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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张彦琦1,易 东1,刘 岭1,伍亚舟1,刘小钰1,赵增炜1,龚莉莉2,曹 怡2

(1.陆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系,重庆
 

400038;
 

2.智慧树网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重庆
 

400044)

  [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校内课程教学中的构建与应用效果。
 

方法 以医学

统计学为例,从课程准备、线上教学活动设计、线下教学活动设计、教学反馈设计、教学评价设计阐述了基于

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选择2014级预防八年制的学生(n=7)作为试验组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
2006~2009级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作为对照组(n=87)实施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比较两组考试成绩,并调查

试验组学生对课程的评价。结果 构建了基于SPOC的医学统计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试验组与各年级对照组

课终可比成绩分别为(92.5±4.9)、(85.7±8.3)、(87.0±4.3)、(88.2±5.2)、(85.7±5.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学生们认为课程促进自主学习能力,对课程总体满意度较高,但认为教学交流还不够充分。结

论 与传统教学模式比较,SPOC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

高校内教学质量,值得推广。
[关键词] SPOC;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教学实践

[中图法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8348(2019)21-3766-04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是面向社会公众

免费开放的网络课程,2012年被誉为“MOOC元年”,
MOOC在美国的顶尖大学兴起[1],并在之后迅速流

行。2013年 MOOC热潮席卷我国,我国知名高校陆

续加盟国际三大 MOOC平台,同时也开始建设中文

MOOC平台[2]。
MOOC的优势在于能够改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

公平,让广大的社会学习者也能随时随地享有优质的

教育资源。MOOC在掀起新一轮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的浪潮的同时,也引发了新一轮的思考。相对于传统

教学来讲,MOOC学生数量多、背景广、“辍学”率高,
导师少,师生交流和学习支持缺乏[3],为了针对性地

解决 MOOC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在线学习出现了一

些新的模式,逐渐发展为 MOOCs
 

家族谱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有学者因此提出目前已进入“后 MOOC
时代”。

大规 模 和 没 有 先 修 条 件 限 制 的 特 点 制 约 了

MOOC课程的教学质量,在后 MOOC时代,有学者

们认为 MOOC课程不必是大规模的,也不必是开放

的,基于此,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应运而

生。SPOC是后慕课时代较多被采用的在线学习模

式。区别于 MOOC
 

的完全开放性,SPOC对学生设

置了准入条件,并且学生规模一般几十到几百人,远
小于 MOOC的选课人数[4-5]。SPOC的教学对象可

以是社会学习者,也可以是在校大学生,其中针对在

校大学生的SPOC可以利用校园教学条件,将课堂教

学和在线教学相结合形成混合式的教学模式。
本文将以医学统计学课程为例,阐述基于SPOC

和反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校内课程教学的

应用。
1 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即采取以SPOC微

视频为主的线上教学活动与以翻转课堂为主的线下教

学活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该模式的构建包括课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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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线上教学活动设计、线下教学活动设计、课程评价设

计等部分。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见图1。

图1  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示意图

1.1 课程准备 医学统计学是医学高等教育中各专

业医学生的一门必修公共基础课。作为一门工具类

学科,在培养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科研思维和医

学数据的分析能力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前期 的 SPOC 课 程 准 备 过 程 中,依 托 的 智 慧 树

MOOC平台(http://www.zhihuishu.com/),将医学

统计学全部课程内容碎片化为66个微视频,每个视

频5~20
 

min,录制共计680
 

min的授课微视频。按

照课程知识体系划分为11个章节,并匹配相应的教

学资源,包括微视频、章节简介、教学PPT、电子讲稿、
课程知识点、章节测试题、软件数据等,体系完整后发

布课程。
1.2 线上教学活动设计 SPOC微视频在线教学是

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渠道。根据教师发布的教学实

施计划和学习进度表,在下一次见面课之前,学生利

用非课堂时间自行选择时间和地点上网在线学习,并
完成章节测试题。
1.3 线下教学活动设计

1.3.1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是混合式教学模式的重

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翻转课堂面对面教学的优势,
才使得SPOC

 

优于 MOOC,而更适合于校园课程[6]。
翻转课堂的教学内容是以线上SPOC视频教学为基

础,围绕理论方法的应用、实践操作、疑难知识点展开

教学。翻转课堂教学活动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讲授式

总结、PBL教学、课堂作业、实践操作等。其中PBL
的教学环节将统计学理论与方法置于真实的医学科

研情境中,使学生们身临其境,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对
理论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并在此过程中建立统计

