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课程“本科化”现象与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郭小芳1，李  锋2 ，杨习贝1

（1.江苏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2.江苏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摘  要：针对当前国内研究生课程存在的“本课化”现象，以MOOC环境为背景，开展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

究。具体包括：(1)分析研究生课程的“本课化”现象，探索基于MOOC资源采用混合教学模式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2)基于MOOC资源的研究生课程翻转课堂等混合教学模式实施方法及学习评价方式研究。(3)混合教学模式

中研究生终身学习、自主学习和多样化学习能力培养研究。通过实践得出基于MO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协作能力、实

践动手能力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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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undergraduatized postgraduate curriculum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the paper conducts a 
study on the reform of the postgraduate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OC.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1)The phenomenon of the undergraduatized postgraduate curriculum, an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MOOC-based hybrid teaching mod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2)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the assessment methods of MOOC-based hybrid teaching modes,like the flipped classroom.(3)The cultiva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y,autonomic learning ability and diversified learning ability in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OOC-based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tudent's cooperative learning abi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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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近年来，随着国内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研究生教育

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其培养目标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

承担培养高校师资和后备科研人员的同时，还担负着为社会

各行各业提供高素质的研究和从业人员。众所周知教育的功

能主要是由课程教学活动承担的,然而国内研究生课程教学出

现了诸多不适应研究生培养目标的现象，研究生课程“本科

化”现象受到广泛关注。这些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如研究

生课程体系建设一直远远落后于研究生培养的需要，课程体

系零乱目标不明朗、教学内容陈旧，在课程在教学内容上，

表现为研究性、前沿性不足，课程实践环节不足等问题；在

教学方法上则以教师灌输为主，讨论为辅，对研究生缺乏与

科研相应的严格要求，教学过程中研究生被动接受，对学生

并没有严格的文献阅读或实践实验要求，学习能力和创新能

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锻炼和培养，缺乏全程从事具有挑战性课

题研究的机会。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生人才培养过程。

本文在深入分析研究生课程“本科化”现象的基础上，

将MOOC理念及其资源建设与研究生课程及其教学模式探索

结合起来，对研究生课程“本科化”现象有针对性地进行探

索和实践，将基于MOOC资源的研究生课程与翻转课堂结合

起来的混合教学模式也将具有更好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2 MOOC理念、影响及优势(MOOC concept,
      influence and advantage)

MOOC的概念最早由Bryan Alexander 和Dave Cormier

联合提出，之后便在全球快速发展，并受到世界一流大学都

在积极倡导和响应。面向全球开放。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将

MOOC比作教育史上的“一场数字海啸”。2015年4月，教育

部为加快推进适合我国国情的在线开放课程和平台建设，促

进课程应用，加强组织管理，出台了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

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2015年6月，全国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就全面推动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在线教

育提出了推进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线课程建设项

目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指导性意见及实施办法[1]。可见，从

教育主管部门到普通高校，MOOC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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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2014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协同创新视角下研究生课程体系及课程建设研究”(YJG2014Y_06);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

        （JGLX16_042）；江苏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课题（YJG2015Z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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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深入。

尽管MOOC与传统大学教学流程几乎一致，但它具有超

越传统教学模式的诸多优势，是对传统大学以教师单向传授

为主的教学方式的颠覆。从研究生教育的角度来看，目前我

国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够多样化和灵活，需要调整课程设置，

增加交叉学科课程设置，加强前沿领域知识介绍，以扩大研

究生视野改革需要提高现有教育模式的灵活性和多元化[2]，

而MOOC与混合教学模式体现出来的优势与这种需求不谋而

合，可以高效利用零碎的时间，随时随地看到名校名师的课

程随时随地学习。

从学习对象的角度来看，研究生已掌握了一定的专业基

础，拥有充分的课外学习时间，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索的基本

条件，有能力对课程好坏进行判别和筛选，能够减小甚至避

免劣质幕课的不良影响。

从这些角度来看，研究生教育中适当利用MOOC进行课

程教学是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益的。

3  基于MOOC资源的研究生课程翻转课堂等混合
   教学模式探索(Research on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graduate students'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MOOC resources)

MOOC为研究生课程建设带来了机遇，给新时期研究

生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的同时，也给参与研究生培

养的教师、管理人员以及研究生带来了不少挑战。为将开放

的、国际互动性强的优质MOOC课程应用于研究生的培养，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以创新能力培养为导向[3]，将MOOC引入课

堂形成混合式教学模式，调整学员和教师角色，提升研究生

教学效率，加快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成果生成

文献[4]探讨了将MOOC与传统课堂结合的小规模限制性

在线课程(SPOC)教学模式。SPOC尝试将MOOC课程教学资

源和在线评价功能引入大学实体课堂，采用翻转课堂的模式

进行教学。SPOC既融合了MOOC课程优点，又弥补了传统课

程的不足，强化了教学管理过程，赋予学生完整、深度的学

习体验，让教师利用优质的MOOC资源从繁重的备课活动解

放出来，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学生交互等高价值的教学活

动上。

文献[5]分析了研究生使用MOOC进行翻转课堂教学的

可行性，以具体研究生课程为例，构建了研究生翻转课堂的

实施模式，组织研究生开展了翻转课堂对比实验研究，对教

学效果进行了分析与反思，从实验研究的视角验证了研究生

开展翻转课堂的可行性与存在的问题[6]。认为在课程的实施

过程中应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激发学生对课堂内容的深思，

从而加深知识的意义建构。毫无疑问，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OOC)带来的教育教育理念和教育资源从理论层面到技术层

