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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探讨了混合教学的优势，进行了基于慕课开展校园混合式教学改革的探索——以2015~2016年北京 

大学开设的27门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课程作为研究样本，调查了其中20门混合式课程的基本情况和教学组 

织方法，并进行了实践案例分析。最后，文章提出了开展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时在加强教学设计方面的建议， 

以期为慕课教师开展混合式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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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慕课自2012年兴起以来，引发了全球高等教育基于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改革的浪潮，国内外 

众多知名大学先后纷纷参与了慕课的尝试和实践。截至2017年 8月底，国内高校在学堂在线、 

中国大学 MOOC、华文慕课等主要平台上线的慕课课程总数超过 1700多门【l】；通过对 Cou~era、 

edX国际知名慕课平台上发布的课程数字进行统计【2J【引，截至 2017年 9月，全球高校开设的慕 

课总数超过 4000门。慕课的不断迅速发展，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慕课有何价值?2014年，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对慕课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发布了 ~MOOCs：期望与现 

实》的研究报告【4J，将高校发展慕课的六个主要目标归纳为：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与共享、 

扩大学校的知名度、降低学校办学成本、基于 MOOCs改进在校学生的学习效果、促进教学过 

程和教学方法的变革、对教学进行研究。 

互联网和各种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知识的获取、交换及分享提供了极大便利。与 

此同时，网络已经成为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使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需求发生了显 

著改变，也给高校的传统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冲击。面对这种情况，高校一直进行着教学教法 

改革的研究和探索，并提出了一些新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理念。让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参与教 

学、重视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作用、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是近年来国内外教育界提 

倡的主流教育理念。慕课作为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将课程知识与教学过程进行融合的新型教育形 

态，对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学设计提供了较好的技术支持；课程知识表达、知识传播方式、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设计、针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等都可以采用线上与面授相混合的方式， 

为课程教学提供了一个更为丰富和灵活的教学设计延展空间。因此，如何基于慕课开展校内混 

合式教学，是慕课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北京大学自 2013年启动慕课建设项目以来，陆续建设和发布了一批慕课。截至 2017年 9 

月 30日，北京大学已经建设了 96门慕课，分别发布在 Coursem、edX、华文慕课、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等 5个知名慕课平台上，吸引了来 自全球 170多个国家的220多万名学习者。 

北京大学的慕课教师除了进行慕课在线教学，还纷纷开展了慕课与校园课堂教学相融合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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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学实践，通过多样化的教学设计方法来重构课程教学，旨在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提升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能力。本研究从北京大学开展的慕课中有 目的地选取了27门基于 

慕课进行混合式教学的课程，对不同学科的课程教学设计方法、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等进 

行了分析总结，以期为基于慕课开展混合式教学的教师提供参考。 

一 混合式教学的优势 

1999年，混合式教学概念正式提出 J。相关混合式教学 (Blended Learning)的定义有多个 

不同的版本，但大体上都描述了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 ]：是教学方式或教学传播媒体的组合；是 

教学方法的组合；是在线教学和面对面教学的组合。 

近年来，一些教育实证研究表明：相较于面对面的传统教学和单纯的在线教学，混合式教 

学对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效果更有效。2009年，美国教育部报告 《在线学习循证实 

践的评价：在线学习研究的多元分析与综述》对 51门课程的在线学习与面对面学习进行了比较 

研究，得出结论：“全部参加或部分参加网上课程学习的学生，与那些全部参加面对面课程的学 

生相比，前者的平均学习效果更好” J。 

为什么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方式，可以让教学更有效?目前针对这一 

问题尚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混合式课程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教学的改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8]： 

①改进了教学设计。与传统课程相比，混合式课程需要更精心、更有 目标性的教学设计。 

混合式课程通常有教学技术专家参与整个教学的设计过程，他们为以提升学生的学习结果为导 

向的系统化教学设计提供了专业的指导。 

②提升了学习指导。在传统教学中，学生获得的教师指导一般是在上课时间或是通过教师 

的教案；而在混合式教学中，由于课程环境提供了清晰的学习路径，从在线资源使用到讨论、 

评估等的每一步平台都配有明确的文字说明，故提升了对学生的学习指导。 

③便于开展学习活动。在混合式教学中，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在线学习内容，并按照自 

