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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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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Course Ware
开放课件

开放教育资源

我国在线课程发展同步着世界在线课程发展进程，并卓有特色   

魔灯平台
苹果iTunes U

国际开放课件联盟
（OCWC）

“CC共享协议”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neirong/fenlei/sxml_gdjy/gdjy_jpgkk/jpsp
gkk_zcwj/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910/t20191031_406269.html

至2010年，教育
部共评选出国家
级精品课程3862
门，共746所高校
的课程获评国家
精品课程

函 授 教 育
广 播 电 视 教 育
远 程 教 育

ü 2017年国家开始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
ü 2019年启动一流本科课程“双万计划”

国内外在线课程发展脉络

U N E S C O 为 推 进
OCW进一步发展提
出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OER）的概念。



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

开环突破大学学制限制

打破精英
大学优质
课程垄断

密涅瓦大学O2O式办学体制，
没有墙的大学 

麻省理工“微硕士”

(Micro Master)项目

网络与课堂混合授课，

颠覆传统招生模式

信息技术促使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

在线课程推动高等教育实践创新



可汗学院

10分钟教学短片
“满十分进阶”教学评估模式
“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

2008

CCK08
《联通主义与连接性知识》

MOOC概念的提出

cMOOC 基于联通主义理论
xMOOC 基于行为主义理论

20
08

edX Coursera

慕课元年

20
12

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慕课）
Massive  大规模        Open   开放           Online   在线         Courses  课程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



[1]王竹立. 在线开放课程:内涵、模式、设计与建设——兼及智能时代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思考[J].远程教育杂志,2018,36(04):69-78.

慕课课程形态—cMOOC和xMOOC



创造创新能力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批判性思维与解决问题能力Critical Thinking
沟通交流能力Communication
合作协作能力Collaboration

全球视野Global Awareness
金融、经济、企业素养Financial, Economic and Business Literacy
企业家素养Entrepreneurial Literacy
公民素养Civic Literacy
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
环境意识Environmental Literacy

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
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
信息通信素养ICT Literacy

灵活性和适应性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积极性和自主性Initiative and Self-Direction
社会和跨文化技能Social and Cross-Cultural Skills
生产率和责任制Productivity and Accountability
领导力和责任感Leadership and Responsibility

21世纪技能国际研究的视野

育人创新—21世纪核心素养



学习1 ？

5
43

2

建构主义
学习是建构知识结构的过程。

联通主义
学习是知识网络和人际网络
程建立的过程。

本土探索
- 新建构主义
- 极限学习过程
- 太极环理论

4

5

?

人本主义
学习要由学习者主动发起。

认知主义
学习是通过信息加工形成认知结构。

行为主义 
学习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链接。

3

2

1

在《Knowing Knowledge》一书中，西蒙斯（George Siemens）认为 技术已
经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和交流方式进行了重组，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头脑，我们
使用的工具日益决定我们的思维。传统学习理论（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
义）始于技术并不怎么突出的时期，体现不出技术对学习的重要地位。

西蒙斯提出学习就是建立网络的过程，这包括： 1 创建大脑内部和外部的知识网
络；2 创建人际网络。

在信息技术和资源无处不在的环境中，知道知识在哪里比知道知识本身更重要。

理论创新—学习理论



1972年 1996年 2016年

学会生存  学会学习
学会生活  学会做事

“终身学习”

“四个学会”
“重新定义”知识、学习、教育

“重新思考” 学校、教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教育发展方向标文件

教育发展创新—新的教育境界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迈向学习空间网络：

无论如何，当今世界教育格局的变革促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正规教

育机构之外的学习具有重要性和相关性。目前的发展趋势是从传统教

育机构，转向混合、多样化和复杂的学习格局，在这当中，通过多种

教育机构和第三方办学，实现正规学习、非正规学习和非正式学习。

我们需要一种更加流畅的一体化学习方法，让学校教育和正规教育机

构与其他非正规教育经验开展更加密切的互动，而且这种互动要从幼

儿园开始，延续终生。

Scott. C. 2015. the Future of Learning. ERF Working Papers. Paris. UNESCO

教育发展创新—新的教育境界



21世纪：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的改变 21世纪：什么样的学习类型？ 21世纪：什么样的教学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21世纪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及变革中的教学做了系统化研究

