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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tegrated the Moso App into the oral English teaching design i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and 

used this app to sign in before class, discuss in class, shar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submit homework after class. When 

the course was comple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is course design,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With the use of Moso App, the teaching design of oral English course in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has a positive teaching effect; (2) The positive teaching effect is mainly due to the 

increase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function of collecting homework in 

electronic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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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将云班课融入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口语课程设计，利用云班课进行课前签到、课中讨论、教学资源

共享以及作业提交。在学期末利用问卷调查考察此课程设计的教学效果，并得出结论：1）在应用型本科院校

大学英语口语课程中运用云班课存在积极的教学效果；2）积极的教学效果主要归因于云班课增加了师生的课

堂互动以及以电子形式收取作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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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近年来，随着大学英语教学的跨越式发展，中国

大学生的英语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但口语能力相对

薄弱仍旧是英语教师和学生的痛点。最新版大学英语

教学指南（2020 版）对于口语的基本要求概述为可

进行日常会话，较高要求为在熟悉的专业领域可以展

开讨论，而据调查显示即使在我国的重点院校，入学

新生口语能力自我评价仅为中等，距离熟练进行日常

对话的通用英语使用目标尚有一定提高空间，大学口

语教学还需以通用英语为主（徐锦芬等，2016）。我

国目前发展进入新时代，亟需熟练使用外语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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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吴岩，2019），这也是大学英

语教学指南（2020 版）对于口语能力的最高要求，

可见目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任重而道远，当下也有许

多相关英语教学研究聚焦于解决学生的口语提升问

题。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英语能力以及自主学习

能力相对较差，缺乏先进的教学模式（霍畅,2018），

调动其口语学习积极性进而提升口语学习能力更需

要教师利用教学新技术、新方法深化口语课程的改革

与创新（王帆秋，2017）。根据云班课的官方介绍，

其在教学过程中的功能主要分为四大类：一实现师生

即时互动，二推送课程资源，三在线收取作业，四是

根据学生在一、二、三项功能中的表现转化为可视的

经验值并且进行学生排名。云班课作为一款记录学情、

分享资源、在线讨论、提交作业的移动应用软件，能

够跟踪学生学习情况，拓展教学时间、空间，实现教

学课堂立体化，从而增加口语输入并提高学生学习口

语的主观能动性，以保障口语教学的实施效果。因此

本研究在英语口语教学设计中引入云班课，借助云班

课辅助教学的功能，进行口语资料分享、增加课上互

动、口语作业录音上传的教学设计，在课后通过问卷

调查搜集反馈信息以观察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层面大

学英语口语课程借助云班课的实际教学效果。 

2.文献回顾 

利用新技术、新理念改革优化大学英语口语教学

过程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王林海等人（2018）利用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在课前学习口语表达方