己的时间节奏来安排学习，因此有利于学习活动的灵活开展。 

④个人学习机会增加。数字化的学习资料方便学生按照自我需求进行个性化学习，并有针 

对性地填补知识空白。此外，通过在线自动评价给学生提供的及时反馈，也有助于学生进步。 

⑤通过社会化的互动提升了参与性。在传统教学中，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教学任务繁重， 

因此学生与老师、同学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较少；而在混合式教学中，学生可以通过讨论区、 

评价区等在线上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与协作，因而大大增加了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之间 

的交互，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⑥提高了学习任务完成效率。在混合式教学中，在线学习环境让学生的学习任务变得清晰 

可见，再加一L学生的在线学习行为及活动行为均可以被后台自动跟踪记录，故一方面有助于教 

师向学生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学习建议，另一方面也便于学生及时查看自己的任务完成情况， 

从而促使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取得学习上的更大进步。 

目前，慕课作为在线课程资源的一种形式，其本身的课程特点使其在教学内容设计、交互 

支持以及学习评价设计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基于慕课开展校园的混合式教学改革探 

索非常值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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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设计 

vo1．27 NO．I】2Ol7 

1研究样本数据采集 

本研宄主要以北京大学基于慕课开展混合式教学的课程作为研究样本一一2Ol5~2016年北 

京大学基于慕课开展混合式教学的课程共有 27门，涉及 12个院系，如表 l所示。在这 27门课 

程中，开课最多的是信息学院 (共有 l0门)，医学部次之 (共有 5门)。 

表 l 2015年一2016年北京大学基于慕课开展混合式教学的课程情况 

将上述 27门混合式课程按照学部进行划分，所得结果如图 1所示。图 1显示，201542016 

年北京大学的混合式课程在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理学部、医学部分布较多，而在社会科学学 

部、人文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部分布较少。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理工学科的老师一般具备更好 

的信息技术能力，也更愿意主动采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进行混合式教学的应用探索。 

■ 

图 l 2015年一2016年北京大学27门混合式课程的学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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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 院系 序号 课程名 院系 

l 悖论：思维的魔方 哲学系 15 算法设计与分析 信息学院 

2 流行病学基础 (上) 医学部 16 JAVA程序设计 信息学院 

软件包在流行病学研究 
3 医学部 17 电磁学 物理学院 

中的应用 

医学统计学与SPSS软件 
4 医学部 18 微积分基础 数学学院 

(基础篇) 

5 健康评估 医学部 19 生物信息学 生命科学学院 

6 新药发现与药物靶点 医学部 20 生物数学建模 生命科学学院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 
7 软件工程 信息学院 2l 社会学系 法

(上 )(下) 

8 算法设计与分析 (高级) 信息学院 22 计算机辅助翻译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9 C 信息学院 23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l0 人群与网络 信息学院 24 大学化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1 数据结构与算法 (A) 信息学院 25 中级有机化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2 程序设计实习 信息学院 26 法律写作与检索 法学院 

13 计算机组成 信息学院 27 离散数学概论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14 理论计算机科学基础 信息学院 

雌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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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设计 

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基本假设是：精心整合面对面学习与在线学习；重新进行课程设计，优 

化学生的参与度；重新设计和取替传统课堂时间【9】。北京大学不同学科的老师根据各自的课程特 

点，进行了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北京大学的混合式课程 

情况，本研究除了考虑上述三个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基本假设，还重点对比了基于慕课的混合式 

教学在北京大学实施前后的教学变化 (包括活动组织、学生考核设计、师生投入的工作量等变 

化)，据此设计了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问卷，其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 2 基于幕课的混合式教学问卷指标体系 
-'~tlm ’‘ i：霉鼍鼍=_I 舅蘑瞎 譬《一： 0 - l__。 尊警霸黼  ≯ ≯ 