教育发展创新—新的教育境界



  Connectivism and Connective Knowledge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490/3000

  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及 双万计划

同步国际的我国高等教育在线课程发展



2013’s　Udacity launched its first MOOCs-for-credit, 　　
in collaboration with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2016’s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
工作的意见》

2018’s　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和完善
MOOC的学分管理制度，推进MOOC学分在更大范围内的认
定。

同步国际的我国高等教育在线课程发展



华文慕课        
http://www.chinesem
ooc.org/
简介：华文慕课是一个
以中文为主的慕课
(MOOC)服务平台，旨
在为全球华人服务。平
台由北京大学与阿里巴
巴集团联合打造。

蓬勃发展的我国高等教育慕课实践



学堂在线 http://www.xuetangx.com/

简介：学堂在线（xuetangx.com）是清华大学于 2013 年 10 月发起建立的精品中文慕课平台，截至 2017 年 
11 月，学堂在线注册用户超过 900 万，平台课程 1300 门，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
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内外一流大学，全面覆盖 12 大学科门类。根据
美国第三方在线教育机构Class Central 2016 年 12 月的报告， 学堂在线的课程数量和注册用户数位居全球第三。

蓬勃发展的我国高等教育慕课实践



爱课程 http://www.icourses.cn/home/   (中国大学MOOC)
简介：爱课程是教育部、财政部“十二五”期间启动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支持建设
的一个高等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集中展示“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和“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并对课程资
源进行运行、更新、维护和管理。主要包括在线开放课程、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学校云四个部分，其中在
线开放课程部分包括：中国大学 MOOC、中国职教 MOOC、中国大学先修课、教师 MOOC。

蓬勃发展的我国高等教育慕课实践



中国大学先修课 http://www.moocap.org.cn/
简介：中国大学先修课(CAP)，旨在为学有余力的高中学生提供多样化课程，为中学教师提供进修交流平台，为
高水平大学人才选拔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力图改变过于依赖知识考试的单一化人才考评模式，注重考查学生
的志趣和能力，加强过程评价，以探索建立多样化的人才考评机制。中国大学先修课（CAP）的微积分、线性
代数、大学物理-力学、大学化学、普通生物学等课程已分别获得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分认证，未来学分认证工作将在更多高校逐渐开展。中学生凭“线下考试成绩单”和
“线上学习行为报告”，达到相关学校学分认证要求，则可申请该学校的学分认证。

蓬勃发展的我国高等教育慕课实践



网易云课堂 https://study.163.com/
简介：网易云课堂，是网易公司打造的在线实用技能学习平台，该平台于2012 年 12 月底正式上线，主要为学
习者提供海量、优质的课程，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程度，自主安排学习进度。课程数量已达 4100+，课时
总数超 50000。

蓬勃发展的我国高等教育慕课实践



网易公开课 https://open.163.com/

简介：2010 年 11 月 1 日，中国领先的门户网站网易推出"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 1200 集课程上线，
其中有 200 多集配有中文字幕。用户可以在线免费观看来自于哈佛大学等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可汗学院，
TED 等教育性组织的精彩视频，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科学、金融等领域。

蓬勃发展的我国高等教育慕课实践



实现三稳：稳住了武汉高校，稳住了湖北高校，稳住了全国高校

高等教育“停课不停学”实践

 感知慕课发展规模及质量提升进程



    截止到2019年8月，全国有1000余所高校上线1.5万门课程，200余门优质慕课登陆

国外著名课程平台；拥有2.7亿人次的学习者，其中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的有8000万人

次。[1]

[1]数据来源：https://www.sohu.com/a/353127668_473325 
[2]来源：《教育部发力本科建设 打造“金专”“金课”》http://www.moe.gov.cn/fbh/live/2019/50601/mtbd/201904/t20190430_380194.html

