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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ization and the COVID-19 are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way university 
courses are taught, with blended teaching spreading to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world. Through identifying the definition of hybrid teaching and blended 
teaching, the study explores the purpose and advantages of online-offline 
teaching that combin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In 
particular, the concept of system thinking prevalen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dop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components in blended teach-
ing regarded as a system. A system architecture based on information system 
and control theory is proposed and a framework of teaching model and inte-
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teaching is designed, 
with Interpr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course as an example. 
 

Subject Areas 
Linguistics,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Blended Teaching, Interpreting, Course, Teaching Design 

 

1. 引言 

数字化转型席卷着各行各业，新冠疫情的蔓延和持续也使得教育数字化

变革从应急处理到永久性改变了高等教育[1]。根据国际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IE) 2020 年对美国 520 所高校(51%公立高校，48%非营

利私立高校和 1%营利高校)的调查，90%的大学在使用混合教学模式[2]。专

How to cite this paper: Hu, T., Sun, Z.Q., 
Chi, J., Qian, Y.X. and Zhou, H.B. (2022) 
Study on Online-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 Design Based on Systematic Layered 
Architecture of Interpr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Course.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9: e9471.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9471 
 
Received: October 19, 2022 
Accepted: November 5, 2022 
Published: November 8, 2022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Open 
Access Library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9471
http://www.oalib.com/journal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947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T. Hu et al. 
 

 

DOI: 10.4236/oalib.1109471 2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家在 2020 年 12 月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组织的圆桌会议上预测，今

后 70%的高校学生将以混合学习(Blended)和线下(Physical-Only)学习相结合

的方式学习，30%的学生将以完全线上方式(Fully Online)学习[3]。 

2.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2.1. 概念界定 

混合式教学(Blended Teaching)是将传统的面对面教学与计算机辅助教学

进行有机的结合，从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和教学策略方面，与技术进行不同

的组合[4]，目的在于“基于一定的教学目标，以学习者为中心，实现学习目

标最优化的教学模式”[5]；混合式教学(Blended Teaching)不仅是以技术为驱

动的技术和课堂教学的加和[6]，更应是技术与教学融合后的“变革性混合实

践”[7]有效、综合地使用技术来提高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8]。因而，混合式

教学(Blended Teaching)中，线上学习是线下课堂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的补

充和拓展，线下课堂是线上学习深度和高度的聚焦和提升，重点在于线下课

堂与线上学习的综合性和融合性，创新点在于混合式学习在课程设计中的变

革潜力[9] [10]。 
混合教学(Hybrid Teaching)是指一门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学生部分在

(线下教室)现场上课，部分完全在线上上课”1
。学生可以参加同一时区的线

上课程，也可以在不同时区参加线上课程 2。混合教学(Hybrid Teaching)主要

解决学生学习出行的问题，是物理环境下面对面(In-Person)授课和虚拟环境

下远程参与(Remote Participation)的混合，其中面对面(In-Person)授课过程中

也经常包含混合教学元素(Blended Teaching Elements)。混合课程有特定的要

求和相关政策。 
就本文所讨论的《口译理论与实践课程》而言，采用的是面对面、以课

堂为主体、以在线学习为辅助，在同时区下同步进行的混合式教学(Blended 
Teaching)，重在教学模式的混合与设计创新。然而，目前混合式教学的定义

并不统一、内涵各异，且这些定义往往是模糊的，没有对为什么要使用混合

学习进行深入探讨[9]，针对课程特点而进行混合式教学的探讨和设计也较

少。 

2.2. 口译教学特点和难点 

英语本科专业口译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口译能力”，在

相应的“场景下”完成口译实践。口译能力包括“双语能力、言外知识、口

译技巧”三个模块[11]，口译作为一项专业技能，其发展需要经历认知(The 
Cognitive Stage)、联结(The Associative Stage)和自动化(The Autonomous Stage) 
[12]三个阶段，且能力与技能的发展成线性正相关。此外，在具体场景下完成

 

 

1Stanford Teaching Commons. What is Hybrid Teaching? [EB/OL].  
https://teachingcommons.stanford.edu/explore-teaching-guides/blended-teaching-guide/framework
s-blended-teaching/what-hybrid-course.  
2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What is Hybrid Teaching? [EB/OL].  
https://www.ed.ac.uk/information-services/learning-technology/more/teaching-continuity/teaching-
continuity-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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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实践，还需具备“职业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13]，这三方面素质

