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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研究进展

饶玲丽

贵州交通职业大学　贵州贵阳　551400

摘　要：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线上学习的增多，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迅速成为研究的热点。本研究采

用 CiteSpace 文献计量学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术期刊 729 篇文献进行研究。在 2019

年以来的 5 年里，北部湾大学食品工程学院等 155 所高等院校，李晶等 168 位研究人员，加快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研究，

在化工原理、高职英语、高等数学、大学物理、遗传学等课程方面进行教学模式改革，借助信息化手段，通过云课堂等形式，

进行课程改革、设计与建设，打造一流课程，建成一批金课。通过这种智慧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创新了教学的模式与手段，提升了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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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是将传统的面授线下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

的网络线上教学优势融合的教学模式 [1]。这种教学模式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整合线上和线下的教学资源，为学

生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体验。混合式教学从 20 世纪末起源

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多媒体等教学技术在传统

课堂的应用阶段；二是 2007—2013 年的技术整合阶段，各

类慕课、线上测试出现，线上教学在教育领域出现，但此时

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并没有密切关联，相对比较独立；三是

2013 年至今，互联网技术出现后的深度融合阶段，依托互

联网及教学互动软件等，线上与线下优势有效结合，形成相

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好配合关系 [2-4]。在“互联网 +”背

景下，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优势日益凸显。特别是近年来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再次引发了学者们对线上资源与课堂

建设的重视及线上线下教学混合的进一步思考，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融合期。期间混合式教学发

展的趋势如何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开展文

献可视化分析，以中国知网（CNKI）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研究学术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解析该领域的关键词突现和

作者、机构间的合作关系，为后续线上线下相结合混合式教

学模式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2024 年 12 月 25 日，在 CNKI 高级检索条件下，关键词

为“混合式教学”，时间限定为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1 日，检索后点击主要主题“线上线下”，去除重

复数据，共筛选出学术期刊文献 729 篇。

1.2 研究工具

以 Excel 软件对年发文数量进行统计分析。以 CiteSpace

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是一款可视化文献计量学

分析软件 [5]，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学院的陈

超美教授开发，能实现对文献数据集的关键词、研究作者和

研究机构的分析并以图谱方式呈现；图谱可揭示相关领域的

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探明未来的研究方向 [6]。

2. 可视化分析与结论

2.1 发文年份分布

统计历年论文发表情况，可反映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研究发展趋势。2019 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和普及，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研究迅速成为热点，论文数量翻了近

一倍（图 1）；之后两年处于较高的平稳状态，随后发表论

文有所下降，可能由于一些论文收录进数据库时间较慢，导

致结果偏低。总体上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研究成为近

年来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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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热点分布

关 键 词 是 文 章 主 旨 和 中 心 观 点 的 高 度 提 练 [7]， 借

助 CiteSpace 软 件 绘 制 关 键 词 知 识 图 谱， 选 择“Years Per 

Slice”为“1”，“Node Type”为“Keyword”，“Pruning”

为“Pruning slied networks”，可快速归纳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与现状，了解该领域的前沿趋势 [8]。

2.2.1 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关键词的共现图谱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在图

谱上的节点越大，节点年轮的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发表年份，

节点间连线的粗细表现共现力度的强弱 [9]。关键词共线性图

谱中共有 275 个节点，504 条连线（见图 2）。关键词出现

频次由高到低分别为线上线下、教学改革、教学模式、翻转

课堂、大学英语、教学设计、金课、课程思政、高职院校、

教学实践、实践、慕课等，表明研究多为教学模式的改革创

新，在高职院校教学实践中进行了较多探索，在大学英语、

课程思政等领域进行创新，开发了慕课，打造了金课。

2.2.2 关键词聚类与趋势分析

为探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热点及前沿动态，借助

CiteSpace 制作关键词时间线图（图 3）。图中，一个节点代

表一个关键词和其初次出现在文献中的时间；曲线代表关键

词跨度时间的长短；右侧带有 # 的文字代表聚类的名称。线

上线下、教学改革、教学设计、高职院校、教学实践、课程

建设等方面，研究持续的时间长，强度高，是研究的热点。

图 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研究关键词共线性图谱

图 3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关键词时间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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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聚类从 #0-#10 标记，每个聚类由多个紧密相关词

