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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信息时代,在线开放课程得到广泛应用,同时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随着在线开放

课程的进一步应用,不可避免会影响地方高校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除了能够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之外,

还对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十分有利,进而使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热情激发出来。基于此,本文对在线开

放课程及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探讨,希望给有关学校机构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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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formation, online open courses are widely used and highly prais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online open courses, it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reform of mixed 

teaching mode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ddition to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level, it 

is also very beneficial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then stimulate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online open courses and mixed 

teaching mode,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to relevant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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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线开放课程与混合式教学模式都

具有各自优势,在线开放课程能够突破

时空限制,对人们自主学习需求进行满

足,使学生主观能动作用和教师引导作

用充分发挥出来,对教学改革与发展十

分有利,促进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高。而

混合式教学通过结合线上与线下教学,

进而结合传统学习与在线学习优势,促

进教师引导作用的发挥,同时将学生主

观能动性体现出来。有利于互补二者优

势, 终获取良好学习成效。 

1 在线开放课程与混合式教学

模式 

1.1在线开放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的英文是MOOCs,它努

力追求在线化的教学全过程,使在线学

习关联学位、学分、就业,由此看来,建

设在线开放课程过程中,必须坚持过程

与应用的导向理念。 

1.2混合式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主要是人们在反思在线

学习基础上,重新构建的信息化教学模

式,实际是有机结合网络学习优势和传

统教学模式优势,通过对线上与线下教

学方式的应用,促进两种教学组织方式

的结合,实现互补优势目的,不仅可以将

教师主导与监控作用发挥出来,还能使

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1]。 

2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必要性 

2.1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的趋势 

据了解,能够充分调动师生教学积

极性的 有效方式就是在线开放课程的

混合式教学,这已经得到广大教师的认

可和接受,同时受到学生青睐。此方式的

应用能够明显降低教师的职业倦怠感,

拉近师生关系,提高教师教学成就感；针

对学生,可以调动起学习积极性,培养其

自主学习意识,在短时间内提高学生成

绩和能力。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都符

合生本教学理念,有利于深度融合信息

技术与教学,可以补充高效教学课堂,已

经成为在线教育及课堂教学未来发展主

流方向。 

2.2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3D打印,

它需要大量创新型人才,很显然,人才

培养需求的变革趋势已经发生转变,从

知识型、技能型转变为创新型人才,在

教育信息化的支持下,可以统一个性化

与规模化。对比传统教学,在线开放课

程的优势比较明显,它可以让学生接受

优秀教师教育；通过应用丰富的教学手

段,能够使教学吸引力不断提高；提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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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参与度,加强教学互动；实现学生个性

