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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POC的兴起为当今时代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文章以“水产饲料加工工艺学”

课程为例，引入SPOC教学理念，更新传统教学观念，创新教师教学模式，对理论课教学及教学考评进行

改革。搭建校外实践平台和开设实践教学课程，不仅弥补了理论课教学的不足，而且为创建高校和企业

紧密联系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开放式教育生态奠定了基础。通过理论课教学改革、开设实践教学课程、重

新设计考评体系，使得理论课和实践课教学及考评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创建了基于SPOC翻转课堂的“教

学考一体化”教学体系。文章总结了该课程教学改革探索的经验，并据此对其他课程通过建立SPOC翻转

课堂进行教学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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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SPOC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in today’s era.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quatic Feed Processing Technology” course as an 
example, introduces the SPOC teaching concept, updates traditional teaching concepts, innovates 
teacher teaching models, and reforms theoretical course teaching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Build-
ing an off-campus practice platform and setting up practical teaching courses not only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but als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a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and an open education ecosystem that closely links universities and enter-
prises.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urses, 
and the redesign of the assessment syste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systems are closely linked, creating a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 integration”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the SPOC flipped classroom.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explor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is course,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other 
course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POC flipped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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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智能技术的发展，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应运而生，改变了“师”与“生”的意义，

也使得“学校”和“教室”的概念被重新界定[1]。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在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

的基础上对选课学生专业背景进行限制，针对有一定专业基础的学生开设的专业性较强的在线课程，致

力于让学生系统性地学习专业知识[2]。SPOC 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时空局限性，通过 SPOC 网络教学

平台(以下简称“SPOC 平台”)，学生可以反复多次地学习 SPOC 课程，有利于学生对重难点知识的学习

[2]。SPOC 平台不仅为学生互相交流协作创造了条件，而且使得教师能够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也为过

程性考评提供了支撑[2]。翻转课堂从乔纳森·伯尔曼[3]和亚伦·萨姆斯[3]两位老师通过实时讲解的视频

帮助课堂缺席的学生补课起源，逐渐发展成为“课前看视频学习，课上作业讨论”的教学模式，将以“教

师为主体”的课堂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3] [4] [5]。教学模式的改变和课堂主体角色的转变，

使得教师与学生更好地交流沟通，让学生能够及时地向教师反馈学习中的困难与问题，也有利于教师了

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6]。翻转课堂使得教师从课堂讲学任务中解脱出来，让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关注学生课堂表现并对表现不好的学生进行及时的指导。利用 SPOC、翻转课堂创建“SPOC + 翻转课

堂”混合型教学模式，让两种教学模式优劣互补、相得益彰[2] [5]。一方面丰富了教学形式、激发了学生

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课堂学习效率。另一方面将教师从课堂上彻底地解放出来，使得其能够与学生充

分地互动交流并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更有效的督促。但在以往基于“SPOC + 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中，

SPOC 平台的过程性考评机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导致其没有充分发挥督促、激励等实质性作用[5]。 
水产饲料加工工艺学课程内容涉及工程设计、机械工程和食品工程等内容，具有典型的工科学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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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特点。本课程所使用的教材是由龚利敏教授主编的《饲料加工工艺学》，该教材的内容基础性、系统

性较强。正因如此，农科学生学习该课程的难度较大。加之以往采用教师主导课堂的教学模式进行“灌

输式”教学，使得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较低，造成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不够深入。此外，该课

程考评机制存在终结性评价分数占比较大，过程性评价主观性强、实时性低等问题。以往该课程只开设

理论教学课程，导致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较弱、对水产饲料加工行业前沿知之甚少。本文试图通过创建由

SPOC 课程引领进行过程性考评的翻转课堂进行教学改革，进而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提高校教学质量[7]，
使得该课程教学满足为新农科培养高质量人才的要求。 

2. 教学改革方案 

理论课程教学以 SPOC 翻转课堂为基础，融入案例式教学、任务驱动教学、课程思政教学等理念，

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课堂流程三方面进行系统的教学改革，使得其教学内容更有利于农科学生学习，

并使其教学方式更能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开设基于 SPOC 翻转课堂的实践课程，让学生在

实践中将教材理论知识和行业前沿实践联系在一起，从而弥补以往该课程教学重理论、轻实践的不足。

利用 SPOC 翻转课堂和多元的考评机制，将理论课教学、实践课教学、考评机制有机联系在一起，实现

以教促学、随学随考、以考助教，从而形成“教学考一体化”教学体系，进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8]。 

2.1. 理论课程教学改革 

将 SPOC 教学理念引入理论课教学，改变以往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教学观念，让学生成为课堂

的中心[9] [10]。以案例式教学、课程思政教学思想为指导，重新规划理论课教学内容并制作与其对应的

SPOC 课程。在任务驱动教学思想的指导下，以学生的“学”为中心，重新构建教学流程[10]。 

2.1.1. 教学模式设计 
如图 1 所示，理论课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知识内化为导向，进行任务驱动教学，创建基于 SPOC

翻转课堂的理论课教学模式。教学团队通过 SPOC 课程将生产案例、基础知识、案例分析、知识体系这

些教学内容向学生逐步呈现，并且利用 SPOC 平台布置小组汇报、随堂测试等任务推动课堂各个环节有

条不紊的进行。学生自由选择成员组成若干学习小组，通过小组协作完成教学任务、进行小组讨论，从

而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主导翻转课堂。学生小组自主学习 SPOC 课程，通过生产案例学习基础知识，然