思维[7]。
1.3.2 文献研讨 为了扩展学生的统计思维和科研

视野,设计了文献研讨课,需要在课前发放医学科研

论著等学习资料布置学生阅读和自学,对照学习资料

对科研论著进行评价。课堂教学时,教师教授医学论

文中统计学的表达要求,在让学生就参考文献的评价

结果进行汇报和讨论,并就错误范例进行讨论和

纠正。
1.3.3 专题研讨 为了增强学生对统计学理论的系

统归纳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设计了专题研讨

课。采用翻转角色教学法,让学生走上讲台,充当教

师,就各类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思路进行总结,为
其他学生讲授,同时展开讨论和补充,帮助学生巩固

统计分析思维。
1.4 教学反馈设计 线上的微视频学习过程中学生

和教师不会直接面对面,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

SPOC论坛、微信群和QQ群与教师和学生之间展开

教学交流。由于微信群和QQ群能做到即时反馈,所
以教师主要利用其进行课程提醒。学生也在这里谈

学习体会,更容易增进师生情感交流。
1.5 课程评价设计 为了全面体现基于SPOC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课程设计了形成性评价体

系,学习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纳入评价体系:(1)
SPOC章节测试成绩;(2)SPOC结业测试成绩;(3)
SPOC论坛活跃度;(4)翻转课堂活跃度;(5)上机报告

成绩,即实践成绩;(6)期末课终考试成绩。其中前4
项作为平时成绩,合计占比50%。形成性评价体系见

图2。

图2  混合式教学模式形成性评价体系示意图

2 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

2.1 教学实施 为了初步检验基于SPOC的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和教学效果,选择本校2014级预

防八年制的学生作为试验组,该班学生总数7人。并

以同一老师教授2006~2009级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

作为对照。在试验组医学统计学课程教学中采取了

全课程混合教学模式,所有理论及上机实践教学均采

用SPOC微视频线上教学,另外设计了9次见面课,
其中第1次见面课进行课程宣讲,第2~7次见面课

采取PBL翻转课堂,第8、9次见面课分别为文献研讨

课和专题研讨课。对照组全程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即
教师课堂教授。
2.2 教学效果

2.2.1 形成性评价成绩 形成性评价体系综合了

SPOC章节测试成绩、MOOC结业测试成绩、MOOC
论坛活跃度、翻转课堂活跃度、上机报告成绩和期末

课终考试成绩,试验组最终综合成绩为(91.7±4.8)
分。换算成可比传统教学成绩(上机报告占20%,课
终考试占80%)后为(92.5±4.9)分,与同一老师教授

的临床医学八年制2006级[(85.7±8.3)分]、2007级

[(87.0±4.3)分]、2008级[(88.2±5.2)分]、2009级

[(85.7±5.8)分]相比,平均分提高了4~6分(P<
0.05),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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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4级预防八年制与2006~2009级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医学统计学可比成绩情况(x±s,分)

组别 n 平时成绩 上机报告 课终卷面考试 综合成绩 可比成绩

试验组 7 88.7±4.0 94.1±2.3 92.1±5.8 91.7±4.8 92.5±4.9

对照组

 2006级 20 - 91.8±6.7 84.2±10.3 85.7±8.3 85.7±8.3△

 2007级 28 - 91.5±5.2 85.8±5.0 87.0±4.3 87.0±4.3△

 2008级 29 - 92.2±6.5 86.5±5.4 88.2±5.2 88.2±5.2△

 2009级 20 - 97.0±3.4 83.8±7.0 85.7±5.8 85.7±5.8△

  -:此项无数据

  A:教学资源评价;B:翻转课堂效果评价;C:教学交流与沟通效果评价;D:整体满意度和教学效果评价

图3  混合式教学问卷调查结果

2.2.2 课终问卷调查 课终采用自行设计的《医学

统计学SPOC混合式教学课程调查问卷》,对试验组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SPOC教学资源评价、
翻转课堂效果评价、教学交流与沟通效果评价、满意

度和教学效果评价4个维度,共39个问题。调查显

示学生们对课程比较满意,普遍认为教学资源比较丰

富,视频制作质量较高,对自己的学习效果和收获也

比较满意。尤其对翻转课堂的认同度和满意度最高,
认为“总体来说翻转课堂提供的帮助非常大”“是最满

意的1个部分,能对知识巩固”“讨论效果尤为重要”。
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学生们认为混合式教学模式对