课程名称、教师团队、班级人数、总学 

时、面授学时、教师平均每周在线时长、 

教师工作量与面授教学相比的倍数、学 

澡麓基本德息 生工作量与面授教学相比的倍数 

①随堂小测 ②随堂讨论 ③线上讨论 

学生总成绩构成情况 ④线上测验 ⑤大项目 (大论文) ⑥期 

中考试 ⑦期末考试 ⑧其它
— —  

①交流讨论 ②头脑风暴 ③抢答竞赛 

面授教学活动 (教师讲解除外) ④辩论活动 ⑤角色扮演 ⑥成果汇报 

⑦问题调研 ⑧实验操作 ⑨小组自评 面授救学组织 

⑩组内互评 ⑧其它 

设计活动名称、举例，面授教学课前、 

课后需要学生完成的任务 

①视频会议 ②聊天软件 ⑨ 电子邮件 使用其它在线
工具 ④

FTP⑤其它 

①实时讨论 ②异步讨论 ③教师分享学 

在蛾教单鲤奴 习资源 ④学生相互推荐资源 ⑤协作完 

成作业 ⑥作业展示 ⑦教师答疑 ⑧学 在线教学组织活动 

生互助答疑 ⑨投票评选 ⑩学生互评 

⑨教师点评 ⑧社交软件交互 ⑥通知 

提醒 ⑩其它 

在线教学活动举例 

三 调查实施 

本研究针对 2015~2016年北京大学开设的 27门混合式课程，联系相应的授课教师，通过 

电子邮件的形式发放了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20份。这 20份问卷的反馈情况如下： 

l维度 1：课程基本情况 

①班级人数规模。在20门混合式课程中，既有 10余人的小班，也有 100人左右的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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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教师及学生工作量的变化。教师投入的工作量大多增加为原先面授教学的 1．5~4倍，仅 

有 2门课程的教师认为不会增加工作量；学生投入的工作量增加为原先面授教学的 1．5～3倍。 

③在线与面授学时分配。北京大学教务部规定，在混合式课程中，面授学时可以减为原来 

的三分之二。但在 20门混合式课程中，仅有 4门课程的教师减少了面授学时。 

④学生总成绩构成设计。有 8门课程将学生的在线成绩作为总成绩的一部分，其中有一门 

课程的在线成绩甚至占到了总成绩的50％。整体而言，20门课程的总成绩构成都比较多样化， 

教师一致采用综合的方式评价学生。 

2维度 2：课程教学组织方法 

①面授教学活动设计。教师最常采用的面授教学活动形式是交流讨论和成果汇报——_20门 

混合式课程对此也均有涉及。此外，有 10门混合式课程将学生进行了分组，而未分组的课程大 

多是学生人数比较少的班级。采取分组学习形式的混合式课程各有自己的特色，如 “大学化学” 

课程的面授教学由课程内容总结、习题讲解、本周化学新‘闻介绍三个部分组成；教师将全班学 

生分为若干小组，每小组主讲一次课，每位组员承担一个环节，最后教师对各小组的表现情况 

进行点评、给分。再如 “JAVA程序设计”课程，其面授教学流程为：简要复述视频的内容一布 

置编程题目一学生两人一组进行讨论一结对编程一请部分小组进行展示、别组同学进行质疑一 

教师简要总结。 

②课前任务设计。以看慕课视频、做线上习题、查阅资料为主。 

③课后任务设计。包括准备课堂报告、参与线上讨论等。 

三 实践案例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的相关数据分析，结合与部分开展混合式课程的老师进行访谈的结果，本研 

究发现：开展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的目的不是给学生 “减负”，而是让学生学会 “主动学 

习”。但北京大学在开展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学生的知识水平、元认知 

能力、学习风格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部分课程的学生出现了学习压力大、学习负担重、参与 

动力不足、课堂效率低下、课前不看视频、课后不积极参与讨论等问题，因此部分混合式课程 

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但是，也有一些混合式课程获得了学生的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基于此，本研究针对教学的三个环节，选取北京大学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设计实践 

