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MOOC+课堂讨论”混合式教学的
探索与实践*

——— 以新疆政法学院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为例

李帅东  裴晓英

(新疆政法学院信息网络安全学院  新疆 图木舒克  843900)

(收稿日期:2022 05 25)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MOOC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通过分

析 MOOC教学的优缺点,结合传统教学,构建“MOOC+课堂讨论”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提出各个学习单元的设计

要素,并以新疆政法学院“大学物理”课程为例,阐述了如何将 MOOC与课堂讨论教学相融合,实现线上线下结合、

课内课外互补的混合式教学,以期对开展“MOOC+课堂讨论”模式教学的教师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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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MOOC教学因其具有在线学习、多元

管理 和 大 规 模、开 放 性 等 特 征 而 蓬 勃 发 展,但

MOOC教学在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出现了学习者

的学习持续性不强以及不适应实践需求,难以检验

学习 效 果 等 一 系 列 问 题[1].研 究 表 明,大 量 的

MOOC课程在完成了接收信息这一步后,因其碎片

化、浅层阅读等特点导致了学习者学习深度的缺

乏[2].由此,MOOC 课程只有与传统课堂有机结

合、相辅相成,才能增加用户的学习体验,吸引学习

者持续参与[3].
针对以上情况,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MOOC+课堂讨论”,充分利用 MOOC资源的优

势,将 MOOC资源融入到传统课堂中.本文的教育

模式是通过授课教师在 MOOC资源中精选出适合

培养目标的优秀教学视频资源,按知识点将MOOC
资源进行剪辑,提炼出适合培养目标的多个微课资

源,将其融入传统课堂学习中,创设出一种名师线上

讲授,授课教师现场答疑解惑、实操践行的教学场

景,既充分利用 MOOC教学的资源优势,又同时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保证学生对课程知识和专业技能

的学习效果.

1 MOOC教学现状分析

1.1 缺少分层次教学及针对性

MOOC虽然都是名师讲座,但偏重于普适性

教育,缺少针对性,难以满足各个学校的需求.鉴

于不同高校的生源质量、办学水平、培养目标、培

养方案都不同,所开课程深度广度有所差异,若一

概而论采用 MOOC进行简单教学,将适得其反,

并不能对广大学生有所助益,难以达到所需的教

学目标.例如北大和清华的 MOOC课程理论性

强,难度较大,若让边远地区科教文事业发展滞后

的高校学生学习该课程,困难可想而知,难以达到

预期的教学效果.

MOOC虽然有很多高校名师讲座,资源丰富,

但学生是初学者,对课程整体架构没有深入了解,缺

少判断力,不能分清哪些课程是自己所需要的,选择

简单层次的课程,易学易接受,但达不到教学效果;

选择偏难层次的课程,学生势必需要花费过多精力,

给平行课程的教学开展也造成困难.

1.2 缺少监督很难保证学生持续投入

对于大学物理这类理论繁杂、数学功底要求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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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课程,普通高校的学生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很难

将MOOC课程坚持学完.这也体现了大多数的

MOOC课程的特点,学习者开始学习的动力很足,但
一以贯之的比例较少,半途而废是较为普遍的情况.
1.3 缺乏互动较难激发学生兴趣

单一的 MOOC教学是按照既定的目标进行授

课,有一定的针对性,由于时空的限制,师生无法互

动,学生遇有疑难的时候,教师不能及时做出调整,

从而影响教学效果,很难达到面对面教学、解答疑惑

的效果.