式并通过自主搜集资料的方式完成口语话题的构思，

在课上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激发学生进一步优化口

语任务的兴趣并在课下最终完成口语任务。在此模式

下，一方面学生的兴趣得到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得到

培养，另一方面该模式通过课下延伸口语课堂，使得

更多课堂时间可以用来进行口语指导、练习与讨论。

针对提高学生的兴趣以及课堂参与度，也有研究（廖

根福等，2019）运用 MOOC 平台、在线测试、多元

化评价等手段优化口语教学过程，且研究表明学生的

口语学习积极性与兴趣明显提升，大多数学生都表示

改革后的课程对他们的学习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通

过观察此研究，笔者也发现 MOOC 平台的资源分享、

关注学习反馈并且多元化评价学习成果在教学效果

的提升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以上研究揭示在大

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引入新技术的立足点离不开以下

两点：激发口语学习兴趣以及提升自主学习能力；而

这两点实际效果的提高又离不开教师反馈的增加以

及多媒体手段模式下的立体化课堂。 

在基础上，有研究将云班课教学辅助工具与

MOOC 平台结合以形成翻转课堂模式。赵以等人

（2018）在英语演讲课中将云班课与 MOOC 结合，

研究发现此种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有

促学作用，形成了有效的线上与线下互动。这一研究

肯定了云班课在教学中的辅助作用。慈兆泓指出

（2019）云班课活动互动多样，包括答疑讨论、投票

问卷、头脑风暴、作业任务、在线测试等形式，极大

程度丰富课堂内容且提升学生的课程兴趣以及参与

程度；可视化积分（云班课中将积分称为经验值）获

得过程鼓舞学生在口语学习中最大化主观能动性。张

清清（2018）将云班课技术使用到大学英语口语课中，

明确云班课在口语课程设计中的关键功能：一方面教

师分享资源有效拓展学习空间，通过学习情实时监督

学习情况；另一方面，学生也可利用平台记录学习心

得体会，反思自己的学习效果。董莹莹（2020）从学

习策略角度出发，指出加入云班课的混合式教学设计

提高了学生的元认知学习策略，这得益于云班课根据

学习情况以及作业完成情况的实时积分制度，学生在

自我计划、监控、调节过程中有显著提升。以上研究

均表明云班课作为教学辅助工具，将其各功能合理运

用到教学设计中可以更好的使学生参与课堂，提高自

主学习能力、激发兴趣；如能恰当的使用云班课形成

线上线下的有机联动可以使学生更快的收到教师反

馈，引导其反思口语学习进而提高口语水平。 

3.研究假设 

根据云班课的官方介绍，其在教学过程中的功能

主要分为四大类：一实现师生即时互动，二推送课程

资源，三收取作业，四是根据学生在一、二、三项功

能中的表现转化为可视的经验值排名。资源分享是其

中的关键功能，但在云班课之前，很多方式（如公邮、

微信群、QQ 群）也可以帮助教师实现资源共享。前

文所列研究均表明，云班课在教学中的关键意义体现

在于其增加了课堂的互动以及在其帮助下学生的自

我监控作用，第四项功能（经验值排名）是基于前三

项功能计算出的一个简单数字结果，没有真正实现监

控作用。因此本研究将功能一、三作为本次口语课程

改革研究的关键因素，即教师通过云班课实现课程互

动的增加（功能一），以及在线收取作业并评分给出

反馈意见（功能三），反馈意见是引导学生反思口语

并激发其再学习的手段,功能一、三的结合也使口语

课程形成线上线下的联动。可以说这两项功能分别是

对学习过程以及学习结果的监控，其目的也在于调动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以及学习兴趣。基于此，本研究假

设：1）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口语课程中运用

云班课存在积极的教学效果；2）积极的教学效果主

要归因于云班课的多种课堂互动机制以及电子形式

收取作业的功能。 

4.研究设计 

4.1.教学设计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流畅英语口语教程》（第二

版），涉及四个教学班学生共 140 人，开课学期为大

三下学期。在 16 个教学周中教师共讲授五个单元，

每周两课时，每单元最终都有一个口语录音作业。云

班课涉及到的环节主要有课前签到、课中讨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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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以及作业提交。每单元作业提交后，教师都

会根据学生完成情况给出分数以及指导意见。在课程

进行过程中，学生的签到、课堂参与、查阅资源以及

作业完成情况都会以经验值的形式反映在班级成员

排名中，其中课堂参与以及作业完成情况多由教师打

分或者学生互评。 

以 Unit 5 Fit 为例，共三个教学周、六个学时完

成单元学习。Unit 5 的主题是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

结合教材内容，教师在云班课中上传拓展视频资料 

Ted 教育视频-压力如何让你生病以及 TED 演讲-如何

和压力做朋友；然后教师在云班课上创建讨论组，学

生根据自己观看的视频材料分享学到的口语表达方

式以及自己的观点，讨论组分享的内容所有同学均可

见；教师在课上针对教材内容、拓展视频以及学生讨

论组情况讲解 Unit 5；最终学生形成以录音形式的口

语话题作业 How to deal with stress，教师根据作业完

成情况给录音作业进行打分与反馈。 

4.2.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 

在查阅相关文献并在课后初步了解学生对于使

用云班课的大学英语口语课程感受后，本研究将调查

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学生对于口语课程使用

云班课教学效果的调查，第二部分是学生对于云班课

各项功能的态度。针对第一部分教学效果的调查共 5

题，问卷包括学生对于加入云班课的口语课程学习效

果的认可程度，以及对于学习兴趣、学习习惯、课堂

参与感、口语水平的提升效果，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将选项分为：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

