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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多媒体终端智能化的提高,在线课程越来越多,在线学习逐渐成为主要的学习方

式.笔者进行了 MOOC课程与校内“大学物理课堂”混合式教学的尝试,实践数据希望为开展 MOOC教学的教师

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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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多媒体终端智能化的不

断提高,网络学习逐渐成为主要的学习方式.虽然备

受质疑,从被称为“MOOC元年”的2012年起[1],无

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以“利用碎片时间,观看短小

精悍视频,自由方便高效率学习”的网络在线开放

课程开设得越来越多,普及面也越来越广.2015年,

中国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教高[2015]3号)提出[2],

到2020年,国家将认定300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2017年和2018年教育部分别认定了490门和

801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3,4].随着5G时代的

到来,这种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运行和共享,必将

给传统的学校课堂教学带来剧烈的冲击.如何迎接

和适应新的教育环境? 怎样面对和应用新的学习方

式和教学方式? 对于处在从过去的传统教育到未来

的互联网教育过渡时期的教育工作者,都需要深入

思考以上问题,也促使学校的课堂教学从教学主体、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各方面做出相应

转变.本文是笔者对在线课程的粗浅认识以及对教

学过程的实践总结.

1 对在线课程的理解

1.1 在线课程的形式

目前在线开放课程包括 MOOC,SPOC,微课、

网络公开课、直播课等形式.

MOOC是 MassiveOpenOnlineCourse的英

文首字母的缩写,也有人将 MOOC 简称为“慕

课”[1,5].其特点为“大规模”“开放”和“在线”.学习

者在课程平台上自主选课,在线学习课程视频,完成

相关的任务点,参加课程测试,达到课程考核要求即

可获得学分.由于课程开放,参加注册学习者,有几

十人的课程,也有网红课程的选课人数多至成千上

万,甚至几十万人.任课教师不可能进行面对面和一

对一的指导,学习者提交的作业由系统自动评阅.对

于这种慕课学习获得的课程学分,还存在监管不利

的弊端,目前国家官方还没有出台相关政策给予认

可.

SPOC(SmallPrivateOnlineCourse)的意思

是小规模私有化在线课程[6].很多 MOOC课程在

建设初期,没有达到国家或相应 MOOC平台在线

课程的开设标准,往往采取这种对本校学生开放的

SPOC在线课程.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上,就

有“MOOC”和“SPOC”这两种课程形式.前者全开

放,后者只对校内开放.也有的任课教师为了方便对

本校学生的管理,或者方便实行线上线下的混合式

教学,也会专门开设只对本校学生或者本课程班开

设的在线课程.学习者除了可以在线自主学习,还可

以得到教师的线下指导,回到传统的课堂和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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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面对面的讨论.笔者认为,在未来,真正的网络

课堂到来之前,SPOC是最适合与学校里的课堂教

学相结合的在线课程.
微课(MicroLecture)是把知识点分解,分别制

作成一个个18min左右的短小精悍的小视频,内容

可以是一个概念,也可以是一个例题,等等[7].它只

拍摄一门课程的一部分,应该说微课只是慕课或

SPOC课程中所采用的教学视频之一.
网络公开课就是把传统的课堂讲授拍成视频录

像[8],直接上传到网上.这是早期在线课程的模式,

也是过去精品课程的要求.如在网易公开课、新浪公

开课等网站上,有很多很好的国内和国外精品课程

的公开课.公开课采用的仍是45min课堂的教师讲

授,学生在终端静听,这仅是传统学校课堂在互联网

上直接展示.笔者认为,有些逻辑性强的理工科课

程,这种讲授方式的讲授效果比短小精悍的MOOC
更好,但是由于课程枯燥,不太受学习者欢迎,目前

学习者在慢慢减少.
直播课是教师像电视主持人一样在直播间进行

授课,一些网校培训机构很喜欢采用直播的形式.在

智慧树课程平台,实行混合式教学的课程可以安排

2~6次的直播课.直播期间,教师可以与学习者之

间进行一定的交流互动,这是其他在线形式无法实

现的,课程内容吸引人和教师表演能力强的直播课

很受学习者欢迎.
在未来的“VR(VirtualReality)”虚拟现实课堂

出现之前,以上各种在线课程形式,都是教育工作者

将课堂教学移至网络教学的各种尝试.这些在线课

程也许仅仅是未来网络课堂的初级形式,也各有各

的弊端,但是敢于尝试应该值得赞扬.

