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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network teaching model,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has some 

limitations. Mixed teaching can bring about the seamless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the MOOC model, and achieve the maximization of teaching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urses in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xed teaching method on the course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 culture”, and proposes the 
strategies of mixed teaching model for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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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OOC 模式的旅游管理专业混合式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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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MOOC 作为一种全新的网络教学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混合式教学能很好的实现传统教学与 MOOC 模式的

无缝对接，实现教学效能最大化。本文旨在针对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内容的特点，通过对《茶文化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混合式

教学方式的实施情况加以分析，提出该专业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框架的构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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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MOOC 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充分实现了网络资源共享，拓宽了学习者的学习范围和视野，创新了

教育的内容和形式[1]。而如何合理充分利用这一全新的教学模式，为高等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务，是很多

学者不断探索的问题。 

1 关于 MOOC 与混合式教学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即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在线课

程教学模式。MOOC 最初由哈佛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进行尝试，引发了学者对传统教育教学方式的审视。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顶级高校从 2012 年开始先后加入 Udacity、Coursera、edX 三大 MOOC 

平台，创新教育教学模式[2]。MOOC 具有广泛的开放性和优质教学资源的易获得性，便于学习[3]，但同时，

MOOC 模式存在教学效果不能及时反馈、缺少实践操作等问题，不利于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细化。 

混合式教学模式将传统课堂教学与在线网络学习相结合，将基本的学习资料投放在相关学习网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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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控制学习进度；老师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安排面授环节，进行答疑、实践练习等，日常则形成在线

学习社区，通过网上讨论、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师生间、生生间的沟通；最后根据在线学习过程发现的问

题进行讨论以及学习经验分享[4]。混合式教学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及学生的主体地位，改革教学方式方

法，完善 MOOC 教学的不足，进而提升教学效果。 

2 《茶文化理论与实践》课程混合式教学实践 

2.1 课程实施情况 

《茶文化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茶》）课程是我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必修课，也是全校选修课。由于

选课人数、教学场地等的限制，在《茶》课开展 MOOC 的教学过程中，旅游管理专业学生采用了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全校选修课学生则仅采用线上 MOOC 教学模式。通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发现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授课效果更佳。 

2.2 实施效果 

根据 MOOC 的制作内容和课程资源，我校于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安排了旅游管理专业共 55 名同

学、学校选修课共 160 名同学，通过本是教育平台（http://www.benshijy.com），分别体验了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和网上 MOOC 教学的《茶》课程学习。通过对旅游管理专业 55 名同学、选修课 160 名同学进

行了问卷调查，旅游管理专业学生问卷收回 46 份，选修课学生问卷回收 127 份，回收率分别为 84%和 79%。

结果显示，学生对混合式教学模式更感兴趣。 

1.关于《茶》课程 MOOC 在线教学 

（1）课后习题。67.5%的同学认为课后习题对所学内容有帮助，仅有 7.3%的同学认为没有帮助。说明

在线学习中课后习题的设置可以助推学生巩固所学内容。 

（2）课程讨论区。65.7%的同学认为能够在线上学习过程中与其他同学进行互动交流，仅有 20.6%的

同学认为能与老师进行良好的互动交流。通过访谈了解，一部分同学认为，老师未能及时回复讨论区学生

提出的问题，以及与老师交流有压力，阻碍了师生在讨论区的深入交流。 

2.关于线下课堂教学。《茶》课程在线下课堂教学中主要组织学生展开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活动，

并进行泡茶实践操作练习，老师及时总结、评价。老师由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转变为教学活动组织者，协助

学生将知识内化、提升，得到近 90%的学生的认同。因公选课学生没有线下教学环节，不参与该项问题调

查。 

3.关于考评方式。考评方式主要结合学生平时表现的过程性评价和期末考试成绩的总结性评价，分别

占总成绩的 75%和 25%。 

线上学习考核内容包括学生视频教学内容的学习情况和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对于线上记笔记和积极参