2 “MOOC+课堂讨论”的优势

2.1 “MOOC+课堂讨论”可节约教师精力 提高

教学质量

制作教学视频是一件耗费大量精力成本的工

作,“MOOC+课堂讨论”下的教学,教师可不必向

MOOC教师那样花费大量的精力去重复录制视

频,节省下来的宝贵精力用于研究教学设计,进而实

现教学模式从原来的“讲多练少”过渡到“精讲多

练”,从原来的面面俱到过渡到“侧重于重、难点问

题”;此外该教学模式还可以充分利用线上的资源,

让学生接触更多的名师风采,弥补教育资源缺乏的

劣势,尤其对于西部边远地区高校更为明显.
2.2 “MOOC+课堂讨论”可以弥补师资不足的

问题

“MOOC+课堂讨论”教学模式可以减少授课

教师备课时间,将教师从繁忙的教学工作中解放出

来,真正成为学生学习道路上的引路人.授课教师的

主要工作转变为教学设计,依据培养目标分解具体

的知识点,为每个知识点设计导入语、选取MOOC,

剪辑和录制微课视频,制作配套测试题,教师做好

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从而能在课前、课中、课后的

全过程中,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逐步转变为主动

的学习者.对于处于初创期的高校,师资力量较为薄

弱,使用好“MOOC+课堂讨论”教学的效果尤其

凸显.

3 基于 “MOOC+课堂讨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构建

  在“MOOC+课堂讨论”的混合式教学中,授

课教师首先准备好讨论问题预备的线上教学资料

(课程教学视频等)导入教学,供基础薄弱的学生学

习;其次设计好课堂讨论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然后通过对该知识点

MOOC视频的推送,使学生进行对照印证,加深理

解,弥补线下学习的不足,同时,对于学生尚存疑惑

的地方,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有针对性的精讲;同时准

备好自测题,通过测试来评价学生的学习程度并得

到教学反馈;最后推送线上扩展教学资源,供学有余

力和感兴趣的学生进行深度拓展学习,整个教学的

具体实现流程图如图1所示.

图1 混合式教学实施流程

针对大学物理课程的特点,教学过程分为3个

阶段,分别为课前准备、课堂授课、课后能力扩

展[4],如图2所示.

图2 基于“MOOC+课堂讨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3.1 课前准备

课前准备部分为在线学习部分,学生根据自身

的情况选择性学习,线上部分的内容相对机动,包括

章节的预备知识的内容讲解.这样设计有利于不同

层次的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性学习,对学习过

程中可能遗忘的知识加深印象.
3.2 课堂教学

在课堂教学设计时,可以先建立授课内容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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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图谱,并对授课内容进行分解,设计相关的讨论问

题,引发学生讨论,通过思考,得出自己的结果,然后

通过相关知识的讲解视频来理顺学生的思路,对比

印证学生的答案正确与否,个别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可能仍然存在特定的问题,授课教师通过现场解答

疑惑,及时帮助学生升华知识;最后进行章节综合性

测试,评价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3.3 课后能力扩展

课后能力扩展部分为在线学习部分,授课教师

推送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重在培养学习能力,
供学有余力和感兴趣的学生学习,鼓励其进行深入

研究并指导撰写专题论文,以熏陶这部分学生的学

术水平、逐步培养他们的科研攻关能力.

4 基于“MOOC+课堂讨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具体实现

  根据“MOOC+课堂讨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构建过程,以新疆政法学院为例,针对大学物理课程

稳恒磁场中的磁感应强度章节进行构建,分为以下

3个部分[5].
4.1 课前准备

稳恒磁场中磁感应强度涉及预备知识点较多,

其中包括中学的奥斯特实验、磁场、磁感线、磁通量

等内容,此外还涉及数学中矢量叉乘计算等知识.对
于这些知识点由于学生学习时间长,很容易遗忘,为
了更好地学习本章节重点知识,课前授课教师可以

提前线上发布相关知识点,让学生提前开始相关知

识点的学习,以便更好地掌握本章重难点的内容.
4.2 课堂授课

课堂授课部分由授课教师进行引导,首先教师

提出问题:如图3所示,一长为L、宽度不计的细导

线,均匀通有电流I,距离细导线下端B 为a 处的P
点的磁感应强度B 的大小为(  )

