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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发的重点：教学模式改革



随时
随地
学习

特点：体现了教育公平，突破了空间限制，打破了时间束缚，改变了教育方式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



由世界最好大学

提供1700多门课程

3300多万注册学习者

https://www.edx.org/

全球一百四十多所大学

提供2000多门最好课程

2500多万注册学习者

https://www.coursera.org/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在 edX上推出13门大学一年级新生课程的MOOC。这些课程都是大学
通识教育课程，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学习，完成课程后，学生将收到ASU的课程成绩单，如果今
后被ASU录取，可以进入大学第二年的学习。通过GFA获得的成绩单和在校生的成绩单一模一样。

2015年4月edX宣布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双方合作推出全球在线新生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方式修读硕士学位。在线学习5门课程、通过线下结业考试（在全球设置多个考点），合格可

获得硕士“微学位”证书。成功申请入学后，校内学习一学期，可获得MIT硕士学位。



（UIUC）商学院将通过 Couresra，推出首个线上 MBA（iMBA，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学习者可以支付一定的学费，远
程修读 MBA 课程，通过 UIUC 入学考核并完成课程的学习者还能获得 UIUC 商学院颁发的 iMBA 证书。完成整个 iMBA 
项目的费用是传统 MBA 课程费用的三分之一。
该 iMBA 项目由多个 Coursera 专项课程组成。课程均为自主学习模式，无固定学期，学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灵活安排。



http://www.university-liverpool-online.cn/zh-cn/



英国法国

日本 澳大利亚俄罗斯





2017年认定50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质量高、共享范围广、应用效果好，示

范性强。在教学内容与资源、教学设计与方法、

教学活动与指导、团队支持与服务、教学效果与

影响等方面，坚持质量为本、注重共享应用、体

现融合创新。

          到2020年，认定3000余门国家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



传统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教学科研任务繁重
教书育人力不从心

学生被动听课学习
课堂教学效果低下

高等
教育
面临
问题

学校：
优质师资队伍不足
无法满足学生需求

教师：

学生：
被动学习缺乏思考
应付考试学后即忘

课堂：



Ø传统灌输方式的课堂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Ø 教师讲课和学生听课这种被动学习方式效果低下

美国学者、著名的学习专家埃德加.戴尔1946年提出的“学习金字塔”
（Cone of Learning）的理论



记忆是在客观刺激的作用下,神经有关部位建立暂时联系,在客观刺激终止以后,
这些暂时神经联系以某种痕迹的方式保留在头脑中,并逐步消失。只有在一定
的条件下又会重新建立起来。

u记忆对象之间形成有效连接 u在已有记忆体系中向外延伸



仅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知识的倍增周期:

19世纪      约为50年

20世纪      约为10年

70年代      缩短为5年,

80年代      3年翻一番

90年代     每年增加一倍

2020年，新增知识是现在的3－4倍

2050年，目前的知识总量只占届时

知识总量的1%

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

知识的半衰期:

15世纪            约为50-90年

19-20世纪      约为30年

60年代             约为15年

80年代             缩短为5年左右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巴斯(Barth )指出：

“在半个世纪前，人们从大学毕业后，大约有

70%的所学知识可用到退休前。而在当今这个数字

缩减为2%，这就意味着参加工作后有98%的知识技

能要从社会这个大课堂里获得”。



教学的目标： 单纯传授知识 -〉培养学生的能力

“当一个人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忘掉，剩下的

就是教育”

英国哲学家、教育家 怀特海

“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发展思维能力。

教育无非是一切已学过的东西都忘掉后所剩下

的东西。”

德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者：劳厄



高等教学模式的改革： 混合式在线课程（翻转课堂）

重点培养学生：

Ø自主学习能力

Ø知识架构能力

Ø逻辑思维能力

Ø表达归纳能力

Ø团队协作能力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

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混合式教学的特点
1.自主学习：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开展学习

2.方便学习：电脑、手机、Ipad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

3.资源丰富：形式多样、音频、视频、图像、资料、VR技术

4.师生互动：在线讨论、小组讨论、班级讨论

5.团队协作：小组学习、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7.能力提升：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归纳总结能力

8.效率提升：教和学的效率都得到明显提升



趋势

挑战

技术

日益关注学习测量

混合式学习设计的广泛应用

重新设计学习空间

向深度学习方法转变

推进创新文化

重新思考高校工作

挑战
可解决的挑战：
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

习的融合

提升数字素养

艰难的挑战：
不同教育模式的竞争

个性化学习

严峻的挑战：
平衡连接与未连接的

生活

保持教育的适切性

短期：

 中期：

 长期：



.

新媒体联盟（ The New Media Consortium ）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

    组织了85名中国专家根据地平线报告基

本程序对大量相关文献、新闻报道、博客、

研究及项目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探究中国

在教育技术方面的新兴发展，并针对中国高

等教育的具体情况，预测它们的潜在影响。

最终选定了中国高等学校在未来五年内最为

关注的技术议题、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







“在线、移动、混合式学习势不可挡

    中国作为世界领先的移动技术和网络使用大国，若想取得长远进步，高

校需将此类工具方法与教学活动结合在一起。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慕课）

及开放式教育资源的探索研究需更加开放和包容。”



Ø 理念变化

要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贯穿教师教学发展全过程

Ø 方式变化

混合式在线个性化学习和线下专题讨论互动相结合

Ø 目标变化

从培训教师如何“教”转变为如何引导学生“学”

