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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编  2015 年 12 月 15 日 

内容 教发中心举办“SPOC与翻转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探讨”研讨会 

从零开始的 SPOC经历——电信学院青年教师朱晓燕 

大班环境下的混合教学试点——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吴宁研究员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 

“SPOC 与翻转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探讨”研讨会 

12月 10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SPOC与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与探讨”午餐研讨会，电

信学院计算机科学系青年教师朱晓燕，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负责人、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吴宁研

究员作主题发言，教发中心主任马知恩教授、副主任李宏荣教授，专家组朱继洲、王棉森、柯大

纲 3位教授和校督导专家组黄尚恒教授及来自全校理、工、文、管、医 12个学院的 30余名中青

年教师参加，教发中心专家王汝文教授主持研讨会。 

    围绕“互联网+” 时代大学教学模式如何适应培养创新人才的主题，朱晓燕老师讲述了采用

SPOC教学模式进行“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教学的过程。她说，自己原来对 MOOC和 SPOC 一无所 

 

SPOC与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与探讨研讨会

马知恩主任介绍联盟章程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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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但要将新的教学法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就要学习。根据教务处的安排，自己学习并使用清华大

学“数据结构与算法”在线 MOOC 课程资源，对物流网 41 班进行了试点。她介绍了采用这种模式

教学对教师自身和学生要求的改变、学生对这种教学模式的接受程度及教学效果影响等方面的体

会。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负责人吴宁研究员是学校较早尝试进行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教师之一，

由她主持录制的 MOOC 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已在国内“学堂在线”、“爱课程”和美国“Cousera”

平台上线，两年内越来越多的地域关注，点击人数和学习通过率等取得较好的成绩。 

研讨会上，吴宁老师通过

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情况的

数据分析，全面、生动地讲述

了本学年在机械学院 1年级 4

个小班试点，用自己开发的

MOOC 课程资源，采用传统课

堂教学+学生线上、线下自主

学习+小班课堂讨论的“混合

教学”模式，实现在全面完成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大纲

要求的基础上，重点提升学生

计算机编程能力的教学目标                

的实施方法和体会。         

随后的研讨过程中，生命学卢晓云教授介绍了她在“生物分子学”教学中，用自己主持开发

并已上线的 MOOC 课程资源试点 SPOC教学，采用课堂外学生在线自主学习教学内容，课堂内主讲

教师与学生面对面分小组进行讨论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使学生从多数不接受到

基本、全部接受了这种教学方式，并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与会老中青教师对采用 SPOC和混合教

学模式后，教师在授课学时如何安排，是否会增加学生学习负担，如何进行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

如何对讨论课助教的选择、能力的要求和培训，如何评价接受这种模式教学的学生学习效果，与

用传统授课方式教学的学生学习效果的比较，SPOC与翻转课堂以及混合教学模式是否适用于所有

课程等问题，与吴宁老师和朱晓燕老师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与会教师希望吴宁老师能对她自己采

用混合模式教学试点的效果能进行深入的评估，教发中心再组织这样的研讨会，与吴宁老师进行

更深入地探讨。 

 

 

主题报告 

从零开始的 SPOC 经历 

电信学院计算机科学系青年教师朱晓燕 

一、我的 SPOC 经历 

    初次听说 SPOC 

    2015年暑假前接到教务处邮件通知，学校确定 2015年秋季学期物联网专业的《数据结构与算

法 A》课程为学校首批试点采用 SPOC模式开课的课程之一，教学选用清华大学在网上公布的同名

MOOC教程，学生在线自主上课，专任教师辅导，期末参加学校的书面考试。当时对 MOOC 和 SPOK

完全没有概念，一切从零开始。经多方联系，在北京见到清华大学该课程的 MOOC主讲教师，初步

吴宁研究员作主题发言 

马知恩主任介绍联盟章程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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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采用 MOOC 资源在校园内教学的基本流程和方法，并应邀参加了清华大学组织的全国高校

MOOC研讨会，进一步了解了 SPOC课程该如何上。 

    开课 

    根据学到的有关 MOOC和 SPOC教学模式的教学流程和方法，预先定制了课程线上和线下教学

内容、学时安排和采用的方法，提前熟悉了使用的 MOOC课程资料，设计了学生应完成的编程作业

和采用的考试方法，按预定计划开始了课程的 SPOC教学。 

    第一次课上首先向学生讲解了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方法，对学生关心的“分数”问题进行了说

