究水平，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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