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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石，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

的未来与民族的振兴。在这一宏伟蓝图中，教师作为知

识的传播者与教育质量的直接保障者，其专业素养与持

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社会的快速进步和教育理念

的不断革新，传统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模式逐渐暴露

出局限性，尤其是在面对突发事件如疫情时，其挑战更

为显著。［1］传统模式过度依赖线下集中培训，虽具有

面对面交流的优势，但在时空限制、资源分配不均等问

题上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探索新型的教师继续教育模

式，以适应现代教育的需求，成为当前教育领域亟待解

决的重要课题。

灵活学习作为一种适应现代教育需求的学习模式，

已被广泛研究。灵活学习模式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教师提供了更加灵

活便捷的学习途径。［2，3］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教师的学

习参与度，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4］，还能提高教师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意愿。［5］它通过提供多样化

的学习资源和灵活的学习路径，满足了成人学习者的需

求。［6］而送教上门服务则直接将优质教育资源送到教师

身边，有效解决了偏远地区教师培训难的问题。［7］送教

上门服务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师培训方式，其在提高教师

参与度和培训质量方面的效果受到关注。［8］这种服务模

式通过将培训直接送至学校或社区，减少了教师参与培

训的时间和经济成本［9］，对于偏远地区的教师尤其有

益。［10］

尽管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服务各自展现出优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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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两者有效结合以形成双轮驱动策略，提升教师培

训效果和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是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

题。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深圳某中小学教师培训基地

为例，深入探讨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模式在中小学教师

继续教育中的应用及其成效。通过混合方法研究设计，

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全面评估该模式

对教师开课热情、学员满意度及教学效果的影响。本研

究旨在揭示双轮驱动模式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的优

势与潜力，为教育决策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以推

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而促进教育质

量的全面提升。

1  双轮驱动下的继续教育实践理论
框架

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框架，旨在深入剖析灵活学习

与送教上门模式如何有效促进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进

程。该框架以几个核心要素为基石：首先，强调教师学

习动机与参与度作为驱动其参与继续教育的内在核心动

力，这一动力源自教师对个人专业成长的追求及职业发

展的内在需求。其次，框架突出了学习环境的灵活性与

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作为实现教师学习动机与参与度的关

键外部条件。灵活的学习环境为教师提供了便捷的学习

途径，降低了参与门槛。同时，教育资源的广泛可及，

不仅提升了培训的吸引力，也直接促进了教师学习动机

的增强和参与度的提高。最后，专业发展支持与教师成

长被确立为教师继续教育的终极目标。通过培训，教师

得以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教学技能，实现个人职业道路

上的持续成长。四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为教师创造

了一个有利于专业发展的培训环境。

1.1  教师学习动机与参与度

教师的学习动机是推动其参与继续教育的内在动

力。根据自我决定理论（Deci & Ryan，1985），当教师

感受到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性时，其学习动机将得到

增强。通过拓展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以及构建研

修共同体，能够激发教师的学习动力，进而提升其学习

效果，且教师学习力是影响培训效果的关键因素，包括

学习动力、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11］同

时，教师在培训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机构和心理障碍也

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识别并解决教师在培训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学习障碍，如环境、机构和心理因素等，对于提