      2019-2021年，教育部将分三年全面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概括为“一个

总体部署、三项核心任务、一次质量革命”。

       面向所有高校、所有专业，全面实施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建设10000门左

右国家级一流课程和10000门左右省级一流课程，包括具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

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和社会实践各类型课程。[2]

 感知慕课发展规模及质量提升进程



　　“双万计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课程建设，以及推动课程

建设与应用的配套政策与一系列实践活动。

　　课程分两类：一类是采取 方式的3000门精品慕课；另

一类是线上、 、纯线下立项建设课程，包括

7000门国家级和10000门省级精品课程。

 感知慕课发展规模及质量提升进程



重建轻用 — 建用一体 — 建以致用

2003

2012

2012

2015
精品资源
共享课

国家精品课
程建设

大规模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

国家精品视
频公开课

至2010年，教育部
共评出国家级精品课
程3862门，746所高
校课程获评国家精品
课程

• 函 授 教 育
• 广 播 电 视 教 育
• 远 程 教 育

一流本科课程
“双万计划”

2019

万门国家级和万门省
级一流本科课程，涉
及线上、线下、混合
式、虚拟仿真教学、
社会实践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neirong/fenlei/sxml_gdjy/gdjy_jpgkk/jpspgkk_zcwj/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910/t20191031_406269.html

2017
201
8

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

认定

理解我国高校在线课程发展脉络进程



精品视频公开课

• 讲座型在线课程

• 挑选经典广受欢迎的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讲座为主

• 按出版级水平制作视频发布在网上

• 体现大学的名师名课服务于社会大众的社会责任感，能够促进

文化传播与科学知识的普及。

理解我国高校在线课程发展脉络进程



精品资源共享课

• 教师主导引领型在线课程

• 以传统面授课堂教学过程为主线，按章节

结构划分课程内容

• 将面授课的各种教学环节数字化，放到在

线学习平台中

• 强调以名师为主导，通过教学团队协作来

共同引领学习过程

理解我国高校在线课程发展脉络进程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慕课）

• 个人自主社会化学习型在线课程

• 教学团队共同开发，优秀的内容重新教学设计

• 课程内容模块化的组织

• 通过制作团队的精良的技术手段

• 辅以自动评测的在线测验与考试，在线虚拟实验

• 支持个人学习者真正实现随时随地自主学习，也支持多人讨论和共同完成

知识建构。

理解我国高校在线课程发展脉络进程



一流本科课程  =  五类“金课”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

• “高阶性”：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

杂问题综合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

• “创新性”：课程内容反应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

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 “挑战度”：课程有一定难度，需要跳一跳才能够得着，

老师备课和学生课下有较高要求

• 坚持分类建设、坚持扶强扶特

创新性

挑战度

高阶性

理解我国高校在线课程发展脉络进程



贯彻《意见》精神
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等要求

对标高校人才培养方案 思想导向正确、科学性
强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特
征明显

理解我国高校在线课程发展脉络进程



在线课程

网络课程

开放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

关注课程的

静态课程   动态课程

关注课程的

公开课  共享课

关注课程的

MOOC  SPOC

一流课程

关注课程的

五类金课

理解我国高校在线课程发展脉络进程



公开课

·时长：30分钟
·组织：专题
·形式：讲座实录
·交互：单向传播

共享课

·时长：45分钟
·组织：章节
·形式：课程实录
·交互：仅可评论视频

慕课

·时长：6-9分钟
·组织：学周+知识点
·形式：多种结合
·交互：论坛／虚拟实验等

金课

·时长：根据课型不同设置
·组织：多种结合
·形式：多种结合
·交互：论坛/虚拟实验、社会实践等

理解我国高校在线课程发展脉络进程



微学位

学
分

互
认

公开课 共享课 慕课、金课

理解我国高校在线课程发展脉络进程



实景录制式

互动大屏式

PPT直录式

虚拟场景式

情景教学式

动画教学式

课程视频呈现日益多样化

理解我国高校在线课程发展脉络进程



Microlecture

慕课 翻转课堂 微课程

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模式

• 突破学习时间和空间局限性，个性化线上学习，共享优质课程资源，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 融合线上线下教学，促进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改革传统教学方式和手段提高质量