案例进行分析和点评，以期为开展混合式课程的教师提供参考。 

1课前环节 

①看视频提问题。学生准备问题本，看课前视频时随时记录问题，并接受教师的抽查，占 

总成绩的10％ (如王老师的 “电磁学”课程)。这种教学设计培养了学生提问的能力，也便于教 

师管理学生参与课前的学习活动。 

②看视频填表格。学生观看课前视频后，及时填写学习调查表格，并记录对视频的理解程 

度 (百分比)和遇到的问题，于上课前将电子版的学习调查表格发给老师，老师根据学生的表 

格反馈情况设计课堂讲授内容 (如屈老师等的 “算法设计与分析”课程)。这种教学设计是一种 

典型的PBL教学方法，适合应用于难度大的理工科课程。 

③学习 MOOC课程。学生于课前利用零碎时间，在线学习老师指定的 MOOC课程，占总 

成绩的50％ (如高老师的 “生物信息学”课程)。这种教学设计有效发挥了在线学习的作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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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将 MOOC课程学习引入学习评价设计，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评价机制。 

2课中环节 

①小组报告。学生分小组在课堂上做学习报告，并设定挑战环节一一其他学生可以针对报 

告内容提出质疑，报告小组如果回答不了，质疑小组便可得分 (如高老师的 “生物信息学”课 

程)。这种教学设计是一种典型的合作学习、竞争学习的活动策略，可以激发学生的斗志，增 

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和参与意识。 

②学习巩固。巩固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教师回顾课程内容要点，强化学习效果 (如高老师 

的 “生物信息学”课程)；二是教师点评或做课程内容总结 (如刘老师的 “理论计算机科学基础” 

课程)。这种教学设计便于学生抓住课程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并通过教师的点评或总结获得相关 

问题和课堂表现的及时反馈，进而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 

③讨论指导。教师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组织课堂讨论，先由学生得出讨论结 

果，再由教师给予指导 (如刘老师的 “理论计算机科学基础”课程)。这种教学设计适用于难度 

较大的课程，学生在课堂讨论中经历 “头脑风暴”，有助于发散思维，而教师有针对性的指导也 

有助于学生取得更大的进步，故教学效果很好。 

3课后环节 

①学生分组完成项 目作业 (如高老师的 “生物信息学”课程)； 

②查阅相关文献、自主解决难题 (如刘老师的 “理论计算机科学基础”课程)； 

③自由选择与课程相关的主题，完成读书报告 (如王老师的 “电磁学”课程)。 

以上三种形式的课后教学设计丰富了作业的形式，并让学生在课后的学习上有更多自由发 

挥的空间。 

基于上述实践案例分析，本研究建议教师开展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时，可从以下四个方 

面加强教学设计：①课前做好教学准备，包括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水平，针对学生遇到 

的问题准备课堂教学内容、组织相关的教学活动等；②课中进行有效管理，包括善于利用多种 

教学组织策略 (如小组讨论、同伴评价、竞争性探索实践活动、展示活动等)，主导教学内容， 

对学生的问题能够给予及时反馈和明确指导等；③丰富过程性评价方法，包括线上讨论与课堂 

讨论相结合，研究报告、小组报告和读书报告相结合，考试与课堂测验相结合，在线做题与课 

堂做题相结合等；④推行学生激励机制，如针对学生课前看视频、课堂提出问题、网上回答其 

他学生问题等的行为表现给出分数，并计入总成绩。 

五 结束语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对于教育教学的改变有目共睹。但在我国，教师将信息技 

术应用于教学之初采取的常用做法是：将教案、PPT或者讲义放到网上供学生下载，利用电子 

邮件与学生进行沟通一一这是教师在没有减少面授教学时间的情况下应用信息技术的一种最舒 

服的方式。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线学习资源的不断丰富、手机电脑的广泛普及， 

信息技术对教育的改变正在不断深入一～慕课就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产物。自2013年 

以来，我国高校已经陆续建设了很多慕课课程，而如何发挥好这些慕课的作用是目前高校共同 

面临的难题。基于此，本研究以2015~2016年北京大学开设的混合式课程为例，探讨了基于慕 

课的混合式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提升大学慕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协作学 

习的能力，进而更好地适应未来信息化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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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 of blended learning and explored the blended learning reform based on 

MOOC．The 27 blended learning COurSeS based on MOOC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2015～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datasets，the basic situation and teaching organization methods of 20 courses were investigated，and the 

practice case of some blended learning courses was analyzed．Furtherm ore，some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design of the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MOOC were proposed，except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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