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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品课程优质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是教育创新、教学改革和知识型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宁夏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分析了当前高职院校精品课程优质资源建设情况,分析了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存在的主要

问题及其优化的基本策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精品课建设团队协作意识不强,课程精品体系占比低；精品课

建设校企融合程度不深,企业参与少；精品课程持续性建设力度不足,有效利用率低。推动高职精品课建设的对

策是：学校和企业共同拓展丰富的课程资源；构建统一高职精品课程管理平台；运用多元化课程共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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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开放课

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2011〕8号)

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精品资源共享课

建设工作实施办法》(教高厅〔2012〕2

号)文件精神,为推进内涵建设,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组

织实施了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截

至2020年3月,已建成的精品课程有125

门,其中区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31门,精

品资源共享课,院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课

程94门,目前正在建设19门。 

1 高职院校精品课建设现状调

查分析 

为了解高等职业教育精品资源共享

课的建设与应用现状,本研究主要针对参

与过高职院校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的

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旨在了解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网站在教学中的运用主要在哪些

教学环节；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中资源建设

好采取哪种方式；建设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的主要作用有哪些；一门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建设成功与否应从哪些方面考虑更

合适了；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项目实施过程

中主要的困难有哪些；正在建设(已结题)

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在平时的教学中使

用的频率如何；影响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

设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等。调研范围包括参

与过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的110教师,回

收任课教师问卷113份,有效问卷110份。 

1.1教师情况。参与者中以中青年教

师达到71.82%,副教授以上职称达到

46.37%,承担的本专业课程教学的时间

5-10年的达到29.09%,大于10年达到

60.91%；申报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项目

已进行过几轮该课程教学三轮以上的达

到达到70.01%。教师任教专业覆盖经管

贸易服务类、电子信息类、交通运输类

等11个大类,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主

要以经管贸易服务类、电子信息类、生

物化工类和装备制造类为主。 

1.2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情况。 

1.2.1资源库建设模式。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建设的主要原因：受访教师中

61.82%认为是专业建设的需要,30.09%

教师认为是自身发展与学生发展需求。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中资源建设采取

的方式途径：受访教师中认为应根据课

程实际自行建设占18.18%；根据课程实

际,购买或借鉴成熟的优质教学资源占

22.73%；根据课程实际与企业合作建设

占28.18%；根据课程实际,自建与借鉴

(或购买)相结合占30.91%。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

受访教师中77.27%认为是课程(任教)团

队；52.73%的教师认为是“校企合作”企

业；45.45%的教师认为是主讲教师；38.18%

教师认为是专业开发公司。精品共享课程

资源的主要运用方式：80.91%教师认为用

于学生课外学习和辅助教师教学；60.00%

教师认为用于提升教师信息化水平；

54.55%教师认为用于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

培养学习习惯；66.36%教师认为用于提升

学生专业水平；74.55%教师认为用于推动

优化、整合和共享线上教育资源；40.00%

教师认为用于为社会人员提供学习平台。 

1.2.2资源库在教学实践中运用现

状。教学实际中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网站

主要用于课前自学占56.36%；课堂学习

占59.09%；课后复习巩固占61.82%。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成功与否应

从哪些方面考虑更合适：受访者中认为

教学团队占 81.82%, 资源丰富度占

71.82%,企业参与度占54.55%,网络平台

应用情况占62.73%,学生评价占50.00%,

资源更新情况占62.73%,资源共享情况

占64.55%,课程设计占43.64%。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在教学实践中面

临的主要困难：学生对通过网络平台进行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5 

Education Research 

课前课后的学习配合不够占30.91%；评价

标准比较单一,部分评价指标难以量化,