• 基于互联网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已成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重点

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日益发展



《地平线报告》由新媒体联盟 (New Media Consortium, NMC) 于2002年创立，旨在描述全球范围内教

育技术领域涌现的新兴技术及其重大发展，预测创新实践和技术对全球教育的影响。

主要趋势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混合学习设计 √ √ √ √ √ √ 　 √

日益注重学习测量 　 √ √ √ √ √ √ √
推动创新文化 　 　 　 √ √ √ √ √

重新设计学习空间 　 　 　 √ √ √ √ √
深度学习方法 √ 　 　 　 √ √ 　 　

协作学习 √ 　 　 　 　 √ 　 　
在线学习演进 　 √ √ 　 　 　 　 　

反思教育者角色 √ √ 　 　 　 　 　 　
开放教育资源扩散 　 √ 　 √ 　 　 √ 　

重新思考高等教育机构如何运作 　 　 　 √ √ 　 　 √

加速高等教育技术应用的主要趋势——2012-2019年《地平线报告 (高等教育版) 》

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日益发展



从物理特性分类

01

03

02混合式
教学

线下主导型

线上主导型

完全融合型

以面授的现场教学、交流、讨论为主导，基于在线和移动技术的教学为辅。
在线教学和移动学习方式主要用于呈现、扩展教学资源，例如，教学视频
等或者用于延伸课堂讨论。

以基于在线教学和移动学习的自主学习为主，面授的现场教学和讨论为辅。最
典型的是常见的一类模块化混合式教学：面授+在线学习与讨论+面授。

打破了前两种模式明显的模块式痕迹，将线下现场的面授教学、基于网络的
在线教学、移动学习三种方式完全融合、无缝连接。

冯晓英,王瑞雪,吴怡君.国内外混合式教学研究现状述评——基于混合式教学的分析框架[J].远程教育杂志,2018,36(03):13-24.

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日益发展



课程内容
在线比例

课程
类别 典型描述

0% 传统面授 没有网络技术的应用，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发布课程内容用

1%-29% 网络辅助
利用网络技术促进面对面授课课程的更有效实施，其中会利
用到学习管理系统、web公告页发布教师教学大纲和作业任
务等

30%-79% 混合
混合了在线教学、学习和面对面教学。教学的大多时间在网
络上进行，内容也更集中在网络，常使用在线讨论交流，较
少面对面实际课堂

80+% 在线 课程的大多数或所有内容都是在线进行。通常没有或极少的
面对面教学

从时间特征上理解

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日益发展



• 中国大学MOOC“慕课堂”
• Coursera for Campus

2019年

• 学堂在线“学堂云”

