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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适应21世纪人才结构转型，应对产业结构转型及技术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高

技能人才，以促进深度学习为目标，本文基于MOOC + SPOC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面向深度学习的信息技

术课程混合式教学实践，并从课程成绩对比、深度学习效果、学生满意度三个方面进行教学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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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talent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for talent training, to train 
high-skilled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ability, and to promote deep learning as the goal, based on the 
MOOC + SPOC mixed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implements the mixed teaching practice of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course for deep learning,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mparison of course results, the effect of in-depth study and the degree of student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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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再次强调加强具备创新能力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1]。传统课堂大部分学生只关注技能操作的模仿，仅

仅了解“如何做”，缺乏对操作方法和技能原理的深度思考，因此导致学生停留在浅层认知阶段，知识

迁移和创新能力不足[2]。深度学习作为备受关注的新型学习方式，正在引领教育领域的变革。它是培养

学生高阶思维的重要途径，旨在培养学生的能力，使学生由识记、理解等浅层学习表现向迁移运用、复

杂问题解决、反思评价等深度学习的高阶能力转变。 

2. 深度学习 

1976 年，瑞典教育心理学家马顿(Marton)和赛尔乔(Säljö)首次提出“深度学习”这一概念，用于描述

学习层次，通过研究发现相对浅层学习，深度学习对观点的理解明显更加深入，这一发现推动了深度学

习理论的发展[3]。深度学习强调新旧知识之间的关联与深层次理解，强调知识迁移应用与创新，注重高

阶能力培养[4] (表 1)。 
 

Table 1. Differences between deep learning and shallow learning 
表 1. 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的区别 

维度 浅层学习 深度学习 

学习目标 记忆、理解的低级认知层次 运用、分析、评价、创新的高级认知层次 

学习动机 低情感投入的被动学习 高情感投入的主动学习 

学习方式 
基本概念、基础知识浅层认知， 

缺少反思，不使用元认知技能 

强调新旧知识的关联及深层次理解， 

注重反思，使用元认知技能 

学习结果 低级技能认知水平与低阶思维 高级认知技能水平与高阶思维 

3. 基于 MOOC +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是一种结合线上和线下教学优势的新型教学方式。2003 年我国何克抗教授首次将混合式

学习引入国内后，诸多学者对其展开研究。基于 MOOC +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一种结合了大规模

在线开放课程(MOOC)和私有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优点的新型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将在线学习

和面对面教学的优点结合起来，在标准化 MOOC 基础上针对学生专业不同融入差异化学习内容建设个性

化 SPOC。本文结合文献[5]提出的 MOOC +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面向深度学习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4. 教学实践 

4.1. 教学准备 

教学实践共 24 周，为了详细说明面向深度学习的 MOOC + SPOC 混合式教学实践，通过对同一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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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采用参与教学实验前后的学习成绩、深度学习能力、学生满意度 3 方面进行教学实践效果分析。 

4.1.1. 课程分析 
《信息技术》课程是高职学生必修或限定选修的公共基础课程，是提升学生信息素养，增强学生在

信息社会的适应力与创造力以及学习相关专业知识的重要基础。依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信息技术课程标

准(2021 年版)，结合人才培养要求，开发课程标准，注重课程核心素养培养。 

4.1.2. 教学对象分析 
(1) 教学对象选择 
本轮实验从我校 2022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土化培养班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选取 24 名学生作为教学实

践对象。 
(2) 教学对象分析 
针对实验对象通过 MOOC 教学平台学习数据、课程调查问卷，上机测试等方式对学生情感态度、计

算思维、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学情进行综合分析，在学习基础方面，学生能熟练使用手机、平板等移动

终端，但不熟悉鼠标、键盘操作。91.6%的学生高中阶段未系统学习过信息技术相关课程，只有 4.2%的

学生经常接触计算机。在认知能力方面，学生能根据视频模仿操作，但缺乏创新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87.5%的学生不了解计算思维，只有 2.1%的学生使用过信息工具解决实际问题。在学习特点方面，学生

渴望学习与未来工作岗位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并支持使用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进行学习。 
(3) 教学对象分组 
为促进深度学习，根据“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将学生分成 4 组，每组 6 人。每个小组选

出一名组长，协调任务分工，配备一名观察员，在特定学习活动中观察、记录学习情况。 

4.1.3. 教学目标 
面向深度学习的教学目标需要由易到难，层层递进，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课程总体目标是使学生掌