常不同意。 

问卷的第二部分云班课的各项功能调查以多选

形式分别询问前 5 题的助学效果分别来自于云班课

的哪些功能，选项包括签到、查看资源、在线提交作

业、课堂讨论、测试、问卷功能以及没有帮助效果的

选项，即分别对课程学习、学习兴趣、学习习惯、课

堂参与感、口语水平的云班课功能效果调查，以上为

问卷的第 6 至第 10 题。因本研究课程设计在每单元

结束后要求学生上传以录音形式提交的口语话题作

业，此部分还包括学生对于电子形式提交作业的态度，

如此是否有成就感，比较学期初与学期末的作业是否

有进步，以及电子形式提交作业的优缺点调查。云班

课提交作业的态度题目同样采取李克特五级量表分

为：非常支持，支持，中立，反对，非常反对。优缺

点则以多选形式进行，优点包括便利，可以收到教师

的意见与反馈，完成形式新颖可激发兴趣，形式多样

训练英语能力，作业存档可随时查看，可查阅其他同

学完成情况以清楚认知自我水平，不会忘记完成作业。

缺点包括云班课软件使用难度大，没有手写作业方便，

电子版作业不够直观，电子版作业内容难度较大，电

子版作业技术难度较大，习惯上不适应在线提交作业。

以上为问卷 11 至 15 题。 

本研究共计发放问卷 140 份，回收问卷 137 份，

问卷回收率为 97.86%。 

5.研究结果与分析 

5.1.云班课促学作用分析 

在评价云班课对你的口语课程有帮助这一陈述

时，45.68%的学生非常同意，42.51%的学生同意，8.89%

以及 2.19%的学生分别选择不一定以及不同意的选项。

问卷继续将云班课对口语课的助力作用细化为提升

兴趣、养成学习习惯、提高课堂参与度、提升口语水

平这四个问题。37.23%的同学认为云班课极大的提升

了自己对于口语的兴趣，35.58%的同学认为云班课极

大的帮助自己养成了学习习惯，值得注意的是，57.66%

的同学认为云班课极大的提升了自己的课程参与感。

可见云班课对于口语教学有积极的影响，其中影响最

为深刻的是在提升了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感。问卷调

查第一部分共 5 个问题，答案分布如表 1 所示。 

共 88.19%的同学选择同意或者非常同意云班课

对口语课程学习有帮助；分析第 2 至第 5 题，将选择

非常同意与同意选项的人数合并计算后，72.31%选择

提升了兴趣，70.42% 同意养成良好学习习惯，84.62%

的人数提升了课堂参与感，78.1%认可提升了口语水

平。由此可推断加入云班课的教学设计对于大学英语

口语课程具有积极的教学作用，即验证了本研究的第

一个研究假设。 

表 1  口语课程使用云班课教学效果调查 

题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不一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云班课对口语课程学习有帮助 45.68% 42.51% 8.89% 2.19% 0.73% 

2.云班课对学习兴趣有帮助 37.23% 35.04% 17.51% 7.30% 2.92% 

3.云班课对学习习惯有帮助 35.58% 34.84 18.42% 8.76% 2.40% 

4.云班课对课堂参与有帮助 57.66% 27.02% 12.40% 2.19% 0.73% 

5.云班课对口语水平提升有帮助 13.14% 64.96% 14.60% 4.40% 2.92% 

5.2. 云班课功能及学生态度分析 

针对课堂参与感，问卷第七题询问学生认为哪几

项功能有效提升了课堂参与感，其中提交作业以及课

堂讨论这两项位列第一、二位，分别获得 105 票以及

85 票。问卷第 11-15 题调查学生在线提交作业的态度

及情况。除 14 位同学对在云班课中提交作业持中立

态度以外，其他同学都支持在云班课提交作业，其中

50 位同学选择了非常支持，71 位同学选择了支持。

第 12、13 题针对学生在提交作业方面对其英语水平

以及成就感的影响，22 位同学认为用回顾自己在云

班课中完成的作业非常有成就感，98 位同学认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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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成就感，13 位同学认为没有感觉，没有同学选

择反对。以电子形式提交作业的学生态度百分比分布

如表 2 所示。18 位同学认为自己口语有非常大的进

步，109 位同学认为有一定进步。14 题请同学多项选

择支持在线提交作业的原因，排名前四的选项分别位：

1）便利（117 票）；2）可以收到教师的意见与反馈

（111 票）；3）作业存档可可随时查看（90 票）；4）

清楚认知自我水平（82 票）。在分析使用云班课提

交作业的缺点是，获得最高票数的选项是“习惯上不

适应在线提交作业”（72 票），作业难度较大和技术

难度较大仅分别获得 11 票和 18 票。 

根据表 1、2 数据，云班课的促学作用最明显体

现在增加了课堂参与感，而课堂参与感的提升又来自

于云班课中的课堂讨论以及在线提交作业这两项功

能，即验证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积极的教学效果主

要归因于云班课的课堂互动机制以及电子形式收取

作业的功能。大多数学生对于电子形式提交作业持正

面态度，并且认为此种形式增加了自我成就感并且回

顾后发现自我水平的显著提升，此部分数据可用于电

子学习档案袋的前期研究，而对此的进一步理解与阐

释则需后续研究，以观察了解电子学习档案袋的实施

效果。 

表 2  使用电子形式提交作业学生态度调查 

题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不一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1.支持电子形式提交作业  36.50% 51.82% 10.22% 0.73% 0.73% 

12.回顾 5 个单元作业有成就感  16.05% 71.53% 9.50% 0.00% 0.00% 

13. 回顾 5 个单元作业口语水平有提升 13.14% 79.56% 4.38% 2.19% 0.73%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问卷调查结论与本研究假设一致：绝大多数同学

肯定了云班课在大学英语口语课程这门课当中的积

极作用，并且积极的教学效果主要归因于云班课增加

了师生的课堂互动以及以电子形式收取作业这两项

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云班课在一定程度培养了学生的

自主学习意识，也培养了学生的自我责任与担当；同

时在课后的简单访谈中也有学生提及补充的多媒体

资料对于其理解单元目标更加形象直观，如 Unit 5 

Stress 如何面对压力的视频指导学生乐观面对困难；

Unit 6 Job 中补充的袁隆平事迹启发学生要有职业理

想与社会担当意识。这些也可作为课程思政主题的研

究目标，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云班课以及电子学习

档案如何在学生德育目标中发挥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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