2014年
• 学堂在线“雨课堂”
2016年

• 中国大学MOOC“学校云”平台
2015年

混合式教学成为高等教育在线课程绩效提升突破口

国内主流MOOC平台的混合式教学赋能



校内SPOC 校外SPOC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表示小型、私有的、在线课程

混合式教学发展—MOOC与SPOC共存



ü 线下讲授
ü 线上巩固—线上课程视频支持

ü新知线上自主学习
ü课堂讨论分享

自主学习
小组协作——综合提升
作品分享/质疑

主讲-演示式

翻转课堂模式

课程
实施

SPOC校本化融合应用



课前/中/后教学一站式解决

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打通，用一个工作后台满足老师

课前教学、课中互动、课后测验等任务

线上线下教学数据全景查看
一览线上线下所有教学数据，可视化查看每个学生学习

情况，助力教师针对性教学

课程教学评价的助手
在线课程 + 课堂教学教学过程记录，提供了课程评价所

需的痕迹和数据，支撑课程教学优化

教学视频 课堂教学 测验讨论

教师工作后台

在线课程设计  +  课堂教学设计

线上学习数据+线下课堂数据

SPOC实践新样态 — 一体化课程教学设计



1.Helping students set their own learning goals.
帮助学生设定自己的目标

2.Building learning community.
构建学习型社区

3.Offering immediate feedback.
提供及时反馈

4.Embedding quizzes for self-assessment.
嵌入测验进行自我评估

5.Providing progress indicators.
提供过程指标

6.Providing reflection questions.
提供反思问题

7.Designing short learning units.
设计短期的学习单元

8.Providing flexible timelines.
提供灵活的时间安排

9.Highlighting estimated time frames.
突出估计的时间范围

10.Making available optional learning materials.
提供可供选择的学习材料

11.Structure continued
持续建构

12.On completion of modules participants get a certificate.
完成模块后，参与者获得证书

13.Week overview.
周概述

14.Lecture recorded and captions added. 
录音并添加说明 

15.Quick check tasks.
快速检查任务

16.Providing students with self-selection options.
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的机会

17.Visuals showing tasks completed.
显示完成任务的视觉效果

18.Visuals showing work progress.
显示工作进度的视觉效果

19.Rewirements (assignments) for putting the material to 
practice.

联系（作业）材料的复习
20.Offer community support and help.

提供社区支持和帮助

On the Road Toward Fost.ering Greater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Moocs: Reaearch 
Toward Better Design Practices. Curtis J. Bonk.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提升在线课程学习效果的二十条国际经验



On the Road Toward Fost.ering Greater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Moocs: Reaearch 
Toward Better Design Practices. Curtis J. Bonk.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6.Providing reflection questions.
提供反思问题

7.Designing short learning units.
设计短期的学习单元

提升在线课程学习效果的二十条国际经验



On the Road Toward Fost.ering Greater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Moocs: Reaearch 
Toward Better Design Practices. Curtis J. Bonk.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17.Visuals showing tasks completed.
显示完成任务的视觉效果

3.Offering immediate feedback.
提供及时反馈

提升在线课程学习效果的二十条国际经验



完整版 完整版 完整版
简版（中文）
简版（英文）

完整版
简版（中文）
简版（英文）

1 + X
完整版

+ 各教育领域

20152014 2016 2017 2018 2019
1 + X

完整版
+ 各教育领域

2014年至今，互联网学习白皮书呈现互联网教育发展  

全域视野的中国互联网学习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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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其他

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诊断和评价

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保障教
学的高效开展

从学的视角出发准备数字资源，支持学生
自主、个性化学习

从教的视角出发准备数字资源，实现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实施

课前、课中和课后连续使用网络平台，改
变教与学方式，如翻转课堂

利用互联网学习平台提升课堂教学互动性 

给学生布置预习类学习任务

利用互联网查找资料进行备课

 教师使用互联网的目的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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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学生运用互联网进行过的学习类型

2018 2019

2019年中国互联网学习白皮书

全域视野的中国互联网学习发展进程， 中小学教师教学行为



55732份互联网学习者数据的调查

2018年，35岁以上高龄互联网学习者增长了16.6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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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终身化学习发展

全域视野的中国互联网学习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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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互联网学习的学习者的年龄结构

3.99%

0.24%

1.21%

2.39%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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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20% 30% 40% 50%

其他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含中专）

职业教育（中职和高职）

高等教育（含大专，大学及以上学历阶段、
含在职攻读人员）

继续教育(含在职攻读人员)

完全在职

2016年 2017年

开展互联网学习的学习者的学段分布

成人的世界里，学习已经越来越多的发生在网络上

全域视野的中国互联网学习发展进程



3.28%

14.71%

23.21%

30.79%

37.33%

44.85%

49.96%

其他

工作日整段时间

睡前

休息日整段时间

休息日零散时间

工作日零散时间

生活零散时间（如等车间歇、早饭前等）

开展互联网学习的学习者的互联网学习场景

2.77%

4.97%

9.14%

33.45%

48.02%

58.63%

66.35%

说不清楚

周围同学都在用，受到影响

老师要求，安排学习任务

即发性的学习需求，没有特定的计划和安
排

源自于自己的学习兴趣

因为职业发展的需要

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学习者进行互联网学习的原因

学习正变得无处不在

“非正式学习”与“问题解决”是互联网学习者显著特征



其它
3.79% 文凭

9.41%

学分（与正规教
育学分制接轨）

19.86%

证书
26.59%

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认
可…

其它 文凭 学分（与正规教育学分制接轨） 证书 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认可

文凭、证书、学分: 55.86%

不需要任何认可：44.14%

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平分秋色”

