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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互联网+教育”为主线,研究的出发点在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引导的教学方式的改

革。通过对慕课课程开发与应用意义的研究，对《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课程的具体的建设流程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

述。突出体现了在当今社会的教育环境下，慕课课程的引入与普及的必要性，对适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学习需求的慕

课课程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具体实现方法。对“互联网+”背景下课堂教学的信息化教学改革方法进行了探讨，并针对高

校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和对互联网资源的应用情况提出了几项改革建议，以期能促进课堂教学效果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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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Internet+Education as the main line,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guided b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Internet era.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the paper describes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many other aspects about the MOOC of College Computer Foundation.It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OOCs under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proposes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OOCs,suitable for undergraduate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reform method of classroom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and 
puts forward some reform proposal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resource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

Keywords:MOOC;innovative education;personalized development;course reform

文章编号：2096-1472(2018)-02-56-04 DOI:10.19644/j.cnki.issn2096-1472.2018.02.017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第21卷第2期
2018年2月

Vol.21  No.2
Feb.  2018

1   引言(Introduction)
在“互联网+”思想的推动下，教育资源必然依托互联网

进行开放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高校必然是开放教育资源

的主体力量。慕课(即MOOC)这种教育形式符合时代的需求。

与传统的网络课程相比，慕课具有完整的课程结构，尤其是

应用于高校课程教学中的SPOC，即“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

程”更是如此。慕课除了提供视频资源、教材或文本材料以

及在线答疑之外，还为学习者提供交互社区、学习监控等，

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的支持服务[1]。

以课程资源共享为基础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课程

的建设与应用研究，是在国家主推“互联网+教育”的背景

下，结合市场与学生实际，以全面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与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减轻教师工作量、科学合理

对教师特性能力进行侧重培养为主要目标而进行的。《大学

计算机基础》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慕课教学团队的慕课视频

制作通过讲解演示就可以完成，配合线下实践练习，以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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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下问题讨论与测试,完全符合慕课建设的基本需求[2]。

2  以课程资源共享为基础的《大学计算机基础》

慕课课程开发与应用研究的基本步骤(Basic 
step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OOC of College Computer Foundation based 
on course resource sharing)

2.1  研究《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在高校教学中的应

        用价值

(1)《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性质定位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是面向大学一年级学生开设的