复旦大学教发中心的实践和探索



 混合式在线课程的建设纳入中心的日常工作

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在线教育中心

《复旦大学在线课程和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管理办法》

项目流程 申请报名：每年固定时间内接受报名

专题培训：线上、线下混合方式开展

课程建设：提供咨询帮助和技术支撑

课程验收：是否达到QM-FD质量标准

运行完善：不断改进提高课程的质量





专题研修班



混合在线课程的设计：

u根据教学大纲 + 自选内容 ，制成在线课程，课

程内涵更丰富，对大学生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u线上组织进阶式教学和高效互动，更适合当代学

生特质；

u线下组织讨论课程，通过老师引导下的小组讨论，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升学生能力和素质；

u通过组织教学研讨，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发展。



混合式
教学模式



学习平台记录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



关
于
价
值
观
的
讨
论

关
于
爱
国
的
讨
论

关
于
自
由
的
讨
论

积极引导、跨校交流、答疑解惑、掌握学情



次
数 时间 模式 主题

1 9月27日 直播互动课       大学之道

2 校内安排 小组讨论 理想信念

3 校内安排 小组讨论课 道德思考

4 校内安排 小组讨论课 法律精神与法
律权威

5 校内安排 小组讨论课 社会生活中的
道德与法律

6 12月27日 直播互动课 结语：走向真
善美的人生





复旦大学计算机能力水平测试FCT

《计算机办公自动化》 

《计算机多媒体应用基础》

《计算机数据库基础与应用》

《计算机网络与网页制作》  

+



2015级新生入学报道前可在线自主学习

报到后参加FCT考试，通过后即可免修

在线学习时间：8月8日-8月30日

9月1日报到参加FCT考试，15%通过获得免修

复旦大学计算机能力水平测试FCT



模拟电子线路

采用清华大学华成英教授在学堂在线的视频课程

混合式翻转课堂，每二周一次的讨论课

混合课程 平行班1 平行班2 平行班3

教师 讲师 副教授 副教授 教授

考试平均成绩 72.05 58.43 60.15 62.45

选课学生
平均绩点

2.97 2.76 3.13 3.01



《现代生物科学导论》混合式课程调研

在线教育给青年教师带来了机遇！



混合式在线课程的设计

n 课程学习：应以问题导向为主    PBL：（Problem Base Learning）

n 课程考核：应以学习过程为主

n 教学评价：应考虑以学生为主



在线课程设计

93个视频总时长共13小时，平均每个视频8.4分钟

检索容易

内容简洁

学习高效



在线自主学习



在线讨论的引导



小组讨论的设计

思考题：
1.PN结形成（突变结和线性缓变结的差别、空间
电荷区形成、能带图的特点）
2.PN结载流子浓度的分布以及势垒高度的计算
3.突变结的电场和电势分布表达式的推导
4.线性缓变结的电场和电势分布表达式的推导
5.PN结正反向电压特性
6. 理想PN结的J—V（电流-电压关系）公式的推导

问题 自学 小组讨论 班级交流



班级的交流



讨论课同伴打分及评语



   课程考核（30%，30%，40%）
    网上学习30%
         完成视频学习 10% （每次讨论课之前完成相应视频内容的学习）
         完成作业任务 10% （认真程度，有无抄袭，互相批改）
         网上参与讨论 10% 
    研讨课程30%
         一共六次讨论课，每次5%。
         讨论课前一天的晚上，上传报告的ppt
         对小组打分，每个组对其他组进行打分
    期末考试 40％ (半开卷，可以带一张A4纸）

课程考核注重过程





学生的感言

    通过这样带着问题去学习确实对自己半导体物理的学习有相当大的帮助， 而且感

觉上确实比上课听讲更能让自己记忆深刻，当然也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另一方面，上台

交流也让像我这样表达能力不足的人得到了锻炼。

我觉得讨论课有着以下的优点：

1. 帮助我们多次巩固课程内容。小组讨论前的自学、小组讨论时的交流、大组讨论时

的讲解，我们至少将同一个内容学习了三遍。当然，每一次都是对知识的新的巩固和加

深了解。

2. 同学互相帮助，提出问题。听课和讲课给我们的感觉非常不同。小组讨论时，许多

平时会被忽略的问题被提出得到讨论。当我们没得到一个一致结论时，会将问题记下，

留待询问老师。从这点上来说，讨论课使我们学到的知识深度比单单听讲要深很多。

3. 锻炼了presentation的能力。小组讨论时，我们发现，有同学对一些问题明明很了

解和清楚，但是无法用生动的语言加以明确地说明和表述。两周的准备过程中，通过小

组以及大组讨论，presentation能力得到了训练。



学生的感言

       Otto von Bismarck 曾经说：“教育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

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的知识和技能，而是唤醒学生的力量，培

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他们在目

前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自主做出有意义的选择。”

       我觉得本门课与其它专业选修课确实有很大不同。网络讨论

让我对于知识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翻转课堂督促我进行自学，

提高沟通交流的能力。我也更加深刻地明白了大学不是为了学习

知识，而是培养能力，分析复杂问题与开拓未知世界的能力。



总结

Ø学校：推进教育信息化，激励教师转变教学方式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Ø教师：转变以“教”为主，为学生以“学”为主

       引导学生互动交流，启发学生探索和思考

Ø学生：要从“被动”学习，改变为“主动”学习

       学习不仅是获取知识，重要是能力的提升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