1.2 在线课程的利

任何一种教学形式、教学手段、教学方法都有其

利弊,要客观对待.
目前,以 MOOC为主要形式的在线课程,作为

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它拥有很多优点.
(1)它的学习资源丰富.有很多学习平台,有很

多国内外名校精心打造的金课,还有各种职业培训

的课程,或者文史哲类的通识课程,等等.
(2)它的学习者队伍庞大.由于课程是开放的,

对学习者没有资格要求,学习者只要注册就可以自

主选择课程.同时,学习费用低廉,绝大多数MOOC
课程是免费的.因此,在线课程的学习人群覆盖面很

广.浅显易懂的优秀课程非常受大众欢迎.名校或者

名师的课程被成千上万的人“慕”名而“课”.
(3)它的学习方式是自主学习.学习者既可以

自由选择学习内容,也可以自由选择学习时间和学

习地点,可以重复观看.这为终身学习和碎片化学习

提供了一种渠道.“利用碎片时间,观看短小精悍视

频,自由方便高效率学习”,这是 MOOC这种在线

课程最初推出的学习理念.

1.3 在线课程的弊

在线课程的优点多,其缺点也很明显.
(1)课程学分的获得比例不高.由于是自主学

习,需要有很好的学习自觉性和良好的时间管理,因

此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够坚持完成学习的比例不高.
也因为注册学习没有资格限制,学习者的基础参差

不齐,不少学习者没有能力完成课程要求;也有学习

者只是想来学习课程的某一部分内容,并不是为了

拿到学分.
(2)学习和考核环节存在明显漏洞.与传统的

学校教育相比,在线课程太容易作弊,这是互联网教

育中一直存在的问题.虽然 MOOC发展十分迅速,

但是如何保障 MOOC的质量仍然是一个难题.这

是目前 MOOC学分不予认可的重要原因,也是在

学校中不易推广在线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
(3)在线课程不利于思维逻辑.以MOOC为代