当学习不再是为了文凭的时候，该如何看待学习？

互联网学习者所期望的学习成果体现方式



混合式教学标准的研制

标准名称 混合式教学

目的和意义
制定线上线下融合课堂教学形式设计指导标准，意义在于统筹将来常态化线
下课堂+线上课堂教学形式的融合和规范化引导，以期实现后疫情时期实体教
学环境和虚拟教学空间的有效融合、协同发展。

范围 主要包含线上线下融合教学实施所涉及的教学环境、教学准备、教学资源、
教学活动、教学评价等。



混合式教学标准研制参与人员名单

参与单位名称 参与人员姓名

指导单位 清华大学 郑莉

研制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李玉顺、路晨雨、代帅、陈旭新

东莞市教育信息中心 姚永安

韩山师范学院 夏立

联奕科技有限公司 舒畅

华南理工大学 刘广

上海开放大学 肖君、王腊梅、朱晓晓

广州途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钟志锋 

希沃 黄逸涛

锐捷网络 万志芳



研制混合式教学标准核心框架

教学环境 教学准备 教学资源 教学活动 教学评价

基础教育版
混合式教学标准

高等教育版
混合式教学标准

继续教育版
混合式教学标准

混合式教学标准

• 课前、课中、课后
• 以学生为主体

• 自主学习
• 提高学习效率

职业教育版
混合式教学标准

• 终身学习
• 能力拓展与提高

• 职业发展
• 提高实践技能



研制混合式教学标准核心框架



教学
环境

线上教
学环境

网络环境 • 网络接入服务应做到安全、稳定，保证网络学习环境畅通，支持师生
与管理者方便、快捷地获取网络信息。

终端设备 • 在实施教学前将所用终端设备调试完好，及时维护电脑桌面和信息系
统。

网络教学平台 • 依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和教学资源选择合适的网络教学
平台，教师和学生应熟悉所选教学平台的用法。

学习类APP • 仔细甄别、遴选高品质且适合教学需求的APP，还可以利用多种学习
类APP进行协同互补，丰富交互手段。

线下教
学环境

教室场景 • 在空间布局方面，需要形成便于教师走动、方便指导的空间，为学生
提供灵活、可移动的桌椅。

实验室场景 • 以促进深度学习、促进协作学习、促进主动参与等作为设计理念，构
建包括圆桌、壁柜、平板电脑等特征的学习空间。

图书馆场景 • 利用图书馆在资源获取、版权管理、学科服务、场所支持等方面的固
有优势。

家庭场景 • 为学生创设较为安静、单纯的学习环境，学生利用终端接收教师推送
的学习资源，参与线上学习活动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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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准备

教师
准备

课程目标 • 清晰描述可测量的结果，体现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包括学科知识建构、学科关
键能力发展和学科思想方法形成。

教学目标 • 明确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三维目标，以及凌驾于这些具体目标之上设计核心
目标。

教学计划 • 熟悉学校混合式教学工作方案，积极参与教研团队集体备课，认真制定切实可
行的混合式教学计划。

教学方法 • 针对不同的学习活动选择最合适、最高效的学习方式，着重考虑线上、线下学
习活动的彼此呼应和相互支持。

学生
准备

学习目标 • 学生需要明确、理解教师发布的学习目标，并按照目标要求制定相应的学习计
划。

学习计划 • 学生能依据学习目标，以及教师提供的课程资源包和学习任务单，制定详细、
完整的学习计划，并且能够自定步调，按时完成学习任务。

行为规范 • 学生应提前登录上课所用的平台，熟悉平台使用，提前准备好学具、测试好设
备。遵守在线学习礼仪，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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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资源