握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学会信息技术操作技能，能够实现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具体教学目标如下： 
(1) 知识目标 
掌握常用信息获取工具使用方法，了解新一代信息技术； 
掌握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学会数据整理、统计等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掌握各类文档的制作方法，学会高效编辑文档的方法； 
掌握演示文稿制作技术，学会模板设计方法；学会视觉提升、动态实现技巧。 
(2) 能力目标 
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信息获取； 
能够对数据进行透视分析及数据可视化； 
能够根据实际应用设计和制作文档； 
能够根据主题设计、制作内容丰富、美观大方、具有动态效果演示文稿。 
(3) 素质目标 
具备信息意识、计算思维、创新应用、社会责任信息技术核心素养； 
具备演示思维逻辑、团队合作能力。 
(4) 教学重点与教学难点 
数据透视分析、演示文稿设计； 
使用信息技术创新工作思维和方法，提高工作效率。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448


胡平霞 等 
 

 

DOI: 10.12677/ae.2024.143448 811 教育进展 
 

4.2. 教学实施 

4.2.1. 教学任务设计 
在深度学习理论指导下根据实际工作问题设计教学任务序列，充分利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MOOC)、

个性化课堂(SPOC)等资源开展教学，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培养学生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学会使用信

息工具，能够综合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根据课程标准及教学目标，设计 6 个教学项目：信息检索与信息素养、信息处理之数据处理、信息

处理之文字处理、信息处理之演示文稿设计与制作、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应用。每个教学项目结合学生专

业设计不同的教学任务，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通过 MOOC 学习完成基础知识点和基本技能点的学习，

即浅层学习。各个教学项目之间，以及每个项目里的教学任务之间存在递进关系，知识点、技能点的存

在强关联，因此通过项目、任务的具体课堂实施完成知识点、技能点之间的关联和迁移应用，即深度学

习。 

4.2.2. 教学活动设计 
面向深度学习的教学活动设计注重基础知识点与基本技能的学习，通过环环相扣的课堂活动实现由

浅层学习到深度学习的进阶，促进知识、技能的迁移与创新应用，注重个人活动与团队活动的融合，促

进个人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发展。 
教学活动由知识建构，知识迁移与知识拓展三个阶段构成，形成新知识获取，知识深度加工，评价

反思的深度学习路线，实现知识层面，能力层面，素质层面的深度学习目标。 
知识建构阶段，学生根据学习任务单主要依托 MOOC 完成视频学习、在线讨论及交流、课前测试等

在线学习任务，教师进行学习督促指导与交流。知识迁移阶段主要依托 SPOC，通过任务导入、任务分

析、任务实施、任务展示与评价、任务总结实现强化新知及迁移应用。知识拓展阶段通过即使问题反馈、

MOOC 个性化资源推送，课后任务拓展实现知识、技能创新应用。 

4.2.3. 教学实施 
根据面向深度学习的教学活动设计，抽取项目二信息处理之数据处理任务 5 动态图表为例，展示具

体实施过程。 
(1) 知识建构 
教师借助 MOOC 发布课前学习任务、课前测试等学习活动；学生课前学习指定视频、富文本资源并

完成测试，为课中学习做准备。 
(2) 知识迁移 
① 教师基于岗位工作流程创设情境，通过情境导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通过引导设问，在 SPOC

中开展讨论，引发如何完成任务的深度思考。 
② 教师引导回顾透视表操作细节，分析实现动态图表的核心步骤，学生在新知构建和教师分析基础

上，实施个人任务。 
③ 教师引导回个人任务中的操作细节，总结动态图表操作方法，并发布团队任务；各小组通过讨论、

分析、设计任务实施方案，实施团队任务，教师巡回指导，对共性问题进行统一示范，对个性问题进行

一对一指导，促进知识迁移应用，推进深度学习。 
④ 教师引导各组上传小组作品至 SPOC，学生根据评价指标开展组间互评；教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

品开展作品点评，教师引导学生开展自我增值评价和课堂反馈，进一步促进学生深度思考与深度学习。 
(3) 知识拓展 
教师全面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即时推送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及个性化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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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任务，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自主学习，有方向性地进行拓展学习，巩固和拓展学习成效，强化深