升培训的实际效果具有显著作用。为了克服这些障碍，

完善培训机构的管理模式和激励教师正确认识自我成为

有效的策略。［12］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模式通过提供个性

化和便捷的学习机会，满足了教师的这些心理需求，从

而激发了其学习动机。

1.2  学习环境的灵活性

灵活学习模式突破了传统线下培训的时间与空间局

限，为教师创造了一个高度灵活的学习环境。这一模式的

灵活性不仅体现在学习时间和地点的自由选择上，更体现

在学习方式的多元化与内容的丰富性上。借助数字化环境

与灵活的学习策略，教师培训得以满足教师的个性化学习

需求，开辟了全新的培训路径与方法。［13］多样化的培训

内容和方式，能够满足教师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同时激发

其自主学习和实践创新的潜能。［14］满足教师个性化学习

需求已成为教师培训的重要趋势，教育培训部门应积极顺

应这一趋势，探索并实践相应的课程与模式。［15］并且教

师培训应立足于学习视角，充分考虑教师作为成人学习者

的特点，如独立性、经验性、现实性和反思性，通过激发

教师的自我成长动力来推动其学习过程。［16］因此，教师

培训的未来应更加注重个性化学习需求，通过灵活多样的

学习方式和资源，助力教师的全面发展。

1.3  教育资源的可及性

送教上门服务通过直接将优质教育资源精准送达教

师所在地，显著提升了教育资源的可及性，特别是对于偏

远地区或资源匮乏的学校而言，这一服务模式有效缩小了

区域间的教育差距。同时，送教上门服务还促进了优质教

育资源的共享和传播，提升了整体教育质量。此外，送教

上门服务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借助名

优教师的“送教送培”活动，不仅培训频次与参与教师数

量大幅增加，而且培训效果显著提升，有力促进了区域教

育的均衡发展。［17，18］在送教实践中，不断创新培训内容

与形式、加强基层培训队伍建设，以及鼓励教师自主学习

与同伴互助，成为提升送教效果的关键策略。［19］这些举

措不仅丰富了送教活动的内涵，还增强了其针对性和实效

性，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有力支持。

1.4  专业发展支持与教师成长

教师专业成长是一个持续且动态的进程，它依赖于不

间断的支持与丰富资源的滋养。灵活学习结合送教上门模

式，通过引入前沿的教育理念、创新的教学方法及丰富的

教学资源，并促进教师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为教师的专

业成长提供了坚实而有力的支撑。为确保送教服务的高质

量与实效性，送教团队自身的专业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团队结构、开展系统化的专业培训及

促进团队内部的频繁交流，能够有效驱动送教团队及教师

群体的整体专业化发展。［20］实施送教工作时，需精准把

握服务对象的需求，量身定制个性化教学方案，组建具备

高度专业素养的送教团队，并建立健全送教过程的监督与

评估机制，以确保送教活动的精准性和有效性。［21］这一

系列支持措施不仅显著提升了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实践

能力，还进一步增强了教师的教学效果与职业满意度，为

教师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系统地阐述了教师学习动机与参与

度、学习环境的灵活性、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以及专业发展

支持与教师成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机制。这些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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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不仅构成了研究的理论基础，也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

了明确的指导方向，旨在通过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模式的

实践，有效推动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成长和持续发展。

2  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双轮驱动模式
的设计与实施

2.1  项目的研究背景

近年来，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速了教育领域对远

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应用，直播课堂作为其中的典型代

表，显著减轻了教师的通勤负担并提升了教学灵活性，

进而引发了教师对灵活学习模式的广泛关注。然而，这

一趋势也对传统继续教育体系，尤其是线下课程参与度

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深圳市某中小学教师培训基地为

例，该基地作为市教育局指定的专业培训机构，负责为

全市中小幼教师提供标准化的继续教育专业科目课程，

涵盖远程录播与线下面授两种教学模式。2019年底，受

新冠疫情影响，基地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政策，将

线下教学转为线上直播，确保了教学活动的连续性。疫

情缓和后，虽然线下教学逐步恢复，但自2022年下半年

起，基地面授课程的选课量与出勤率却呈现持续下降

态势，与疫情期间相比，出勤率仅为62.4%（如图1所

示），且此趋势仍在持续。尽管线上学习模式在提供教

学便利性和灵活性方面具有优势，但其对网络环境、技

术设备的高度依赖，以及对教师自律性的要求，加之在

情感交流与社交技能培养上的不足，均暴露了传统集中

式培训模式的局限性。为应对这些挑战，确保教师专业

发展的持续性与有效性，探索灵活学习模式与送教上门

服务的融合路径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策略旨在通过打破

传统培训的时空限制，为教师提供更加个性化、灵活且

高效的学习体验，以克服当前面临的困境并促进教育资

源的优化配置。

数据来源：深圳市某教师教育基地官网及作者整理。

图 1  2016—2023年线下继续教育课程选课量及出勤率

Figure 1 Enrollment and attendance rates for offline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s from 2016 to 2023