表的在线课程,每个视频要求不超过20min,各个

知识点是碎片化的,这就使得知识的传授和思想熏

陶失去了逻辑性、连贯性和深刻性.这种碎片化教学

对于逻辑性强的理工科课程是不利的.在线课程的

考核方式和章节作业大多是客观题,方便系统自动

评阅.这样的考查方式,虽然大大减轻了教师的工作

量,但是对于理工科的课程,也是很不利的.理工科

课程的主观作业题,呈现的是学生的逻辑推理.教师

通过批改这些作业可以看出每个学生的思维漏洞.
然后针对个案采取个别指导,针对共性问题则通过

课堂集中反馈给学生.这样的教与学的方式,目前的

在线课程无法实现.因此,以 MOOC为代表的在线

—92—

2019年第10期               物理通报               大学物理教学



课程也最受理工科教师的质疑.
(4)在线课程的育人功能不强.传统的学校教

育中,除了教师们的言传身教,还有丰富的第二课堂

和独特的校园文化,以及良好的学术氛围.学生们在

汲取知识的同时,还能在文化素养、道德情操、社会

交往能力、专业创新技能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生生

之间和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校园文化的熏陶等,都

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是在线课程无

法提供的.
(5)MOOC容易形成“强校愈强,弱校愈弱”的

局面[9].MOOC的运行原则是遵循市场经济的原

则,名校开设的 MOOC明显比地方高校开设的

MOOC更有吸引力.普通高等学校,无论是教学资

源还是网络技术团队,都是不能与名校相提并论的.
大家都去学习名校的名课去了,普通学校的普通教

师怎么办? 这也是普通高校部分教师不乐意接受这

种教学方式的原因之一.
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了.如同300多年前,第

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工厂代替手工作坊,即使有

些人再不情愿,历史的车轮依然会向前滚动.笔者认

为,网络课堂和网上学习是未来教与学的方式.在互

联网时代,我们不能拒绝网络.在现在和未来之间的

过渡时期,学习开发网络课程,将现有的 MOOC课

程与校内教学两者合理地结合起来,是现在的教育

工作者必须做的事情.这种探索与实践,一定会为在

线教育时代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提供论据,也会为

大学课程教学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2 MOOC课程和校内“大学物理课堂”混合式教

学的尝试

2.1 混合式教学的初衷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网络课堂

将是教学趋势,学习者的学习方式都将有所改变,终

身学习也是必须的.现在的学生,未来的社会人,引

导他们接触和掌握一种新的学习方式,为学生离开

学校之后的终身学习提供一种学习技能,是今天的

学校教育应该做的.
笔者所在的教学团队拍摄了大学物理力学和光

学部分的 MOOC视频,并开设了校内公选课,分别

在智慧树在线教育平台和中国大学 MOOC平台上

运行SPOC课程.
由于是校内运行,并且本校工科学生的力学和

光学课程都是公共基础必修课,因此选课人数少.为

了使拍摄的教学资源充分应用起来,笔者就尝试进

行 MOOC课程和校内的大学物理必修课程相结合

的混合式教学.

2.2 混合式教学的实践过程之一

2018年春季学期,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上

开设了对校内开放的“大学物理 ——— 力学”SPOC
课程,选修课人数15人,同时让力学必修课程的学

生自主参与学习.从 MOOC平台的学习数据看到:

学习人数257人(选修15人,必修242人),26个视频

全部点开的有180人,但是播放视频总计5h以上者

只有68人次.对必修课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

果如表1所示.
表1 力学视频观看的感受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认真观看所有视频,对力学必修

课程的学习很有帮助
64 26.7

 虽然看了一部分,但是感觉对力

学必修课程的学习很有帮助
143 59.8

 看了视频,因为视频内容课堂已

经讲过,没必要看,增加了学习负

担

15 6.3

 没有看,因为没有时间 10 4.2

 其他 7 2.9

  从表1中学生的反馈可以看出,在收到的239
份有效问卷中,视频全部看完的学生只有26.7%,

59.8%(143人)看了部分视频.视频使用效果一般

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在课堂学习不减

少学时的情况下,再重复学习视频,是不受学生欢迎

的.二是视频太多,学习的热情也会下降.不过,大多

数学生都表示对力学的学习有帮助,也是令人欣慰

的.其他建议里,有部分学生认为习题少,如果不做

习题的话,心里就觉得考试没底.

2.3 混合式教学的实践过程之二

在2018年春季学期“力学”课程的学习过程中,

由于视频太多,使用的效果一般.另外,中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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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的SPOC课程,有诸多的平台课程要求.因

此,2018年的秋季学期,在学校的超星泛雅教学平

台上建设“大学物理———波动与光学”课程,减少视

频量,只有“光的干涉”的视频.泛雅教学平台有一

个好处,可以课堂投屏、签到以及选人等等,更容易

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一共18个视频,要求学生课

前必看16个视频,提前1周发放预习作业(教师预

先编写的笔头作业),学习周前完成,教师在课堂进

行知识总结、讲解难点和有关题目.
课程学习人数共262人,平台的学习数据如表2

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视频全部看完的学生为

33.9%,比第一学期有所提高,但是仍有25.2% 的

学生没有观看视频.其中原因有两个,一是观看视频

没有考核要求,在总评成绩的权重不到2%,部分学

生对此不重视;二是完成预习作业不需要观看视频,

也不乏有作业抄袭者.