计算机通识类课程。其教学内容涵盖计算机基础知识、操作

系统原理及应用、计算机网络基础及应用、办公软件应用等

各专业学生工作、生活必备计算机知识与技能。教学内容多而

繁杂，既涉及相关计算机理论也重视计算机的基本实践应用。

(2)慕课在解决现有《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存在的主要

问题上实现无缝对接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在通常开设在大学的第一学

期，授课对象主要为非计算机专业新生，一般每个教学周开

设3或4学时(包括理论与实践)。由于课程教学内容繁多、涉及

面较广、兼顾理论与实践导致理论与实践课时均存在不足现

象。虽然在多年教学改革过程中不断进行了调整，但一直没

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该课程中采用慕课教学方式可使原有课

时量只用于线下翻转课堂的教学实践，主要理论授课内容与

教师任务演示由学生在线上自主学习完成。教师可以在慕课

平台上进行必要的学习监控，也可以在线下课堂测试与实践

环节中对学习效果进行了解。这在根本上解决了教学学时不

足的问题。

(3)慕课能够满足《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团队中教

师个人特性的发展

要想满足学生的需求并收到良好教学效果，需要慕课课

程的制作团队在课程前期设计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

课程运行过程中，课程团队也需要根据学习数据分析和反馈

对课程进行螺旋式动态调整。因此，团队化运作方式是一门

精心设计的慕课必不可少的支撑。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由于其公共基础类课程的性

质，决定了该课程受众学生数量多，间接也决定了参与该课

程授课教师的人数也较多。这满足团队化运作的基本条件，

也具备在《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教学团队中根据个人特长

进行角色扮演的基本条件。有的教师语言生动、内容讲解到

位、逻辑性强，擅长课堂教学。这在该课程的慕课教学团队

中可以扮演慕课视频主讲教师的角色。有的教师善于与学生

沟通，具备积极为学生答疑解惑的热情与时间，可以在本课

程的慕课教学团队中扮演线上答疑和群体讨论的角色。有的

教师善长计算机及互联网应用技能，可以在教学团队中扮演

“系统工程师”的角色等。

2.2   研究《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课程的设计

(1)《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课程教学目标设计

在《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课程应用初期，主要针对的

是共享共建高校中在校大学生的SPOC课程应用，因此在满足

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基本教学目标的同

时也兼顾该慕课课程更广泛的应用，即面向在计算机相应理

论指导下，以计算机应用为主的各级各类人群的学习需求。

(2)《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课程策略设计

慕课的教学策略主要分为教学资源建设策略、教学活动

策略、教学流程设计策略三大部分。

基本的教学资源建设策略。基本教学资源中视频资源

最重要，每节课程视频时间不宜过长，要支持手机等移动终

端播放，最好配上字幕，同时提供文字稿本，以供不同习惯

的学习者选择。此外，还应根据情况提供教学大纲、教学进

程表、试题库、教案或演示文稿、重点难点指导、作业、参

考资料目录、案例库、专题讲座、素材资源库等内容，并对

上述内容提供上传和下载的功能。其次，为了今后该慕课课

程的成长，对于慕课平台的选择也必须满足一定条件，至少

应包含课程通知与课程介绍、教师信息、教学视频、学习资

源、讨论区、作业提交与成绩公布、自测习题库等[3]。

教学活动策略。这部分最重要的是如何开展在线练习、

小组协作、作业评改、交流讨论、互动答疑等活动，线下的

活动只能作为补充。对于该课程SPOC的应用，其主要教学活

动在于学生的在线自主学习与翻转课堂中的讨论、交流、练

习、辅导等活动。同时，由于慕课的学习人数众多，不可能

光依靠主讲教师来互动，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备助教，必

要时对教学团队进行管理、分工的同时进行考评与奖励。

教学流程的设计策略。本策略按照课前准备阶段、教学

实施阶段和评价总结阶段来设计。课前准备阶段主要是做好

课程设计、录制教学视频、选择适合的慕课平台等。教学实

施阶段如果主要应用的是SPOC，则应与学校教学计划相匹

配。教学评价包括对学习者的评价和对课程教学本身的评价

两部分。对学习者的评价主要由平时成绩与最后考核两大部

分构成。平时成绩所占比例应该比传统课堂教学中要大。对

课程的评价可根据平台提供的学习者学习活动的各种数据、

对学习者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以及网络和社会对课程的

各种反映等多种形式进行，有利于新一轮慕课开课时做出必

要的改进与调整。

3 《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课程的建设(Construction
     of the MOOC of College Computer Foundation)
3.1   慕课教学与研究团队建设

(1)团队成员的组成

慕课的建设需要多人配合，明确分工，团队协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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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校共享共建的形式。开始阶段共建项目成员应该包含

主讲《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多年的教师，在后续建设阶段

可以引入对该课程较为熟悉的助教。由于慕课属于网络课程

范畴，需要相关网络技术的支持，因此课程建设团队中还应

包含平台工作组技术人员，建议至少两人。此外，由于需要

教务处等部门各方面的协调沟通，因此也应加入教务管理人

员，至少一人。自此，该团队才能够满足慕课课程建设的需

要[4]。

(2)团队成员的分工

课程视频录制尽量由主持人一人完成，根据课程量选择

两人作为后备人选，但主持人授课比例不少于总课时量的三

分之一。线上答疑和作业修改主要由团队中的助教完成，团

队其他成员也负有答疑的责任，并共同接收课程反馈效果，

及时进行汇总分析。线下翻转课堂的授课与实践由教学计划

规定的原有教师独立完成。

3.2   慕课平台的选择

目前，做的比较好的慕课平台很多，“爱课程”就是其

中之一，因此可以选择使用“爱课程”慕课平台作为《大学

计算机基础》慕课课程的开放平台。这不仅是从平台使用的

熟悉度等方面考虑，也更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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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建设的高等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是中国