2.2  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2.2.1  送教方式的创新布局与灵活学习的深度融合

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双轮驱动的服务模式以创新的

方式，为不同区域和学校的教师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

（1）设立区域开课点，优化通勤体验

建立区域性课程中心，由各区教科院和教师发展中心

负责，确保教育资源均衡分配。同时，与灵活学习模式相

结合，不仅有助于缩小不同区域间教育资源差距，还能使

教师能够就近选择课程，节省时间并提升学习的便利性。

（2）实现学校定制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求

学校可根据自身特点和教师专业发展需求选择和定制

课程。这种定制化的服务方式与灵活学习相契合，能够满

足教师的个性化需求，提升教师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

（3）授课教师自由选择开课点，增强教学灵活性

鼓励主讲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己的单位或工

作室作为授课点，开展教学活动。这种创新的送教方式不

仅推动了教学方法和内容的创新，还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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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体现了灵活学习的核心理念。

（4）智慧教室结合专家讲座，丰富内容与形式

通过在线讲座形式，邀请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分

享最新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为教师提供灵活的学习机

会。智慧教室的实时直播与在线讨论功能，使教师能够

与专家进行深入交流，激发创新思维，促进教师之间的

专业交流与思想碰撞。智慧教室提供的个性化教学支持

与持续的专业发展工具，也有助于教师将理论知识应用

于实际教学中，加速教师的专业成长。

（5）强化学习方式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灵活学习模式赋予教师更多选择权，让教师能够根

据专业需求和地理位置自主选择课程，并自主安排学习

计划，确保计划的顺利执行。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服务

模式不仅提升了教师的学习体验，还能够激发教师的学

习热情。灵活的学习方式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平衡工作、

学习和生活，提升职业幸福感和学习满意度。

2.2.2  课程来源的开放性与专业性

深圳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课程体系以开放性和

专业性为教师成长提供坚实基础。课程主要来源于市内

符合条件的中小学教师自主开发并申报的课程，且所有

课程均需经过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严格评审，确保课程

的专业性和实用性。这一做法极大地丰富了课程内容，

使课程更加贴近教师的实际需求，统一的评审机制也有

助于筛选出高质量的课程，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

能力。此外，通过智慧教室平台，设立了专家系列讲

座，实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授课方式，邀请全国知名教

育专家，为中小学教师提供重要的课程补充。这一举措

促进了教育理念的更新与教学方法的创新，助力教师紧

随教育发展的前沿。

2.2.3  后勤保障的全面与细致

送教上门服务的成功实施得益于全面而细致的后勤

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精准的考勤管理、即时的客服支

持、灵活的调课系统以及细致的物资准备，同时还包括环

境优化维护和持续的改进与反馈机制。精准的考勤管理确

保教师出勤和参与，提升服务效果；即时的客服支持为教

师提供及时帮助与解答；灵活的调课系统满足教师个性化

需求，增强学习体验；细致周到的物资准备与环境优化，

营造舒适便捷的学习环境；持续的改进与反馈机制，确保

服务质量不断提升，适应教师需求的变化。

2.2.4  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的建立

为确保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模式的效果，完善的效果

评估与反馈机制必不可少。评估体系涵盖多维度分析教师

学习成果、实施课后问卷调查、建立实时反馈循环机制，

以及利用数据进行科学决策。多维度分析能够全面了解教

师学习情况，提供针对性指导；课后问卷调查可收集教师

反馈，为课程改进提供依据；实时反馈机制确保问题及时

解决，提升服务质量；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则增强服务效

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服务效果评估

与反馈机制的核心，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3  项目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结合定性和定量研