表2 光学的平台学习数据

观看视频个数/个 学习人数/人 所占比例/%

16以上 89 33.9

10~15 48 18.3

5~10 26 9.9

5以下 33 12.5

未参与学习者 66 25.2

  课程学习结束后进行问卷调查,收到有效问卷

203份,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

61% 的学生仍然喜欢传统的课堂教学;只有38.9%
的学生认为混合式(即先观看视频自学,完成预习题

目,然后教师课堂总结知识点,讲解题目)教学效果

更好,并指出以下优点:可随时随地学习;可反复观

看;课上没听懂的可通过视频再次学习,查缺补漏;

便于自学、预习和复习等等.

表3 课程学习问卷结果

问题 选项 人数/人 比例/%

 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采用

了以下两种教学方式.你认为

哪种方式学习效果最好

 A.教师课堂讲解,课后布置作业复习巩固 124 61.0

 B.先观看视频自学,完成预习题目,然后教师课堂总结知识点,讲

解题目
79 38.9

 本校的教学网络平台上,在

线视频学习时遇到的问题(可

多选)有

 A.视频播放不流畅,影响学习心情 51 25.1

 B.不习惯在线视频学习,一个人看不下去 96 47.3

 C.没有合适的观看视频地点 22 10.8

 D.其他 54 26.6

  在表3中,有47.3% 的学生选择“不习惯在线

视频学习,一个人看不下去”.更有不少学生留言,

“没有课堂气氛,容易分神”“教师视频讲课不自然,

不如在教室有激情”“视频学习无法投入,效率低,会

看手机消息”“学习氛围不浓烈,降低学习动力,缺乏

互动”“更适合讲例题”“不能及时提问”“例题讲解

少”等等.
从学生的留言可以看出,在线课程的优缺点都

很明显.

3 结束语

由于受学校制度的制约,笔者进行的 MOOC

课程和校内“大学物理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并没有

将两者充分结合,应用的课程平台功能笔者也没有

充分使用.拍摄的课程视频的质量和效果也不能和

名校名师的课程相提并论.因此,以上数据仅是笔者

在自己学校所任班级的实践结果,实践数据希望为

开展 MOOC教学的教师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线学习作为一个新的学习方式,目前不能被

部分教师和学生接受,是正常现象.如同最初被质疑

的PPT上课,随着互联网时代出生的“零零后”逐渐

长大,用PPT上课已成为课堂教学的常态.当代教

师,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应用新技术改进在线课程,寻

找弥补在线课程弊端的方法.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

发展和VR技术的不断提高,虚拟现实的课堂和线

下的辅导相结合,也将成为未来教育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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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onBlendedTeachingofMOOCCourse
andCampusUnivesityPhysicsClassroom

XuHongxia WangShunzhi LiuYe
(SchoolofFundamentalStudies,ShanghaiUniversityofEngineeringScience,Shanghai 201620)

Abstract:Withthepopularityoftheinternetandtheimprovementoftheintelligenceof multi-media

terminals,onlinestudyhasgraduallybecomeamajorstudymethod.BlendedteachingofMOOCandcampus

collegephysicscourseswasattemptedbytheauthor.Thepracticestatisticsmayprovidecertainpreferencevalue

forteachersdeveloping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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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AnalysisBasedonEqual
ThicknessInterferenceofNewtonRing

YangLili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 ElectricalEngineering,NingxiaUniversity,Yinchuan,Ningxia 750021)

Abstract:IntheequalthicknessinterferencephenomenonofNewtonring,inordertostudytheinfluenceof

theradiusofcurvatureofthelensontheradiusoftheinterferenceringsandthespacingoftheadjacentdarkrings

orthebrightrings,revealthevariationoftheradiusoftheinterferenceringsandthespacingofadjacentdarkor

brightringswiththeinterferencelevel.Throughtheoreticalcalculationsandnumericalanalysis,showsthatthe

radiusoftheinterferenceringsincreasesmonotonicallywiththeinterferencelevel,andtheadjacentdarkringsor

brightringsspacingdecreasesmonotonicallywiththeinterferencelevel,andbotharerelatedtotheradiusof

curvatureofthelens.

Keywords:Newtonring;equalthicknessinterference;radiusofcurvature;interferencering;numeric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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