资源选用

•教师选用的课程资源遵循政治方向、符合课程标准要求，有利于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课程资源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能满足教师
线上教学指导和学生线下自主学习需要，有效地服务于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的培育。

资源整合

•教师能够基于教学需要，合理整合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校
级等各级教学资源，为学生学习提供资源支持。教师将静态性资源
（包括文本、图片、图表、PPT、模型等）与动态性资源（包括视
频、动画等）相结合，保证资源类型的丰富性、比例的合理性。

资源加工
•教师依据学情对各级各类资源进行选取和加工，适当研发适合学生
的学习资源包。关注伴随线上线下活动开展而动态产生的生成性资
源，并在资源运用、资源交互中促使其不断更新与发展。

资源发布
•教师在课前及时为学生发布学习资源和课前学习任务单，明确资源
学习方法和学习目标要求，提供探究、合作和交流的工具，清楚说
明资源与教学活动之间的关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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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活动

吸收
型活
动

陈述 • 包括幻灯片放映、行动示范、软件示范、信息类电影、戏剧、讨论等

故事分享 • 包括由教师分享的故事和由学生分享的故事

阅读 • 教师提供单独的或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学习资料，以及搜索引擎等

实地考察 • 包括导游和参观博物馆等

实践
型活
动

练习 • 包括反复练习活动、动手操作活动、导向分析活动、团队合作活动等

发现 • 包括虚拟实验室、案例研究、角色扮演等

游戏 • 包括智力问答游戏、个人问答模拟、字谜、拼图、探险游戏、数学模拟等

联结
型活
动

反思 • 包括反问型问题、冥思型活动、实例引用、评价型活动、概括型活动、头脑风暴等

学习辅助 • 包括核查一览表、参考概要、术语表、计算器、电子顾问

研究 • 包括聚焦活动和导向活动等

原创 • 包括决策活动、工作文档活动、日志活动、比较活动、小组评议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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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评价

作业反馈
• 教师对学生作业的反馈除了传统的分数和等级评价等方式，还应给予学生适当的描
述性反馈，关注学生内在的学习过程，强调培养学生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反馈习
惯，帮助学生更深度地理解知识。

数据分析

• 线上数据采集主要通过在线教学平台以及学习终端设备，记录学生在线课堂上的提
问互动、习得反馈、在线作业等情况，生成相关学习数据。线下数据采集主要通过
记录学生每一次作业、每一周练习、每一次考试的解答痕迹等，反应学生课后学习
及学习效果的全过程。

过程性评价
• 过程性评价主要包括课前评价、课中评价和课后评价。课前评价是针对教学视频及
课件的学习和作业等自主学习任务的评价。课中评价主要包括课堂学习活动和汇报
展示等的评价。课后评价主要是对作业和单元测试的评价。

反思改进
• 按照教学进程，教学反思可分为教学前反思、教学中反思和教学后反思。教学前的
反思具有前瞻性，能使教学成为一种自觉的实践；教学中的反思即及时、自动地在
行动过程中反思，具有监控性；教学后的反思具有批判性，能使教学经验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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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混合式教学标准框架

混合式教学分领域标准框架



混合式教学分领域标准框架
高等教育混合式教学标准目标



标准研制计划

已完成

文献调查与梳理

核心标准框架的设计与完善

混合式教学案例收集与分析

核心标准初步文稿的研制与修改

分领域标准框架设计

下一步计划

核心标准文稿的研讨与完善

分领域标准的研制与修改

混合式教学发展咨询研讨会

混合式教学标准意见征集研讨会

标准的测试与评审

完成标准文稿



在时代教育变革大潮与学习科学发展成果实践影响下，互联

网教育生态蓬勃发展，“互联网+”线上线下融合的实践正

蓬勃展开，混合式教学在高等教育领域日益发展，教育系统

特征正从封闭、线性走向开放、复杂和多元的新生态。

混合式课程，面向互联网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的路径



lyshun@bnu.edu.cn

李玉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师范大学慕课发展中心主任

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专业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