与讨论的同学给予加分鼓励。线下教学评价主要依据学生出勤、参与讨论情况、实践练习效果等因素。期

末考试以小论文形式作为成绩评定依据。根据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87%的同学认为这种考评方

式合理公平，只有 3.7%的同学认为不合理，表明《茶》混合式教学中所采用的评价方式得到了广泛认可。 

公选课学生只有线上考核部分和小论文进行综合考评。78.6%的同学认为考评方式合理，21.4%的同学

认为不合理。 

4.学生的反馈。对于学生的学习效率、适应程度及满意度等方面的调查结果，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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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关于《茶》课程混合式教学的问卷调查 

调查维度 选课学生情况 高 (%) 一般(%) 低 (%) 

学习效率 
旅游管理 42.7 30 27.3 

公选课 27.6 46.3 26.1 

适应程度 
旅游管理 47.6 32.1 21.3 

公选课 44.7 26 29.3 

满意度 
旅游管理 83 13 4 

公选课 65 25.4 9.6 

 

在课程学习适应程度方面，不适应的原因包括平台操作复杂、需要自己查看大量的课外资料准备线下

讨论或者完成作业、缺少监督有时不能按计划进度学习等。满意度和学习效率方面，通过统计数据推测，

公选课学生只单纯进行网上学习，缺少线下课堂教学的体验及交流互动环节，导致整体学习效率不高，满

意度也相对较低，教学效果明显低于混合式教学的效果。 

根据调查结果，单纯的 MOOC 教学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混合式教学则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

憾，使得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和效果[5]。 

3 基于 MOOC 的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根据《茶》课程混合式教学的实践，结合高校转型发展要求及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特点，构建出基于

MOOC 的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框架，主要由网络平台、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三部分组成[6]，

详见图 1。 

图 1：基于 MOOC 的《茶》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框架图 

3.1 MOOC 网络课程平台 

平台为学生提供教学视频，每个视频内容相对独立，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时间一般控制在 10 到 15 分

钟。教学视频内容之间应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逐步深入，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平台同时为学生提供嵌入式测验和课后习题。教师在设计嵌入式测验时，应避免打断学生观看视频的

流畅性，把握好测试题的难易程度[7]。课后习题的设计主要考量学生对知识的整体把握和运用情况，巩

固所学内容。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对嵌入式测验和课后习题的作答情况评估自己的教学设计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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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线下课堂教学 

线下课堂教学作为 MOOC 线上教学的补充，进一步强化教学内容，拓展加深学科知识，进行实践操作

练习。这一环节，老师为学生系统梳理线上所学内容，并进行答疑解惑，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协助学

生完成知识的内化，以及专业素质和自身修养的提升，也可根据旅游行业热点问题，采用头脑风暴、演讲

辩论等方式，组织学生进行深度讨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8]。 

对于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而言，在线下课程中都应融入一定的实践练习，如按照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教

学任务组织学生进行情境演练等，以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人际交往

能力等。 

3.3 教学服务平台 

线上教学服务平台，主要包括线上课程的完善、课程讨论区的设置等。MOOC 线上课程网页设计应符合

课程特点，风格显著，有吸引力。网页设计应包括笔记区、讨论框等，老师鼓励学生在讨论区发表自己观

点或提出问题，并在讨论区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学习效率[9][10]。 

结合《茶》课程运行的经验和问卷调查结果，学生考核应结合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电脑

自动评阅，实现多元化评价，掌握学生对知识的获取和理解程度，实现对学生的专业能力与专业素质的综

合考评。 

3.4 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基于以上分析，根据高校转型发展要求及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特点，可将旅游管理专业混合式教学的课

程做如下模式设计，如图 2 所示： 

图 2 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4 结语 

混合式教学方式已经在实践应用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越来越多教学方式改革的青睐。当然，应该

看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与传统教学理念相冲突的相关问题也较突出，期待更多学者关注这一问题，使我

们的研究得以更加清晰、深刻、有逻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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