化学习与自主学习目的；打破教学的时

空限制[2]。 

2.3教学范式变革要求 

信息数字化使教师对信息的垄断局

面得以打破,为学生自由学习提供保障,

实现大规模个性化自主学习目的,使学

习为中心的教学改革革命成为现实,此

种教学范式已经成为 科学的教学方

式。在数字化信息时代,在大数据、云计

算、虚拟技术等发展背景下,已经改变教

师未来角色,使其变为学习引导者、组织

活动者、开发课程者等 

2.4互联网时代的要求 

互联网时代的学生发生了翻天覆地

变化,比如网络变为课外知识的主要来

源；有任何不懂可以搜索百度、谷歌等,

无需使用纸质字典；包中除了书本之外,

还有手机、平板等；家中必备WIFI；网

络化的人际关系；碎片式时间、碎片式

知识等。由此看来,在互联网时代学生新

特点要求必须革新高等教育,对于学生

的需求,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很

好满足,新时期学生要求必须革新教学

模式和教学方法[3]。 

3 混合式教学意义 

3.1学习质量的提高,教学成效的

完善 

第一,大幅度提高学生课外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学生非常喜爱在线课程。

专业课程具有极高点击率,学生普遍具

有浓厚学习兴趣,大大降低逃课率。 

第二,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提高自主

学习能力。学生在混合教学模式中的自

主学习意识持续增强,不仅积极思考,还

主动提出问题,转变学习方式,从被动变

为主动,并且动手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 

第三,灵活的方式,将时空限制打

破。传统教学方式具有比较固定的地点、

时间,并且教学方式比较单一,线上学习

具有较强灵活性,学生可以将所需资源

选择出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学

习内容,将时空限制打破[4]。 

3.2自主学习,碎片时间的利用 

网络上拥有全部课堂教学知识点等

参考资料、视频,学习者从自身实际情况

出发,以自己时间为依据,灵活选择上课

时间,进而将自主学习任务完成,或者高

效率预习与复习,对于教师而言,在设计

线上教学内容时,通过对多种形式的应

用,如慕课、小视频、微课等,为学生学

习提供方便,学生以自己时间为依据,不

仅能灵活选择学习时间,甚至可以应用

碎片化时间学习[5]。 

3.3结合信息与技术,促进教学改革 

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

式被混合式教学模式彻底改变,促进创

新型主导与主体相结合的教学结构,

满足高等教育教学理念要求,将教的

中心转变为学的中心,与教学改革需

求相一致。 

4 在线开放课程影响地方高校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4.1课前以线上教学为主 

第一,开展正式教学工作之前,教师

从网络上下载学习资料并将其传送至开

放课程平台上,通过对手机APP、微信、

QQ等方式的利用,全程监督学生,使其主

动在课程平台上学习,同时记录学习过

程中的问题,进而掌握教学中重难点,为

线下教学课堂中回答问题提供方便,为

此,必须控制线上教学视频时间,使其在

5-10min内,利用短小精悍的视屏内容吸

引学生注意力,同时对学生复习十分有

利,通过反复播放的视频,可以促进学

生学习效果的提升。第二、借助平台,

教师能够了解学生学习时长,以平台反

馈信息为依据,更好督促未完成学习任

务的学生,通过对平台的利用,加强与

学生之间互动,第一时间解决学生提出

的问题[6]。 

4.2课中结合线上和线下教学方式 

对于教师而言,在课堂教学中灵活

使用软件或者APP至关重要,这样有利于

考察学生出勤状况,借助此种方式有利

于学生严格要求自己按时上课。教师在

开展教学活动时必须做好以下工作：首

先,对在线开放课堂平台中学习情况进

行充分利用,深入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同

时以此为依据,1对1解答学生疑难问题,

让学生对重难点内容进行掌握,促进学

习效率的提高；其次,教师将学生分为几

个学习小组,将学习任务布置给各个小

组,完成此项工作后,组织学生开展组内

讨论或者情景模拟等活动,使组内成员

加强沟通与交流,培养学生团队意识,促

进学生理解能力、合作能力、运用能力

的提高。再次,借助课程平台或者手机

APP,教师能够了解学生掌握知识情况,

进而组织测试巩固活动,同时讲解单元

巩固内容。 后,教师与学生共同开展评

价活动,可划分评价活动为两部分,其一

是个人评价,其二是小组评价个人表现,

教师发挥积极引导作用,使学生反思自

己学习状况,支持和鼓舞学生勇敢说出

自己想法[7]。 

4.3课后以线上教学为主 

对于课后学习阶段而言,教师还需

引导学生完成课后复习任务,教师在网

络平台中上传本课作业与试题等内容,

并对学生提出明确要求,在规定时间内

将作业和试题等完成并上传平台,同时

教师及时反馈学生作业完成情况,让学

生了解自己学习状况。此外,所有院校需

要主动联系企业,借助联合校企方式,设

计课程内容,创新课程方式。对于学生而

言,在完成平台任务过程中,如果遇到不

懂知识,可以再次观看学习视频,通过互

动教师,加深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

运用。 

此种方式的应用,同时改变了教师

教与学生学的方式,转变教师在教学中

的角色,使其成为引导者,使课堂主体

变为学生,促进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

动学习,大大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借助

多次反复学习与运用,提高学生内化知

识速度。 

5 在线开放课程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评价内容 

5.1评价内容 

对比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教学评价,

此种教学模式更具复杂性,不断增加评

价内容,有很大差异存在于评价制度、主

体和目的中,因此,评价开放性课程教学

和自身时,必须被涵盖在混合式教学模

式教学评价中。此外,以课程建设为基础

的评价,主要内容是制作课程、运行平

台、技术服务等。针对课程开展教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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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时,可以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进行

评价。此外,针对教案、大纲等文本规范

性进行评价,教学全过程中课前、课中、

课后等的设计规范,与教育教学规律是

否一致。通过评价教学效果,能够发展师

生能力,进而评价掌握教学内容的成效。 

5.2问题 

第一,内容与考核目标不一致。在线

开放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边探索边前

进,它是新生事物,在创新中努力前进,

对教师们的错误进行改革,但是缺少经

验和阅历。对于评价而言,需将更多改革

试错机会留给教师,避免与考核目标具

有较大偏差。 

第二,不科学内容。现阶段的一些指

标评价内容不够科学合理,比如学生上

线时间、学生浏览时间等,存在辅助作弊

可能。想要提高日常成绩,一些学生不但

没有认真观看,反而让视频处于持续播

放状态。 

第三,复杂内容。此模式的评价内容

比较多,具体包括教学成效、教学过程,

等,将线上与线下所有教学过程全部覆

盖,设定评价指标权重、分值,将严谨性

与全面性反映出来,增加评价内容复杂

性。由此看来,在具体操作实践中,无法

实施量化打分操作,执行难度比较大,学

校相关职能部门同样不能量化打分,因

此, 关键问题就是具有复杂的评价内

容[8]。 

5.3评价内容的优化 

学校师生及职能部门都可以将评价

主体、内容等设置出来,通过对网络环境

的应用,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将评价体

系设计出来。比如,设计网络平台课程中,

教师通过对谈论栏目的设计,第一时间

发出反馈评价,为学生与教师的及时沟

通提供保障,避免有问题存在于期末评

价中。此外,教师将异常检测点、课程管

理人员权限设置出来,借助校级院系与

督导的监管,第一时间将预警问题发现,

及时对教师教学过程进行指导。 

6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线开放课程必然会影

响地方高校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在此

背景下,需尽量将不良影响规避,为此,

需要对在线开放课程与混合式教学模式

进行全面了解和掌握,通过对二者优势

的应用,使其作用和价值 大程度发挥

出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培养学生主

动学习意识,为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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