大学资源共享课的互动性在线学习平台。

3.3   慕课课时的安排

设计慕课时必须考虑学生的学习动力。如果课程时数过

长，学生的学习成效就会下降，进而失去学习的兴趣，即便

带有翻转课堂和较严格监控的SPOC也是如此。根据美国三大

慕课平台的实际运行效果和统计分析来看，课程周数集中在

4—10周的课程比较受欢迎。因此，要在每段课程视频录制时

间、课程周数和课程总学时数上进行控制。建议每节视频平

均10分钟，每周平均学习时数为5—6节(50—60分钟)，课程视

频总时数4—10小时。原有教学时数应用于翻转课堂教学，即

课堂反馈、讨论、软件的实践应用等。这样不仅解决了原有

课程内容繁杂、学时不足，以及实践学时占比不足的问题，

也为SPOC到受众更广泛的慕课打下良好的基础。

3.4   慕课课程教学视频的制作

(1)通过微课形成慕课或SPOC

近几年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以及慕课课程共建院校均开

展了多次“微课大赛”，要求选手选取某门课程的某个小节

或知识点，以小于10分钟的时间设计课程教学视频。教学视

频要符合微课“短小精湛”的基本要求。通过多人多次参加

此类比赛，积攒下一些课程相关内容的教学视频，其中又以

《大学计算机基础》为主[5]。论文研究者决定通过这些微课教

学视频资源为基础对多校共享共建《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

课程进行不断补充和整合建设，但与此同时慕课教学视频的

录制也还尽量以慕课教学团队中的一位主讲教师为主。如果

任务量过重，可以根据课程内容教学特长进行分配，但每章

内容最多只能是一位主讲教师录制。

(2)依据不同性质课程内容采用不同录制方式

由于《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内容涉及较为广泛，既

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等这样的纯理论内容，也包括办公自动

化软件应用这样的操作类内容，还包括计算机网络建设等这

样的实践类内容。因此，对于不同性质的教学内容要采用不

同的录制方式。对于纯理论和实践类课程内容可以通过“上

海卓越睿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到真实教学的课

堂进行录制，这样可以带有学生互动等真实课堂效果；对于

操作类课程内容，为了达到较好的录制效果，主要是在录制

基地的录制教室完成的，其中不满意的部分教师还可以通过

Camtasia Studio 6等录屏软件自己重新录制，再发给技术方

合成[6]。

3.5   慕课课程配套教学资源的建设

慕课并不是单纯的网络教学资源，尤其在高校教学中应

用慕课或SPOC，不仅需要线上的教学视频，还需要满足翻转

课堂的需要。在高校中应用慕课方式的课程教学必须符合高

校对课程教学的全部要求。

(1)线上测试与线下“机考”试题库的建设

课题共享共建学校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也多采

用某一公司的网络考试平台进行机器考核。由于人力财力等

客观因素的影响，考试题库的试题内容与教学实际都有或多

或少的不相符，而不能达到合理评价教学效果的目的。但目

前，随着多校间共建慕课课程工作的推进，以及课题建设

资金已到位，在建设慕课课程教学资源的同时也将对现有

试题库进行同步建设，进而不断完善试题库的内容，使之

更加合理。

(2)配套教材建设

对在线学习者而言，课程教材和讲义是很必要的辅助教

学工具。课程所用教材及相关教学参考资料使用超链接形式

呈现于慕课平台中。《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课程教学视频

以“二维码”的形式呈现在教材中，读者通过手机“扫码”

即可在线观看和下载[7]。

(3)测试与作业

《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课程使用的教学测试为视频嵌

入式测试与阶段测试相结合的方式。嵌入式测试主要是随堂

提问，可以设置一些较为简单的问题，仅检验当前学习内容

的测试题，这样可以让学生保持一定的注意力，以及检验自

己的理解程度，不计入学习成绩。阶段性考核与终期测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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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考”形式在线下的翻转课堂中完成。

作业及测试内容的批改在目前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慕

课课程的初步阶段，主要是教师与助教的人工批改。今后，

根据课程发展情况必须不断改变评测方式，即教师或助教批

改、系统自动评测和同侪评测。其中，教师主要批改有针对

性的、能够集中反映课程内容的测试部分，这样有助于教师

掌握课程整体教学情况；计算机主要批改客观题型；同侪评

测主要为不涉及大事大非的主观题，这样有助于形成一定范

围的讨论，满足协同学习的需要[8]。

4  慕课课程建设与应用过程中仍需解决的问题

   (Problems during the  construct ion and
      application of MOOCs)
4.1   技术支持与网络保障问题

慕课课程是因互联网而产生的，也是由互联网推动的。

由于校园网络建设的成本问题，使得学生不能免费在线使用

互联网设备，尤其是使用移动终端设备进行慕课线上的学

习。这一问题是《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课程建设与应用过

程中的主要问题。因此，网络设备和相关技术的支持是慕课

课程是否能有效应用的关键所在[9]。

4.2   学习习惯与学习风气的养成问题

调研同类院校的《C语言程序设计》慕课课程应用，以

及《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课程的建设应用中发现，虽然应

用的课程SPOC设置了监控机制和翻转课堂的线上学习效果检

验，但是由于部分学生学习习惯不良，没有按计划要求完成

线上学习任务而使整个慕课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让学

生养成线上学习交流，线下实践讨论的良好学习规律和习惯

是完成预期慕课教学效果的基本保障因素。

4.3   慕课建设期间教师工作量的调整问题

在《大学计算机基础》慕课建设最紧张的阶段，慕课教

学团队的主要成员是在没有缩减工作量的前提下完成的相关

建设工作，这也必然损耗慕课建设整体的质量。在后续的课

程应用中就出现了由于影响慕课教学效果而带来重复性工作

的问题，即对一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新设计、规划和录制。因

此，虽然慕课课程最终会减轻教师教学工作量，但是在建设

阶段教学团队的付出也是惊人的，这就需要在慕课建设开始

前合理地削减基本工作量[10]。

5   结论(Conclusion)
在互联网应用与移动终端普及的今天，在创新教育与个

性化学习理念引领的今天，在高等教育改革、课程教学模式

改革迫在眉睫的今天，慕课课程的引入与普及使得科技发展

与学习需求完美结合，也为我国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和挑战。高等学校和高校教师都应该以“互联网+教育”的背

景为推动，在教育理念、教育机制、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

各个方面进行调整，抓住机遇、共同努力，坚持深化课程建

设改革，为学生和终生学习者提供高质量的慕课课程，体现

出高等教育和高校教师的社会责任。

“互联网+”计划，集中反映了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趋势，

必将对教育教学产生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笔者针对在计算

机专业课程教学中综合运用传统和网络教学方式点滴的感悟

提出了几点教学方式探讨，随着“互联网+”背景下教学理念

和教学模式等的快速发展，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还有更为具

体的问题需要探索，在此仅作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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