面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高效的途径。但是真正要将MOOC

用于解决研究生课程“本科化”现象，还必须深刻把握研究

生课程的特征，结合MOOC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特点，探索适

合研究生课程要求的教学模式，如采用翻转课堂与传统教学

模式相结合的研究生课程混合教学模式，线上教学与线下研

究性学习、课堂研讨等环节的衔接问题，线上教学、课堂教

学与科研实践训练之间的融通问题，解决课程内容的理论知

识与工程案例的紧密结合的问题，研究如何利用MOOC资源

培养研究生的终身学习、自主学习和多样化学习的意识和能

力[7]。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1)分析研究生课程的“本课化”现象，利用MOOC资源

开展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研究。

针对如何利用MOOC理念及资源解决研究生课程“本

课化”问题，致力于解决研究生课程研究性不强、前沿性不

足、课程实践环节与理论教学脱节等问题。探索利用MOOC

资源及翻转课堂等混合教学模式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

研究MOOC的特点，分析其教学模式的优点和不足，结

合具体培养领域，对照研究生课程及其教学要求，分别从培

养目标的达成、教师教学组织方式、学生学习行为等角度，

分析通过与MOOC相关的教学模式达成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

的可行性，分析其中不适合采用MOOC方式开展的教学内容

和环节。

(2)基于MOOC资源的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的组织模

式、实施方法研究。

以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为标准，对MOOC环境

下的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与传统的研究生教学模式进行全面

比较，分析它们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分析其

用于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利弊。研究将MOOC环境下的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选定适

当的课程或课程群，通过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对比，研究

在混合教学模式中如何发挥不同模式的优势，在提高学习效

率、减少教师和学生负担的同时，实现研究生深度学习、研

究性学习和创新型知识体系建构等目标。

(3)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学习评价方式研究。

研究当前MOOC的学习评价方式，将其与传统学习评价

方式进行对比，分析MOOC学习评价方式的先进性和不足。

根据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特点和要求，结合课程教学实践，从

过程性评价、人性化评价、发展性评价等角度研究在课程教

学中如何利用MOOC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学习评价方式和评

价结果持续改进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研究MOOC的学习

评价与传统学习评价方式相结合的学习评价手段。

4  基于MOOC研究生翻转课堂等混合教学模式的
    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mix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MOOC graduate students' flipped
    classroom)

该模式包括前期分析、课前准备、课中实施和课后评价

四个环节。前期分环节块中设置了研究生学习者分析、课程

教学目标设计、课程教学内容设计和课程教学环境设计，通

过这四方面的设计与分析开发出学习资料(MOOC视频、文

档材料、PPT等)，以便学生更好的进行课前学习打下基础；

课前环节中设置了基于MOOC平台的课程任务的下达，在该

模块中学生可以通过MOOC平台进行主题教学视频的观看

和课前练习以及遇到问题时与同伴、老师进行交流，此模块

充分满足了研究生的个性化需求，也使优质教学资源得到了

最大化的传播，还可以提升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课中环

节中设置了研讨主题、创设情景和确定问题、分析问题和自

主探究、小组协作和师生共探、解决问题和成果交流以及师

生小结和反馈评价，在课中模块中学生可以更好的完成知识

的内化，充分锻炼其表达能力、协作学习能力和实践动手等

能力；课后环节设置了知识巩固、评价反思和拓展提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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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环节中学生可以对知识进行更好的巩固。本文设计了基于

MOOC平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MOOC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结构图

Fig.1 Based on the MOOC platform flip chart

           patterns of teaching

5  基于 MOOC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教学目标(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based on MOOC)

教学模式都是为了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而构建的，在教

学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教学目标处于核心位置，并且教学目标

对构成教学模式的其他因素起到制约性作用，它决定着教学

模式中师生参与的教学活动的组合关系以及推行的程序，也

是教学评价的尺度和标准。基于MOOC研究生翻转课堂等混

合教学模式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总体教学目标，其课前、课中

和课后环节也达到了各自的教学目标。

(1)课前教学目标：基于MO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课前

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在MOOC平台上完成课堂要讲授知识点的

预习和思考，通过该环节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课中教学目标：基于MO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课中

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更好的完成知识内化，通过课中环节设置

的创设情景和确定问题、分析问题和自主探究、小组协作和

师生共探、解决问题和成果交流以及师生小结和反馈评价等

教学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协作学习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

(3)课后教学目标：基于MO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课

后教学目标是将课前和课中环节的知识点知识进行全面的巩

固，课后环节设置了知识巩固、评价反思和拓展提高的教学

活动，学生可以通过MOOC平台讨论区、QQ或者微信等方式

与同伴或者教师进行多角度的交流。

6   结论(Conclusion)
本文在MOOC环境下采用何种模式开展研究生课程教

学，如何利用MOOC优质资源实现教学目标、提高师生教和

学的效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再

次，在分析了学习者和现有的研究生课程的基础上，对基于

MOOC翻转课堂等混合教学模式进行了教学设计，其中包括

教学环境设计、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设计，并且对其教

学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基于MO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协作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

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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