是在双语能力和口译技巧之外的扩展能力，是从口译能力到议员能力的能力

接口。同时，在人工智能时代，使信息技术与口译教学的整合走向深度融合

[14]，“营造真实口译教学环境”、“优化训练过程”[15]，适应技术驱动的

人机协同口译带来的变化，成为确保口译教学效果最大化的保障。 
而传统的口译理论培养与技能训练还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学生个体

在视听译过程中所侧重依赖的感官通道各不相同，视觉、听觉、言语能力因

人而异，认知加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也千差万别，但口译教学的模式却基本

相同[16]。在口译训练过程中，学生的信息加工过程无法实时、显性展现，使

教师难以找到有效途径发现问题所在并及时反馈，因而只能以小班化教学方

式来对每位学生进行口译训练的过程评估[17]。对于本科生课程而言，因较难

实现小班化，而产生训练方式单一、训练过程不明、训练反馈滞后、训练效

果差强人意等问题，个性化教学更难以实现[18]。 
运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就是结合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功能特点和

口译教学的具体需求，以解决传统口译教学中的问题为着眼点，以学生学习

效率和课程教学效果最大化为目标，对教学内容与技术的组合进行创新设计，

形成口译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教学系统架构。 

3. 复杂系统与分层架构 

3.1. 系统概念 

钱学森曾指出“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即为系统[19]，“系统是处于一定

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成份的总体”[20]，是由具有和互联

系、相互制约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并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系统同时具备形式(Form)和功能(Function)两个特征，形式说明系统是什

么，主要是存在问题，是系统的物理体现或信息体现；功能说明系统做什么，

主要是活动(Activity)问题，是系统得以存在的动作，最终使系统价值得以体

现。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文法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将人类所有的自然语言都归纳为具备“名词–动词–名词”的模型

结构，这与系统中的“工具–过程–操作数(Operand)”[20]极为一致。第一部

分的名词是执行动作所用的工具，在系统中称为形式(Form)；第二部分的动词，

用来描述该动作，在系统中称为过程(Process)；第三部分的名词，代表动作的

对象，在系统中称为操作数(Operand)，这是所有系统都具有的基本结构。 
系统构建的原则包括：1) 复杂性：系统由软硬件和人类共同协作才能有

效完成；2) 目的性：系统是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而设计、使用和维护的；

3) 模块化：系统由多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合而成为整体；4) 系统性：系统运

行的有效性是运用系统思维的结果，系统思维是建立在对各个部分在整体内

的影响和作用了解之上的；5) 分层化：系统必须对较小的、相对独立的部分

进行层次化安排；6) 整体性：系统进行系统架构后形成一套完整的周期需求

及功能配置和物理配置；7) 分步性：单个部分或层次完成并测试后，系统才

算实现。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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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作为一种高难度脑力劳动，需要译者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译、

思、辩的能力，应对文化、环境和技术的全方位作用，承受身体和心理双重

压力来完成，其训练过程也极其复杂，在结合线上线下信息技术后，整个混

合式教学可视为一个复杂的教学系统。构建出系统的结构，将有利于实现信

息技术与口译教学深度融合的智能化、仿真化、精准化、协同化[17]。 

3.2. 系统架构 

系统架构(System Architecture)是指“对系统中的实体及实体之间的关系

所进行的抽象描述”[20]，其与系统密不可分，是一个存在且能够运作的系统

的组成部分。架构是对系统中的实体以及实体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抽象描述。

在由人类所构建的系统中，架构可以表述为一系列的决策。 
因而，要实现复杂系统，必须要运用系统思维(System Thinking)进行系统

架构(Architecture of System)，才能在早期阶段评估各种方案设计、预测后续

可能产生的效果，以此找到厘清系统所需的关键决策点，找到可以使系统效

果最大化的机遇。 

3.3. 分层架构 

分层架构(Layered Architecture)是系统架构中最常见的一种结构，其具有

适应性、高内聚和低耦合性。适应性在于将系统划分为若干层后，每一层解

决一部分的问题，并通过各层协作达到整体效果。复杂系统问题被分解为一

系列相对独立的子问题后，有效的降低了单个问题的规模和复杂度，使系统

具有较好的适应性。高内聚、低耦合性在于，系统分层后，各层功能单一明

确，便于实现，使系统具有良好的拓展性。“内聚”描述模块间的功能联系，

高内聚即模块与模块间关系简单、明了，具备可靠性，可重用性；“耦合”