明，并按教务处给出的计划学时安排了教师学生线下实体课堂教学课时。 

    课堂组织 

    实体课堂面对面的教学形式包括教师对线上自主学习内容的重点难点重新讲解；学生根据线

上自主学习的内容说明自己的理解或提出问题，但是由于学生对这种形式反映冷淡，改为教师根

据布置的在线学习内容提出思考题，让学生回答；师生共同讨论，主要由学生解答，完成预先设

计的习题；进行课堂小测验，学生分组讨论，向教师提交答案。 

    调查与座谈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为了了解教学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向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学生反馈的

问题包括：①需要学习的视频内容太多，学校提供的网络网速太慢，在线自学耗时多。②对于实

体课堂教学，希望老师多讲习题，有的学生甚至要求教师把所有在线学习的内容重新讲一遍。为

此，教务处与试点 SPOC教学班级的教师座谈决定，为了减轻学生在线学习的负担，实体课堂教学

的学时数不按计划学时安排，由任课教师自己决定。此后，《数据结构与算法 A》课程的课堂教学

时间由每周 4学时调整为 2学时。 

二、问题与建议 

采用 SPOC教学模式授课后，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有些基础、自学能力稍差的学生跟不上教学

要求，学生对于实体课堂教学的需求也不同，给课堂教学内容与形式的组织带来一定的困难。此

外，由于课程采用的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的 MOOC教材，比我校使用的教材内容更深，主要知识

点又是在线自主学习，有的学生看视频比较困难。 

    建议 ①SPOC 教学不一定要按行政班进行，可以试点选择一些基础好、学习比较主动、积极的

学生采用这种方式。②这种教学方式在高年级或研究生中可以较全面试行。③本科生采用 SPOC教

学选用教材的视频时，最好能兼顾学生考研需求。④学校层面应组织相应的培训班，对采用 SPOC

教学的教师进行培训，同时应有相应的激励措施。此外，国内不少高校已经为 SPOC教学建立专用

教室，我校也应考虑。 

大班环境下的混合教学试点 

    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吴宁研究员 

一、面向理工类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设计 

面向理工类专业的计算机基础课程包含大学计算机、高级编程方法、其他基础课程（微机原

理与接口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三部分。 

    针对理工专业一年级本科生开设的大学计算机课程为《大学计算机基础Ⅰ》。主要内容有：

系统平台与计算环境（15学时+课外实践）、C语言程序设计（15+10 学时）、基本算法理论与设

计（4+2学时）、数据结构基础（6+4学时）。课程整体的培养目标是提升学生对计算机的理解能

力、构造思维能力、利用程序求解问题能力、通过课外自主实践选择和利用各种已有工具软件解

决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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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不同的理工科专业，高级程序设计有两种教学方案。方案 1为算法与数据结构，包括经

典算法设计与经典数据结构设计。方案 2为 C﹟程序设计，主要内容为面向对象设计技术和 Windows

设计技术。课程培养目标是通过课内 49+40 学时的编程学习和暑期小学期 80学时编程实训，进一

步提升用程序求解问题的能力。 

二、《大学计算机》MOOC/SPOC建设 

西安交大《大学计算机》MOOC建设与应用 

    我校录制的 MOOC“大学计算机--计算、构造与设计” 2014年 9月 15日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线，目前已完成第三轮授课。其系统平台和计算环境（即自助课程）2015年 1月在 Coursera

上线，2015年 1月 20日发布的选课人数已超过 12800。其中系统构造与基本原理、OFFICE 基本操

作和操作系统三部分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内容。到 2015年 10月，两轮教学国内外选课总人数已达

31420人，第一轮选课 13252人，完成（完成考试）率为 9.1%；第二轮选课人数 9271人，完成率

为 4.9%。在自助学习的 MOOC中，达到了比较高的完成率。 

    2015年秋季学期，利用西交 MOOC平台开设了 SPOC课程，学习总人数为 319。 

三、大学计算机基础混合教学试点 

1、MOOC建设的体会 

    MOOC的优势在于可以让学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学习，能为学生协同交流提供便捷、友好