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及案例分析等方式，

全面深入地评估“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这一中小学教

师继续教育创新实践的效果。

3.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24年在深圳市某中小学教师培

训基地参与“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项目的中小学教师及

主讲教师。其中，教师选课量与出勤率的数据取自2024年

度在该培训基地网站学习平台上共计7347人次中小学教师

学习者（以下简称“学员”）的参与记录。主讲教师的开

课热情与满意度的研究数据来自2013年及2014年间参与授课

的20位主讲教师的深度访谈（持续开课与首次开课教师各

10位），并分析了这两年间所开设面授课程的相关数据。

此外，为评估学员的学习满意度与教学效果，本研究随机

抽取参与送教上门和专家讲座项目的15个班共计1304人次发

放了学习满意度调查问卷，并系统收集了其反馈信息。这

些数据通过项目管理系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及案例分

析等多种方式收集，确保了数据的全面性和多样性。

3.1.2  数据收集与分析

项目管理系统追踪：本研究利用深圳市某中小学教师

培训基地的项目管理系统，对“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项

目的选课量与出勤率进行了精确计算。选课量的数据来源

于基地网站学习平台导出的学员选课明细，明细中包含每

位学员所选课程的名称、科目类别、学习时间、学习地点

等信息，为选课量的统计提供了准确依据。出勤率的计算

则来自学员的微信考勤记录。学员通过微信平台进行考勤

打卡，项目管理系统自动收集并整理这些考勤数据，与选

课明细进行比对后，精确计算出每位学员的出勤率。这一

计算方法不仅提高了出勤率统计的准确性，还有助于深入

了解学员的学习参与情况。在整个数据计算过程中，项目

管理系统严格遵循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原则，确保学员个

人信息的保密与安全。同时，系统提供的数据访问控制机

制也保证了数据的合规性使用。

访谈大纲：访谈大纲以主讲教师在“灵活学习与送

教上门”项目中的核心体验为核心，系统地构建了包含开

课热情与满意度、教学过程中的挑战与改进策略，以及学

员学习体验与反馈三大维度、共计16个问题的框架，旨在

通过深入、细致的访谈，全面揭示教师在项目中的真实感

受与经验，为项目的持续改进与教学质量提升提供科学依

据。首先，在主讲教师的开课热情与满意度方面，大纲设

计了六个问题，旨在深入剖析教师参与项目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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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来源以及对项目各层面的综合评价。其次，针对教

学过程中的挑战与改进策略，大纲设置了五个问题。这些

问题聚焦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遭遇的主要挑战，并探讨教

师采取的应对策略及其对项目方的具体改进建议。最后，

在学员的学习体验与反馈方面，大纲通过五个问题细致考

察教师对学员学习状态的观察、课程元素对学员体验的影

响，以及教师如何基于学员反馈进行教学调整。

问卷设计：本研究设计了一份包含多维度问题的问

卷，旨在全面评估“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模式对中小

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效果。问卷内容涵盖了课程设置、教

师水平、教学管理、学习效果等关键维度，采用1-5分评

分制，以量化分析学员的学习满意度和教学效果。问卷

设计经过多次预测试和修订，以确保其信度和效度。采

用随机抽样法，从项目中选取15个班级（送教上门项目

10个班和专家讲座项目5个班）共计1389人次，通过网站

课程评价小程序在课后向学员推送问卷，共回收有效问

卷1304份，回收率为94%，满足统计分析的样本量要求。

案例选择标准：在“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项目的

案例研究中，案例选择严格遵循典型性、代表性和可推

广性原则。选取的案例既包含送教上门模式，也涉及校

本部面授课程，覆盖多学科、多年级及不同教学背景的

教师，以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普适性。所选案例均展现

显著成效或独特解决策略，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与推广

价值，为项目优化与推广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3.1.3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运用SPSS、Excel等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以量化评估项目效果；同时，对访谈