描述模块间的关联和依赖程度，低耦合即模块独立性强，对某一模块进行修

改时，不会引起“牵一发动全身”的水波效应[20]，同时也能及时、有效发现

系统在运行中问题所在，有利于系统的维护。 

4. 基于系统思维的混合式教学分层架构模型 

4.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分层架构 

混合式教学(Blended Teaching)增加的线上教学环节除加强了学生的参与

主体性外，还产生了学习行为数据，这些数据能够实时反映出学生学习过程

中存在的困难，进而帮助教师调整线下课堂教学内容和方式，为学生及时解

决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困难。这些数据是传统线下课堂中无法产生的，也

是线上教学环节的重要价值所在。 
由此，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口译理论与实践课程架构设计，

就是综合考虑物理形式、教学内容和数据功能的组合设计。在进行分层时，

借鉴系统构建“二元原则”(Principle of Dualism) [21]，即人类构建的系统本

身都同时存在于物理领域和信息领域中，在对系统进行架构时，应同时从物

理领域和信息领域进行思考，把系统视为存储并处理物理对象所产生的、抽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9471


T. Hu et al. 
 

 

DOI: 10.4236/oalib.1109471 5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象后的信息系统。就系统设计而言，涉及了物理层(Tier)和逻辑层(Layer)。物

理层(Tier)指系统中物理上的软件和硬件，逻辑层(Layer)指系统中完成特定功

能的逻辑模块和/或逻辑概念[21]。将课堂扩展到线上后，即把线下课堂的物

理领域和线上学习的信息领域进行了结合。 
相对于传统教学，按照逻辑分层架构(Layer)，将混合式教学分层了四层

架构(见图 1)，特别设置一个数据层和一个混合层，数据层位于底层，储存所

有数据，包括学生整体和个体基础(历史)数据、线上线下行为数据和各阶段

各类成绩，为混合设计和教学开展提供依据；混合层用于结合教学资源和教

学技术进行混合设计，所有数据都通过该层后再进入到学生层，是连接线上

线下的驱动引擎；混合层之下是教学资源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资料(视、

听、游戏等)和应用场景(真实场景和虚拟技术等)，为混合设计提供内容支持；

学生位于顶层，其在线上线下的表现是教学效果的体现，也是教学实施和教

学过程动态调整的依据，是教学数据的使用层，也是数据的产出层。 
 

 
图 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分层架构示意图(图由作者构建) 

 
将逻辑层(Layer)与物理层(Tier)进一步融合后，对混合式教学系统中各形

式和功能间的关系进行描述，得到以下结构图(见图 2)。基础设施层即不同的

时间和物理空间所产生的数据，包括学生群体和个体的前置相关学科成绩和

基本信息、线上平台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行为数据、线下课堂中表现出的课堂

行为和作业、测试、课堂互动中产生的评估数据；教学资源层和混合层归为

教学业务层，是根据综合数据分析后对教学资源进行动态的配置和调整，再

运用相应的线上教育技术进行混合设计，形成混合式教学的实施方案；学生

经过一个阶段的混合式学习后，线上、线下表现出的学习效果，可以作为教

学的反馈，进入到下一阶段的学习。要说明的是，评估数据与线上线下学习

效果并不相同。由于线上学习主要有学生自主完成，虽然有其产生的行为数

据作为辅助评判，但作业或测试所产生的数据仍然可能存在偏差，有些是由

于网络、平台等基础设施造成，有些可能是学习者为了获得成绩或通过测试

而有意为之，故真正的学习效果还需要结合线上线下、同步和面对面等方式

综合判断。 
这样分层的好处在于能够比较清晰地找出每一阶段学生群体和个体在每

个教学模块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线上线下教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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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和方式的组合和调整，对存在困难的模块进行强化，避免因无法发现

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所在或发现问题滞后，而造成课程学习的“积重难返”。 
 

 
图 2. 混合式教学系统功能流程图(图由作者构建) 

4.2.《口译理论与实践课程》混合式教学分层架构 

针对《口译理论与实践课程》，按照已构建的模型，加入课程内容后，

得到以下混合式教学系统架构(见图 3)，系统由左向右推进，并与数据层形成

闭环。 
 

 
图 3. 《口译理论与实践课程》混合式教学分层架构设计(图由作者构建) 
 