图3 长直载流导线的磁场分布

A.B=μ0I
2πa  B.B=μ0I

4πa
L

 
L2+a2

提出问题后,学生展开讨论,寻找解决此题的方

法,通过讨论,发现该题考查的内容比较陌生,之前

很少涉及过,但经过仔细思考后,很快发现该题可以

仿照求均匀带电直导线周围的场强的方法,将通有

均匀电流的直导线划分成无限多个小线段,求每一

小线段电流元在P 点的磁感应强度,然后通过对整

个直导线进行积分,就可以求出整个直导线在P 点

的磁感应强度.虽然同学们未给出具体如何求每一

小线段电流元在P 点的磁感应强度,但听到同学们

能这样思考问题,授课教师感到很欣慰.
经过讨论,学生进行积极的思考,理清了解题思

路,找出了问题的关键点,这个时候授课教师将名师

关于相关知识的讲解进行播放,学生会更容易理解.
看完视频,如果学生仍然有疑问,授课教师可再进行

针对性地精讲.为了评测学生掌握该知识点的程度,

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授课教师发布如下测

试题[6].
【测试题】如图4所示,一宽度为a、厚度不计的

无限长扁平铜片,均匀通有电流I.在铜片外与铜片

共面、离铜片右边缘b处的P 点的磁感应强度B 的

大小为(  )

图4 长直载流铜片的磁场分布

A. μ0I
2π(a+b)

B.μ0I2πaln
a+b
b

C.μ0I2πbln
a+b
b

D. μ0I

2π(a2+b)
学生经过推理,很快得出正确答案是B,通过对

这个例题的测试,加深了学生对毕奥 萨伐尔定律的

理解,更能体会物理学研究问题的方法 ——— 微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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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课后能力扩展

课后在线上发布能力扩展题和相关学习资源如

半径为R 的圆盘均匀带电,电荷面密度为σ.若该圆

盘以角速度ω 绕圆心O 旋转,求轴线上距圆心x 处

的磁感应强度[6].这类题目难度较大,供学有余力和

感兴趣的学生学习,用以提高自己的能力,为后续学

习提供帮助.
以上案例都是传统课堂的练习题,由于传统课

堂将授课内容全放在课堂,授课时间短,学生未经深

入思考,教师就开始填鸭式教学,导致学生来不及消

化知识,更难以举一反三.实施“MOOC+课堂讨

论”以后,把学习内容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线下

部分可以把这些例题进行针对性分析精讲,按难易

程度进行分类讨论,学生便可以主动进行思考,主动

寻找问题的答案,由被动式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获
得感增强,少数学生甚至可以提出“电动机的通电螺

旋线圈会激发什么样的磁场呢? ”等问题.

5 结束语

“MOOC+课堂讨论”教学模式是在 MOOC
教学的基础上,引入课堂讨论,通过精心准备的教学

设计和具体实施,引导学生课前课后自主学习,激发

学生课堂积极讨论互动,将在线 MOOC教学与传

统课堂讨论有机结合,一改以往课堂上以讲授为主

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主体地位,使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课

堂参与者,少部分有潜力的同学深入学习还有可能

成为知识的发现者,真正实现学生科学素养与学习

能力的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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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PracticeonMixedTeachingBasedon
MOOC+ClassroomDiscussion

———TakingtheTeachingofUniversityPhysicsinXinjiangUniversityof
PoliticalScienceandLawasanExample

LiShuaidong PeiXiaoying
(SchoolofInformationNetworkSecurity,Xinjiang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Tumxuk,Xinjiang 843900)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informationtechnology,asaneweducationalmodel,MOOChasentered

thestageofhistoryandhasreceivedextensiveattention.Thispaperanalyzes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

MOOCteachingandcombinesthecharacteristicsoftraditionalteachingtoconstructa"MOOC+classroom

discussion"system,proposesingthedesignelementsof3partsofeachlearningunit.Takingthe"University

Physics"courseofXinjiang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asanexample,thispaperintroduceshowto

integrateMOOCwithclassroomdiscussionteachingtoachieveablendedteachingthatcombinesonlineand

offline,andcomplementsin-classandextra-curricular.Itisexpectedtoprovidesomeenlightenmentandreference

forteacherswhocarryout"MOOC+classroomdiscussion"mode.

Keywords:MOOC;mixedteaching;MOOC+classroomdiscussion

—5—

2022年第12期               物理通报            课程改革探索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