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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changes of students and study in the era of the Internet, this essa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arning Pyramid”,discusses two problems---what kind of class teaching is effective and 

what should be used to push the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class teaching, elaborating on from the 
course system design of top talents training programs to the basic enforcement of innovation 

practice of SPOC and micro-flip classes, putting forward the Insur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innovation of clas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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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互联网时代学生和学习的变化， 从“学习金字塔”的理论依据着手，探讨什么样的课堂教学是有效性和用

什么来推动课堂教学创新与改革两个问题,详细论述从顶层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设计，到基础实施 SPOC 和微课翻转课

堂的创新实践，并提出课堂教学创新的保障机制建设。 

关键词：互联网+；课堂教学创新；人才培养方案；翻转课堂；SPOC 

1 互联网+时代教育模式与中国市场分析 

我国的在线教育近几年发展迅速，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起步阶段。按照现有的典型在线教

育商业模式来看，在线教育有 B2C、C2C、O2O、MOOC 等多种模式[1]。另外，基于在线教育的个性化学习

平台也层出不穷，像扫题答疑、提供题库或考试平台等（如图 1）。2012 年起，美国顶尖大学也陆续设立

网络学习平台，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以教育“平台”方式在美国

爆发。目前，在美国超过 2800 所大学中，超过 70%的学术领袖认为在线教育与面授教育效果一样或更好。 

 

图 1  在线教学育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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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近期发布的《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1.18 亿，较 2015 年底增长 7.0%。手机在线教育用户规模为 6987

万，与 2015 年底相比增长 31.8% [2]。应用互联网教育具有非常大的前景。 

 

图 2 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 

 

2 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线开放课程 MOOC 是一种新型在线教学模式。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的各大平台的 MOOC 课程总数

多达上万门， 有些知名高校的 MOOC 课程在线学习人数达到十几万， MOOCs 典型代表互联网+课堂的新

型教学形态正在给高等教育带来一场颠覆性的变革。 

2.1 传统课堂教学面临的现实问题 

2.1.1 教学效率低 、师生体验差 。  

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课堂，往往事陪功半，让师生都倍感惫。现在的很多高校教师尤其是高职院校

的教师，由于教学任务重、学生学习自主性较差，常常感到工作压力大、成就感差，易产生倦怠感[3]。

对学生而言，在大部分传统的讲授课堂上，老师滔滔不绝满堂灌，学生被动听讲，课堂互动较少，学生的

好奇心、兴趣、潜力没有得到发，丧失学习兴趣。 数据显示，只有 37.7%同学在课外每周会将 14 小时

以上时间用在学习上 （除上课外），经常去上自习同学不足 40%， 接近 50%同学认为课程不能激励学习

或说不清，79.4%同学很少在课内课外与教师讨论。 

2.1.2 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不足。  

传统课堂教学主要是依靠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大多停留在“理解+记忆” 的浅层次学习， 缺乏问题

分析和思辨能力[4]。《The Engineer of 2020》中提出，当代大学人才培养应该具备包括分析能力、实践

经验、创造力、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商务与管理能力、领导力、伦理道德与专业精神、适应变化的能力、

终身学习能力等在内的创新能力。 如何构建起“知识探究、能力培养、人格养成、塑造”四维一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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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才培养体系是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现实需求。 

 

2.2 高职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思考 

什么样的课堂教学是有效的。学习金字塔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问题[5]。 

 

 

图 3  学习金字塔 

 

学习金字理论从新的角度描述了提高学习效率的途径， 揭示了从简单的照本宣科灌输式学习，到多

种感官参与的深入体验式学习给学习者带来的学习效率的改变。从图 3 反映出来各种方法在学习效率方面

的巨大差异，启示教师和学生都应做出调整甚至改变。 

3 课堂教学创新改革实践 

3.1 人才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 

从满足产业需求、 满足学生发展的要求出发，立足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强化通识教育、规范实

践教学、引入优质教育资源、扩大学生选择权，提出适合学生专业发展的弹性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实

施意见。建立集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第二课堂重在素质养成与提升就业质量为导向的课程类别，

重点打造“公民素质+通用技能”的通识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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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课堂教学创新的改革实践 

制定学校层面的课堂教学创新行动计划，以课程为基础，着力提高课程教学有效性，培育和遴选一批

教学方法新颖、教学手段先进、教学特色鲜明、教学过程规范、教师教学艺术高超、受到广大学生欢迎的

示范课堂。 

3.2.1 五类优质课程建设。  

重点围绕教学团队建设、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教学资源的体系化、完全教考分离和课堂教学改革，

培育和建设辐射面广的专业群内平台课程； 围绕规范实训教学组织，推行学生操行评定，提升实训课程

教学效果；从课程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教学风采、互动活动等方面，培育与建设示范微课，并组

织校级微课竞赛；购置网络学习平台，以省、校级精品课程和工学结合课程为基础，重点培育与转型校级

优质资源共享课， 实施 SPOC 教学；重点探索行动导向教学、分层分类教学、小班化教学、翻转课堂、

课堂重建等教学方法创新。 

3.2.2 课堂教改项目建设。  

重视课堂教学改革项目，重点围绕学分制及培养方案优化、校企利益共同体、教学评价改革、教学基

层组织建设、通识教育及教学创新、现代学徒制等领域，设立专项招标课题。 

3.2.3 推行混合教学模式改革。  

在混合教学中，摒弃以往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式授课方式，根据学习金字塔理论，鼓励老

师采用更多的以启发、研讨、互动、交流为主的探究式教学方法[6]。

（1）SPOC 翻转教学实践。SPOC 并不是大规模和完全对外开放的，而是 Small 与 Massive 的（即

小规模和限制性），它并不为所有人服务，是一种具有很强针对性的课程模式 SPOC 是混合学习视角下对 

MOOC 的一种创新， 它的在线学习的实现仍以 MOOC 平台为依托， 而 MOOC 平台上对学习过程的数据分

析和及时反馈等功能，能够为师生创建更加优越的教学环境[7]。学校针对公选课开课不足量的现状，鼓

励公选课尤其是人文艺术类课程的老师，以现有的国内外知名 MOOC 平台（coursera、ewant、学堂在线、

中国大学 MOOC、MOOC 学院、华文慕课、好大学在线平台）课程为资源，实施 SPOC 教学。 通常教师和

学生一起线上学习平台 MOOC，一起线上或线下研讨课程内容，教师主要承担线下课程助教的角色。以《经

图 4 课程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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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国学》公选课为例，其学时和考核评价安排如图 5 所示： 

 

 

图 5  SPOC 教学安排——以《经典国学》公选课为例 

 

（2）微课翻转教学实践。 高职的学生大多不擅长抽象思维和演绎式为主的学习方式，不习惯阅读长

篇文字，不喜欢传统的课堂讲授教学方式[8]。因此针对一些理论性较强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程， 学

校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立项，试点先行一批青年教师利用各种网络教育资源结合自己的课程内容进

行课程资源建设，开发并制作出课程的系列微课，并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微课翻转课堂看似简单，其实它

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教学系统，有一整套完整的教学设计，工作量是巨大。 其实施过程大致分为可课前、

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9]， 是一个师生不断互动与交流的过程，具体流程如图 6 所示。 

 

图 6 翻转课程教学过程 

 

课中，整个课堂将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协作式探究学习方式，教师主要负责对学生的个别化问题进行指

导和答疑。课后，教师和学生都需要做一些总结工作，检查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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