的平台；通过互联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从而为推动教育的公平性提供了

终身学习的条件。但是，由于缺乏教师的深度参与，教师与学生无面对面的交流，使得 MOOC 难以

完全替代教师的课堂教学，这是它的不足之处。因此，MOOC 可以改变传统的大学教学模式，但 MOOC 

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大学教学。 

2、传统教学与翻转教学 

    传统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主体建构策略,教师是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权威”；翻转教学则以

学生为核心，教师成为学习的设计者、指导者、帮助者和学生的学习伙伴。     

    有关资料及实际考察表明，在高校教学中，教学内容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并无多大差距，主要

的差距在教学模式上。当前，传统教学模式依然是国内各高校的主要教学模式，学生考试成绩则

作为衡量教学效果的主要指标。由于大面积基础课基本采取大班授课，涉及的学生多，教学效果

与教师个人能力有紧密的关系，不仅难以保证每位学生都得到良好的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传

统教学模式使学生逐渐养成了“被动接受、懒于思考、考前背书”的学习模式。对大学计算机基

础课程的跟踪调查表明，学生在大学一年级学到的知识，两年后大多数已不再记得。半数以上学

生缺乏利用所学计算机技术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更难以谈上创新能力。 

    但是，现实的国情是高等学校的基础课基本仍然以大班授课为主，而且学生选课量大，完全

采用翻转教学模式或 SPOC模式是不现实的。 

3、混合教学（Blending Teaching &Learning） 

    传统教学与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教学结合，学生课下在线完成知识学习，课堂则变成

师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包括答疑解惑、问题讨论、知识运用等。 

    基于 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 

    利用 MOOC平台或精品课程网站提供的各类资源，安排学生在课下完成部分内容的学习，在课

堂进行讨论、答疑、练习等。充分利用在线学习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特点，帮助学生学习和理

解，拓展学习边界。利用实体课堂师生面对面的特点，加强实际操作训练与讨论。既发挥教师引

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能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

性。 

混合模式教学方案  

    角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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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通过自选时间观看视频自主学习，并在线完成讲间练习和单元测验，在线完成作业，

至少两份作业完成互评，参加在线论坛讨论并相互回答问题。 

    主讲教师：在实体课堂上讲解部分因培养计划变更而未及录制视频的内容和难点问题，在线

答疑并主持论坛，组织实体实验、考试等。 

    助教：组织线下的实体课堂讨论，批改实验报告。 

    课程教学安排：  

 

教学组织：教学内容按周组织，每周发布学习内容、测验和作业。课堂讨论按小班组织，每

班分为若干小组，每人至少完成一次主题讲座。 

    成绩构成：在线学习（25%），课堂讨论与实验（10%），期中测验（20%），期末考试（45%）。

其中在线学习成绩构成：每周视频观看、随堂练习与论坛活跃度（8%），作业完成（10%）单元测

验（7%）。 

    《大学计算机基础 I》混合教学试点情况  

    2015年秋季学期《大学计算机基础 I》选课学生 1064人，涉及机械、电气、生命、数学、航

空航天、食品 6个学院，选定机械 51～54 班共 116人采用混合模式教学，聘请助教 4人，编程设

计作业题目总量 50题，单元测验客观题总量 100题。 

    学生在线学习行为管理 

    通过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开发的并在学校网络公布的课程学习平台，根据教师的教学安排，

每个学生可以自主安排时间在线自主学习选定内容，在线完成讲间练习、单元测验和作业，进行

作业互评，参加课程的网上论坛交流，所有学生的数据都被分别记录于学习平台。通过学习平台

提供的数据，教师可对学生在线学习情况，包括每个学生在线学习习惯、学习所用的时间、论坛

参与的活跃程度、在线测评成绩等进行监管、帮助、分析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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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下学习管理  

    线下学习除实验外，以实体课堂讨论为主。 

    课堂讨论在实验机房按小班进行。每个小班分为 6组， 5名固定学生组成一个小组，由助教

组织和点评。每次讨论课 110分钟，各组轮流选 1人作为主讲，组内其他人负责回答助教老师或

其他组同学的提问和解释，每个成员必须发言。每组每次主讲时间 10分钟，讨论/点评 10 分钟。   

    成绩评价基本原则是满分为 5分。不参加讨论课 0分，参加但未发言 1分；其他情况至少 2

分。对主讲人的评价参考包括用功（认真）程度、内容的完整性、展示和讲解水平。对回答人的

评价参考包括用功（认真）程度；是否回答及回答次数；对所提问题解答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教学试点的期中问卷调查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