记录和案例分析进行内容分析，提炼主题和模式，并通

过编码和分类整理，形成系统化的质性研究结果。定量

分析与定性分析相互补充、相互验证，共同构成了本研

究的完整数据分析体系。

3.2  项目实施的效果评估

3.2.1  教师选课量与出勤率显著提升

教师的选课量与出勤率是评估继续教育课程效果的

关键指标。通过基地学习平台的项目追踪系统对2023—

2024年参与学习的学员选课及出勤率进行对比分析，研

究发现，尽管线下面授课程的参与人数有所下降，但灵

活学习与送教上门模式显著提升了教师的选课量和出勤

率。2024年度基地总选课量为7347人次，其中送教上门

课程41门，选课量2483人次，占总选课量的33.8%，出勤

率为87%；线上专家讲座17门，选课量2677人次，占总选

课量的36.44%，出勤率高达93%；校本部课程30门，选课

量2187人次，占选课总量的29.77%，出勤率为71%（如图

2所示）。这些数据清晰表明，送教上门与线上专家讲座

相比校本部课程在选课量和出勤率上均有显著提升。通

过进一步分析2024年教师项目的选择率与出勤率（如图3

所示），送教上门课程和线上专家讲座的高选择率和出

勤率再次得到证实。这两组数据不仅凸显了灵活学习模

式的受欢迎程度，也体现了其在提高教师参与度方面的

显著成效。相比之下，校本部课程的选择率与出勤率均

较低，尤其是出勤率显著低于其他两种模式，凸显了传

统线下课程在吸引和保持教师参与度方面的挑战。

图 2  2023—2024年教师选课量与出勤率对比

Figure 2 Comparison of teachers’ course selection and attendance rates from 2023 to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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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主要归因于灵活学习模式打破了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为教师提供了更加便捷和个性化的学习选

择。送教上门服务将优质教育资源直接送到教师身边，

降低了参与成本，提高了学习效率。同时，线上专家讲

座通过邀请知名专家主讲，增强了课程的吸引力和实用

性，进一步推动了选课量与出勤率的增长。相比之下，

校本部课程受限于固定的时间、地点和容量，难以满足

教师的多元化需求，导致选课量和出勤率相对较低。  

3.2.2  主讲教师开课热情与满意度显著提升

主讲教师的开课热情与满意度是衡量项目成功与否

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对比两年间主讲教师持续开课情

况及课程类型的变化，并结合深度访谈，对10位持续开

课的主讲教师及10位首次开课的主讲教师的教学热情与

满意度进行了量化与定性分析，结果显示主讲教师的开

课热情与满意度显著提升。这主要得益于学员的积极反

馈、课程内容的多样化以及教学资源的充足支持。主讲

教师能够自主选择授课地点和方式，提高了教学的灵活

性和针对性，进而增强了教学满意度和成就感。

在项目实施前，主讲教师的开课热情与满意度存在

不足。以2023年为例，当年参与开课的42位教师中，仅有

21位在2024年继续开课，开课率为50%，反映出较高的教

师流失率。访谈中，教师普遍指出以下三点影响因素：

首先，学员出勤率低，影响了小组活动与互动环节的实

施效果；其次，一些需要实操的课程，如体育、音乐、

3D打印等，因场地或教具限制而影响授课效果；最后，

由于前述问题导致的学员评价不高，进一步降低了教师的

授课积极性。项目实施后，主讲教师的开课热情与满意度

显著提升。尽管持续开课的教师数量未显著增加，但人均

开课次数增至1.86门（部分课程有多位教师授课），且新

增38位主讲教师，占2024年教师总量的64.41%。课程总量

亦从61门增至71门，增长率为16.39%。其中，新推出的专

家系列讲座与名师工作室课程分别占新课程总量的23.94%

与15.49%，表明项目在提升课程多样性与质量方面的成效

（如表1所示）。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学生在课堂上的积

极反馈是维持教师教学热情的关键因素。项目提供的灵

活学习方式与送教上门服务显著提升了学员的自主学习

热情。此外，主讲教师能够自主选择适宜的授课地点与环

境，项目方提供的教学资源与支持亦增强了课程的适用性

与授课效果，从而提高了学员与教师的满意度。研究结果

表明，通过实施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项目，有效激发了主

讲教师的开课热情，并显著提升了他们对继续教育的满意

度。项目的成功在于其能够及时响应教师需求，提供适宜

的教学环境与资源，以及通过有效沟通与反馈机制增强教

师的教学信心。

表 1  2023—2024年任课教师及课程数量

Table 1 Number of instructors and courses from 2023 to 2024

项目类别 教师数量 项目类别 课程量

2023 任课教师 42 2023 课程总量 61

2024 任课教师 59 2024 课程总量 71

2024 新教师 38 2024 新课程 32

持续开课教师 21 持续开设课程 39

2024 持续任课教师占比 35.59% 2024 持续课程占比 54.92%

2024 新教师占比 64.40% 2024 新课程占比 45.07%

3.2.3  学员学习满意度与教学效果的评估

（1）问卷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的是Cronbach’s系数，主要用于检验意

图 3  2024年教师项目选择率与出勤率对比
Figure 3 Comparison of teacher project selection rates and attendance rates in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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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和态度类问卷的信度。Cronbach’s的α 系数介于0-1之