度学习成果。 

4.2.4. 教学评价 
(1) 评价方式 
面向深度学习的学生学习效果评价采用多元评价主体、多维评价内容，强化学生深度学习路线中的

过程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结合总结性评价对学生知识、技能层面、能力培养层面、素养发展层面等学习

结果进行综合评价[6]。教学实施前，明确需要取得的任务成果；依据任务成果设置考核节点，组建课内

教师、校内专业教师、学生组成的多元评价主体，构建“多维 + 多元”的全过程考核方式。探索增值评

价，通过分析学生任务目标达成情况，结合教学过程中学生互动情况、问卷调查反馈情况等，及时改进

教学方法，督促学生依据目标达成度开展个人学习改进措施。通过“多元 + 多维”评价，以学定教，及

时优化调整教学设计，增值评价鼓励学生进行深度学习，促进知识的迁移运用，达到深度学习效果。 
(2) 评价标准 
深度学习注重学习结果评价，更注重学习过程评价。面向深度学习的评价标准参考深度学习能力，

建立评价标准。其中过程性评价贯穿学习全过程，主要包括课前视频学习、在线测试，在线讨论等知识

建构阶段 MOOC 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数据，知识迁移阶段课堂考勤、课堂互动、随堂检测、任务提交等

SPOC 学习记录以及任务展示评比等情况，知识拓展阶段个性化学习、课后拓展创新任务完成情况等。

总结性评价主要是课程综合性任务以及课程考核(表 2)。 
 

Table 2. Evaluation criteria 
表 2. 评价标准 

评价类型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对象 评价主体 

过程评价(60%) 

课前(20%) 

资源学习(40%) 
个人 

课内教师、组长 课前测验(40%) 

主题讨论(20%) 个人 

课中(60%) 

课堂考勤(5%) 个人 

课内教师、专业教师、组员、组长 
课堂互动(15%) 个人、小组 

个人成果(45%) 个人 

小组成果(35%) 小组 

课后(20%) 
个性化资源学习(40%) 个人 

课内教师、专业教师、组长 
个性化拓展成果(60%) 个人 

总结性评价
(40%) 

上机测试(60%) 阶段性上机测试(100%) 个人 课内教师 

结业考试(40%) 结业考试(100%) 个人 课内教师 

5. 教学效果 

5.1. 课程成绩对比分析 

教学对象共 24 人，通过记录、对比本轮教学实践过程学生测试情况，发现学生各项目间的测试的平

均成绩处于平稳上升状态，且后测成绩明显高于前测成绩，知识点合格率为 100%，优秀率为 87%，技能

目标达成度合格率为 100%，优秀率 67%。学生的作品设计中体现了更好迁移创新能力，任务展示过程中

呈现更好的团队协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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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深度学习效果分析 

对课程学习中视频学习、主题讨论、课堂互动等在线学习活动形成的过程性数据进行分析，MOOC、
SPOC 学习任务完成率均为 100%，说明学生乐于接受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学习活动，有利于深度学习的

发生。视频学习时间反应学生深度学习参与度[7]，学生视频学习时间比率为 124%，视频观看时长平均

比率为 107.5%，学生视频学习的最长时长超过了视频总时长，因此学生在学习视频时对感兴趣或者疑惑

点视频反复观看，视频能够激发、促进深度学习。主题讨论及课堂互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深度学习

的积极性，MOOC 主题讨论共 72 个，精华话题 10 个，累计参与话题数 1080 人次，SPOC 人均课堂互动

16.2 次，主题讨论及课堂互动为学生提供了深度思考与学习交流的空间。 

5.3. 学生满意度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对参与实践的 24 名教学对象从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实施等方面进行调研，教学

内容认同率为 95.8%，教学设计认同率为 87.5%，教学实施认同率为 91.6%，整体认同率为 91.6%。通过

面对面访谈，大部分学生表示在线学习资源对个性化学习有帮助，主题讨论能够促进深度思考，小组任

务对协作学习有帮助，加强了深度交流。 

6. 结语 

教学实践表明 MOOC +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对知识建构、知识迁移、应用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对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有促进作用，对学生的学习方式从浅层

学习到深度学习的转变有促进作用。 
本轮教学实践时间短，教学对象范围小，下一步可以扩大研究范围为实践结果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数

据，持续优化教学模式。深度学习强调高阶思维能力，重视学习过程，培养学生能力，MOOC + SPOC
的混合式教学为深度学习提供了可参考的深度学习路线，如何将混合式教学与深度学习深度融合需要在

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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