是课程作业无法通过网络评价占28.18%；

课程资源的开发存在一定难度41.82%。 

2 高职精品课建设中的问题分析 

2.1精品课建设团队协作意识不强,

课程精品体系占比低。课程建设过程中

53.64%的教师独自设计、收集资源,团队

未能起到作用,基本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

只能完成一两门课,无法构建完整的精品

课体系。教师团队对高职院校精品课程建

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脱离教师团队的

核心作用,高职院校的精品课建设难以构

建完整的精品课程学科体系。教师作为高

职院校精品课程建设的主力军,教师的素

质决定着精品课程建设质量,教学团队的

建设决定精品课程能否顺利开展。52.73%

的教师由于自身能力限制,开发资源有一

定难度,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开发从包括从

课程教材到资料库的教学资源库构建,从

课程用户管理到学生成绩与评价管理的

课程管理及教师与学生间的交流工具等,

都需要团队合作完成。 

2.2精品课建设校企融合程度不深,

企业参与少。45.65%的教师校企合作不够,

有些资源需要企业帮助。高职教育发展的

根本路径在于校企合作,精品资源共享课

的建设必须在校企合作的指导下才能更好

的贴近生产一线。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为院

校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共享搭建桥梁,同时

也为推动校企合作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提供

新的契合点。据此,高职教育———校企合

作———建设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形成了一

条鲜明的主线,使三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有

机结合,使教育、生产、社会服务优势互补、

融为一体。教学内容的更新要与生产一线

的 新知识、技术相结合；无论学校的实

训中心设备与生产一线的 新生产设备相

结合；学校的“双师型”教师与生产一线

技术专家、操作能手相结合,只有做到三者

的结合,才能更深入的促进校企合作,进而

促进教学资源的合作开发。 

2.3精品课程持续性建设力度不足,

有效利用率低[1]。在教学条件上,45.45%

的教师认为硬件条件的更新未跟上课程

建设的需求,无法对课程资源进行及时

更新,无法持续改进精品课程应用。精品

课程资源所在的网站,缺少后续的维护

与资源更新,其利用率和应用效果都不

尽如人意,造成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浪

费。60.91%的教师认为由于软件条件的

限制,网络平台应用不方便,导致学生对

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课前课后的学习配合

不够。目前学校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

网络资源面对的用户只能通过电脑端进

行学习,5G网络及各种移动终端的普及,

在互联网+教育的背景下,出现了具有灵

活性、普适性等特点的移动学习和碎片

化学习,随着移动教育应用的发展,APP

形式的移动学习更成为目前的主流,目

前的精品课程资源建设方案与微内容、

碎片化、数据化等移动学习资源的设计、

开发和应用有许多不同之处。 

3 推动高职精品课建设的对策 

3.1学校和企业共同拓展丰富的课程

资源。课程建设过程中负责人需做好总指

挥工作,对课程建设工作合理分工,课程团

队成员通力合作,高效开展工作。高职院校

的教师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集合体,既

要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又需了解市场需

求。学校应建立相应的培训体制,组织教师

进修培训,组织教师进企业实地考察,建立

“学校+企业”校企共享型教学与培训资源

新机制。不仅可为精品课程的建设的资源

拓展提供便捷手段,还可为学生碎片化与

自主化学习提供资源。建设“校企共建优

质教学资源”项目,构建教学与培训资源库,

逐渐形成终生学习体系的公共平台。满足

了学生、职工和社会人员自主学习的需要,

拓展资源库的受益面。 

3.2构建统一高职精品课程管理平

台。高职院校精品课程资源所在网站连通

性差,利用效率低,应利用互联网络搭建

高职院校精品课程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构

建优质、高效、实用性强的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管理系统,不但能为高职院校师生提

供教学互动反馈和自主学习的网络学习

空间,还能为高职院校提供展示课程改革

和教学成果的窗口。通过规范统一的精品

课程管理平台对各高职精品课程资源进

行重新整合,鼓励教师通过校企合作共同

设计、开发精品课程资源,提高精品课程

资源的利用率与使用效果。发挥各高职院

校的学科优势,突出优质精品课教学资

源；调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深

入促进教学资源的合作开发[2]。通过统一

的精品课程管理平台使得优质课程资源

经定时更新维护,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 

3.3运用多元化课程共享模式。随着

5G网络及各种移动终端的普及,互联网+

教育的背景下,具有灵活性、普适性等的

移动学习和碎片化学习成为一种新的学

习需求,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进

行学习成为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因此,高

职院校精品课程资源平台的建设应注重

移动终端的开发,把移动终端例如智能手

机等作为主要依托,通过学习通、钉钉等

在线交流平台,设计并开发适用在移动媒

体上的课程资源,并打造出线上线下结合

模式的课程,逐步完善远程教育,实现精

品课程有关学分认定的革新。学习者可根

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行筛选学习资源和

学习内容,并完成自我评价、管理和反思,

这类移动浏览的资源开发与应用,既有利

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将推动高职院

校精品课程资源共享的进程与发展[3]。 

4 结语 

精品资源共享课不仅面向教师和学

生,更要面向社会学习者,建设目的在于

促进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共建与共享,所

以高职院校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需要不

断完善的过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

在建设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促进高职

院校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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