间，α 值越大说明测量结果的信度越好。中小学教师

继续教育学习满意度问卷的α 信度系数在各维度的系

数分别为：课程设计与内容0.937，教师教学能力与水

平0.957，教学组织与管理0.922，学员学习成效与反馈

0.971，总体可信度0.978，显示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问卷在信度良好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对问卷的结构

效度进行检验。在对有效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先对

数据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以确保数据的适

用性。得到KMO值为0.952，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

10343.858，p<0.001，球形检验结果差异显著，表示数据

适合做因子分析。经两轮因子分析，逐一删除载荷高和

解释力弱的题目后，最终提取了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

课程设置、教师水平、教学管理和学习效果，方差解释

率分别为22.315%，18.253%，17.896%，15.246%，旋转

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73.711%。这一结果表明，信息提取

量在各因子间分布较为均匀，且因子分析的结果良好，

有效验证了问卷的结构效度。本次研究所采用的问卷在

信度和效度方面均表现出色，为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提供了有力保障。

（2）满意度与教学效果评估

学员的学习满意度与教学效果是衡量继续教育项目

质量的核心指标。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显示，学员对

项目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平均得分为4.26分，显著高于中

位数3。在课程设置及教师水平方面，学员的满意度尤为

显著，均值分别为4.48和4.36，这表明课程内容与教师的

专业能力得到了学员的广泛认可。教学管理的满意度亦

有所提升，均值为4.21，这一变化反映了项目在教学组织

和协调方面的改进已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学员对学习

效果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均值为4.02，尽管仍处于较高水

平，但与其他维度相比存在差距。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学

员对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教学方式的认可度较高，但个

人学习能力的差异、时间管理的不合理性或缺乏有效的

监督与激励机制等因素，影响了学员对学习成果的主观

评价。

表 2  学员的学习满意度与教学效果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student satisfaction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维度 M SD N

总体满意度 4.26 0.72 1304

课程设置 4.48 0.61 1304

教师水平 4.36 0.59 1304

教学管理 4.21 0.68 1304

学习效果 4.02 0.75 1304

4  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服务在提升中小学

教师继续教育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该模式展现出在提升教师培训质量和促进教育资源均衡

分配方面的显著潜力。通过分析灵活学习平台的个性化

资源和送教上门服务的针对性，揭示了两种策略如何共

同作用于满足教师的多元化学习需求，促进了教育资源

的均衡分配。

此外，灵活学习与送教上门模式的实施对合作关系

的优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部分合作项目仍处于规

划阶段，但这一模式的引入促进了与区级、校级教育单

位的紧密合作，加深了双方在教育理念、培训模式上的

共识，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随着

这些合作项目的逐步实施，有望进一步提升中小学教师

的专业素养，推动教育质量的全面进步。同时，持续探

索该模式的新应用，不断拓展与深化合作关系，将是促

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这种持续的探索和

合作不仅能够为教师提供更丰富、更有效的学习机会，

还能够为教育决策者提供宝贵的经验和见解，以指导未

来的教育政策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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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le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Delivery: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Teacher Continuing Education Driven by a Dual-

Wheel Approach

Xu Tingting Huang Juan

Faculty of Edu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Shenzhen-based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 employing a mixed-methods research 
design that integrates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case analyse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flexible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delivery models in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is model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eachers’ course selection volume, attendance 
rates, and satisfaction, and bolsters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the enthusiasm of the instructors. 
However, there is a ne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translation of learning outcomes into practical teaching capabiliti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proposes a dual-wheel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 training and the 
efficienc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 utilization, which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nd innovative value.
Key words: Flexible learning; Instruction delivery; Teacher continuing educati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Dual-Wheel 
Driven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