自身最有帮助的方面有:锻炼自己的学习能力、有助

于表达自己的学习体会、提高学习效率。但同时,学
生们认为教学交流还不足,还不够方便,希望多些线

上和线下的讨论,提高学习效率,在提高学习能力的

同时还感觉“课程学习任务感觉变重了”“大多靠自

学,比较累”。说明课程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见
图3。
3 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启示

3.1 重视SPOC微视频的制作 由于录制环境的限

制,SPOC视频不能还原真实课堂,同时要将整个系统

化的教学内容碎片化成若干个5~10
 

min的微视频

内容,需要在录制前期进行精心的内容设计,并在拍

摄过程中根据实际效果进行反复修改,以确保内容的

准确性、时间的精练性、语言的流畅性。
3.2 加强教学重点的提醒 SPOC微视频录制时,要
求讲授语言精练、准确、不重复;这与实际课堂授课可

以根据教学内容的重难点和学生的反映,调整讲授的

进度、讲授的反复性、语速的快慢、甚至语调的轻重是

有区别的。作为一门SPOC课程,要求每一个微视屏

可以独立存在,有头有尾。所以学生在观看SPOC视

频时捕捉教学重难点不如课堂授课那么容易。因此,
可以在SPOC微视频中穿插注释和提醒,让学生关注

相应的教学重点。同时可以在SPOC教学资源建设

中给出章节教学目标和知识点重难点的要求。
3.3 充分利用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可以设计成多种

形式,(1)将零散的SPOC视频教学内容融会贯穿,帮
助学生有效建立知识结构的系统脉络;(2)将SPOC
视频中未讲解透彻的重难点提炼,帮助学生更好地把

握学习重点;(3)针对实践操作进行有效练习,增强学

生实践能力。同时在线下的教学活动中,老师可以通

过翻转课堂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建立更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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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交流。
4 小  结

  SPOC
 

的核心理念是实行私有的、定制的、高质

量导师制教学[8]。SPOC的出现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带来了 新 的 命 题,这 其 中 机 遇 与 挑 战 并 存。基 于

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将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有

机结合,尤其利用翻转课堂帮助学生理清课程脉络,
增进实践能力,使学生的学习体验更好。

本次教学实践初步说明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可以提高校内教学质量,促进“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的推广和实施,同时对教学管理者、教师

和学生三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应该在教学

实践中不断检验教学理论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积极探

索,总结SPOC教学规律,以提高高校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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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质量取胜、以特色取胜”办学思想的时代价值研究*

胡伟军,邓晓蕾,王云贵

(陆军军医大学,重庆
 

400038)

  [摘要] 1986年,原第三军医大学提出“以质量取胜、以特色取胜”的办学思想,改变了学校的发展理念、发

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引领学校走出了一条质量建设、特色发展的办学道路。30多年来,该校长期坚持并不断发

展“以质量取胜、以特色取胜”办学思想,实现了学校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持续发展、跨越发展的巨大飞跃。实

践证明:“以质量取胜、以特色取胜”办学思想既符合医学教育追求质量和特色的发展规律,又蕴含着辩证唯物

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办好医学院校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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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思想是教育理念、信仰、价值观在学校工作

中的体现。办学思想生成和升华的过程,就是把先进

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和学校实际有机结合起来的过

程[1]。纵观全国各大知名高校,遵循的教育理念具有

共性,但办学思想却是个性的[2]。1986年,原第三军

医大学提出了“以质量取胜、以特色取胜”(简称“两个

取胜”)的办学思想,之后30余年本校长期坚持并不

断发展“两个取胜”办学思想,实现了学校从小到大、
由弱到强、持续发展、跨越发展的巨大飞跃。
1 “两个取胜”办学思想的提出背景

1.1 外部环境分析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

开放全面推进,国家相继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科技

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各项事业呈现良好的发展

态势[3]。特别是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4]。当时,不少地方医学院校扩大招生规模、改善

办学条件,如原同济医科大学和原上海医科大学;也
有军队医学院校利用区域优势加大开放力度获取市

场资源,如原第一军医大学[5]。
1.2 内部环境分析 1985年全军精简整编,裁军

100万,学校干部编制员额减少,仅1986年就裁减干

部400余名,不可能像地方医学院校那样走扩大规模

的道路;同时,本校地处西南地区,与东部沿海相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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