组成，序号越小，聚类包含关键词越多；同时，以该聚类第

一个关键词作为聚类的命名。借助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开

展混合式教学，推动传统教学改革，加强教学设计，创新教

学模式，构建翻转课堂，打造“金课”，成为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突现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关键词出现频次显著增

加，表明在这段时间内研究学者对其关注度增高，能直观的

反映出不同时间的研究热点 [10]。对突现词进行分析（图 4），

金课、信息化突现时间较早；而高校、改革、一流课程突现

时间较长，成为持续研究的热点；金课、高校、课程改革、

课程建设等强度较高，表明高校课程改革与建设，打造金课，

成为重点关注的领域；高校、改革、一流课程、课程改革、

课程建设、遗传学、路径、智慧教学等关键词突现尚未结束，

这些领域依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具体课程方面，包括化工

原理、高职英语、高等数学、大学物理、遗传学等课程均进

行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的研究与实践。高校课程改革，

建设一流课程，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重点领域。信息化、

云课堂、深度学习、学习通、互联网 +、智慧教学等关键词所

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深入研究，推动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创新，并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加快发展。

图 4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关键词突现图谱

2.3 研究团队分析

通过对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进行共线性分析，可以反

应该领域研究人员之间以及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同

时了解该领域不同人员和机构的主要研究方向 [11]；也可以

清晰的反映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借助 CiteSpace

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领域作者和研究机构进行可视化分

析，选择“Years Per Slice”为“1”，“ Node Type ”为“ 

Author ”或“ Institution” ，“ Pruning ”为“ Pruning slied 

networks ” 和 “Pathfinder”。

根据普赖斯定律计算 [12]，该领域核心作者共计 20 人，

发表论文数量共 41 篇，约占该领域论文总量的 5.62%，未

达到稳定核心作者群体发文量比重 50% 的标准 [13]，表明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研究领域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体。作

者共现图谱中，共有 168 个节点，51 条连线（图 5）。发文

数量最多的是李晶，发表了 3 篇论文。于洋、高峰、丁素英、

李倩、李玮、何彬、屈杰、张蕾、曹小华、李小会、杨军、

谭颖颖、谷浩荣、陈丽名、黄华南、朱永红、李雪、王莹和

陈刚为核心作者，均发文 2 篇，其中于洋与高峰，屈杰、李

小会、杨军、谭颖颖、谷浩荣与陈丽名，曹小华与黄华南形

成了研究团队。总体上来说，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研究团队

数量少，作者论文数量少；如何协同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的研究，共同打造良好的课程资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 5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作者共现图谱

研究机构的共线性分析图谱中共有 155 个节点，31 条

连线（图 6）。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北部湾大学食品工程学院，

发表论文 5 篇；其次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分别发表 4 篇和 3 篇；其他核心机构东莞市经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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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湖南工程学院、西安思源学院、九江学院、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甘肃医学院、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徐州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陕西中医药大

学、肇庆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郑州航空

工业管理学院、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均发表了 2 篇论文。仅有

少量的研究机构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各机构之间没有开展合作交流。这种状况可能导致线上资源

无法共享，线下教学经验缺乏相互学习，对于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的发展非常不利。

图 6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机构共现图谱

3. 结论

采用 CiteSpace 文献计量学可视化分析软件，对 CNKI

数据库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术期刊文献进行研究。北部湾

大学食品工程学院等 155 所高等院校，李晶等 168 位研究人

员，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普及的背景下，教学模式带来巨

大的变革，加快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研究，在化工原

理、高职英语、高等数学、大学物理、遗传学等课程方面进

行教学模式改革，借助信息化手段，通过云课堂等形式，进

行课程改革、设计与建设，打造一流课程，建成一批金课。

通过这种智慧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

限制，创新了教学的模式与手段。未来，亟待加强机构和研

究人员合作，协同打造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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