首先将口译教学的内容分解成模块后，根据口译技能发展的“认知、联

结、自动化”三个阶段性特征构建理论层、扩展层和应用层，将教学内容和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9471


T. Hu et al. 
 

 

DOI: 10.4236/oalib.1109471 7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相应的视听教学资源分布在各层中。然后根据“语言、知识、技巧”的模块

分类，按照线上线下的物理空间进行分设，线上在于教学资源与教育技术相

结合进行设计，以习得知识、输入技能为主要目的，包括在线语音、语调、

语速、语法分析，基于 AR/VR 的场景模拟等；线下在于实践内容与物理环境

相结合进行设计，以输出技能、应对变化为主要目的，包括不同专题、不同

物理场景下的语义知识和语境联系、口译技巧和理解策略、工作负荷处理策

略、翻译质量自我监测策略在各种不可预测场景下的运用和应变。理论层向

应用层推进时，重在理论学习的有效性；扩展层向应用层推进时，重在学生

实践的充分性和教师评价反馈的及时性，及评价对学生继续提高的指导性。 

5. 结论 

以系统论作为指导思想，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后，

体现了协同化、精准化和动态化的特点。 
协同化在于，将口译这项复杂的高智力认知训练过程分解、构建出由各

个子系统构成的综合系统后，用定性地方式呈现了口译教学整个训练过程中

综合系统及其子系统的模式和规律，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整体与局部、

局部与局部、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最优控制

提供了可能性。 
精准化在于，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后，即把混合式

教学的过程看成一种控制系统。控制是为“改善某个或某些对象的功能或发

展，需要获得并使用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而选出的，加于该对象上的作

用”[19]。混合式教学的目的是运用信息技术使学习效果最大化，这是以学生

为中心，以解决学习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为中心的。口译训练过程受到人、信

息、环境的多因素综合影响，同样的教学方法和过程下，个体因方法不同、

产生的结果不同、问题的程度也不同。运用控制理论和神经网络建模方法，

就可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研究，实现对学习结果的阶段性和总体

性预测，以便及时主动进行干预，从而得到所预期的效果，为实现教学目标

的最优控制提供了可行性。同时，也可以解决口译教学必须小班化的局限性。 
动态化在于，实现系统的最优化控制即是在找到各种影响整体和个体的

关键因素后，主动进行选择和相应调整，以促使目的的实现。口译混合式教

学过程中，就涉及了基于学习者学习效果反馈的口译内容和资源(语料)库的

动态选择和调整，基于学习者生理维度的学习风格类型与教育技术的动态选

择和调整，以及基于学习者心里维度的人格心理特征类型与线下场景模拟和

组织的动态选择和调整。以本文分层架构为基础所构建的模型将不仅可以呈

现学生存在的各种问题，还能够以量化的形式较为准确地显示问题的严重程

度，为教师动态调整教学资源和过程提供依据和反馈，实现个性化学习效果

的最优控制。 
本研究创新性地引入了系统概念，将存在于物理领域中的线下教学和存

在于信息领域中的线上教学视为整体系统，分别从物理领域和信息领域分析

各自特点和目的，有机融合线上教学技术和线下课堂环境，构建出混合式教

学分层架构和系统功能流程图。并以《口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为例，根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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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学目标，针对口译教学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重构了混合式课程教学

设计，实现了从理论框架设计到实践教学指导的作用。后续实际教学实践过

程中，还将以所构建的框架模型和教学设计，进一步探讨如何处理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过程中所产生的非线性、时变、多变量系统数据；如何进行基于

学习者实际学习过程的个体学习特点识别；如何据此找出影响个体学习结果

的个体因素、内容因素和技术因素，形成个性化、精准化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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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基于系统分层架构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初探 
——以《口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为例 

摘要：数字化进程和新冠疫情正深刻改变着大学课程的授课方式，混合式教

学已深入国内外高校。本文从混合式教学概念出发，探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

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的目的和优势，创新性借鉴人工智能领域的系统概念

和系统思维，将混合式教学看作一个整体系统，研究和呈现系统整体和各组

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并基于信息系统和控制理论运用系统分层架构方式对《口

译理论与实践》课程进行教学模型构建，探讨信息技术与口译教学深度融合

的机制。 

关键词：混合教学，口译，课程，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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