后运用所学知识再对生产案例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将由教材基础知识和生产案例构建的知识体系内化[11]。 

2.1.2. 教学内容规划 
创建教学案例库，建立案例–章节对应体系。教学团队通过搜索网络资源检索出有关饲料生产安全

的新闻报道、水产饲料加工设备改良、水产饲料加工工艺优化等方面的案例，从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

经典性、综合性、即时性、拓展性、关联性等特点的案例[12]，进而创建教学案例库。随着网络资源的更

新，教学案例库不断吸纳新的案例，使其能够跟上水产饲料行业发展的脚步，与时俱进。根据生产案例

与教材章节内容的相关性，将教学案例库中的案例按照教材章节划分进行分类汇总，进而建立案例–章

节对应体系。 
依据案例–章节对应体系，规划 SPOC 教学内容。以案例–章节对应体系为基础，将所讲授的内容

以教材章节为单位进行划分，制作与之相匹配的 SPOC 教学内容，每次课程全面系统的呈现其中一个部

分的内容。每次课程的 SPOC 教学内容分为课前和课堂两部分，课前 SPOC 介绍水产饲料生产具体案例

并将教材知识点讲解嵌合其中，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逐渐呈现对应的章节基本内容。课堂 SPOC 承接

课前，对这些案例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将所蕴含的教材知识点系统化，构建对应章节的知识体系。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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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内容和教学案例，广泛联系饲料行业发展史、社会焦点、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素材，并将其融入到 SPOC 教学内容中，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习思政教学内容[13]。 
 

 
Figure 1. Theory course design diagram 
图 1. 理论课教学设计图 

2.1.3. 教学流程重构 
整体教学流程重构。教学团队将整个理论课教学流程分为课程导学、理论教学、期末测试三个部分。

第一次课程进行课程导学，教学团队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流程、作业考核、考评要求、课堂纪

律进行课程介绍，将学生小组信息录入 SPOC 平台、确定学生小组讨论主题，最后发布 SPOC 课程。期

末测试在最后一次课程进行，测试类型为闭卷考试。从第二次课程开始至期末测试前为理论教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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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小组在 SPOC 课程的引领下学习教学内容、完成教学任务。 
理论课教学流程重构。根据理论课教学内容规划的特点，将理论教学部分的每次课程设置为独立的

教学单元，并将其教学流程分为课前和课堂两部分。每个教学单元由选择本次课程讨论主题的学生小组

主持，主持小组在课前 SPOC 引领下完成主题汇报、回答其他小组的问题，并且组织其他学生小组学习

课堂 SPOC、完成随堂测试等任务。其他小组学习课前 SPOC 之后，通过 SPOC 平台向主持小组提出问，

并在主持小组的组织下进行一系列课堂任务。任课教师在学生小组讨论完之后，对讨论过程进行评价，

对课堂表现优异者进行加分激励，对课堂 SPOC 内容进行和随堂测试题进一步讲解，最后对本次课堂教

学进行总结。 

2.2. 开设实践教学课程 

教学团队联系长期合作的水产饲料生产企业共同打造稳定的实践教学平台，聘请企业高管、饲料设

备工程师等企业人员作为校外导师，与校外导师共同开设实践教学课程。 

2.2.1. 教学模式设计 
如图 2 所示，实践课程教学以实践为中心，通过 SPOC 平台和实践教学平台进行校企联合教学，创

建基于 SPOC翻转课堂的实践课教学模式。教师和校外导师通过 SPOC课程引领学生参与企业实践活动。

学生自主学习 SPOC 教学内容，通过小组协作完成企业实践教学任务，将理论知识运用到企业实践中，

形成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知识体系。 
 

 
Figure 2. Practical class teaching design diagram 
图 2. 实践课教学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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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教学实施方案 
教师与校外导师联合录制 SPOC 课程。课程中，教师讲解实践教学背景和流程，强调安全事项，发

布教学任务，校外导师介绍实践教学平台，讲解教学内容。在前往教学基地进行实践活动之前，学生小

组完成 SPOC 课程学习，学生小组根据学习兴趣和 SPOC 平台提供的信息，选择校外导师和实践岗位，

通过与校外导师交流明确实践教学任务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教学团队带领各个小组的学生前往实践教学

基地开展实践活动。学生在校外导师的带领下进行企业参观，了解企业生产前沿现状。校外导师为学生

讲解具体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带领学生完成工作体验，并向学生分享工作经验和职业感悟。学生小组

协作逐步完成实践教学任务。 

2.3. 教学考评机制改革 

围绕理论课程教学和实践课程教学需求重置考评项目，在以往终结性考评的基础上设置过程性考评

项目，通过调整分数占比使得终结性考评、过程性考评充分发挥其各自独特的作用，再通过 SPOC 平台

改革考评方式、设立奖惩机制，最后将过程性考评、终结性考评、奖惩机制三者融合在一起，从而构建

多元的考评机制。 

2.3.1. 考评项目重置 
改革后的理论课程和新开设的实践课程，均通过 SPOC 翻转课堂进行任务驱动教学，学生通过小组

协作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考评机制需要在考察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状况的基础上，能够起到督促学

生学习 SPOC 课程、鼓励学生进行小组协作、保证教学流程的正常进行、增加学生对实践课程的重视等

作用。教学团队根据其需要重新设置考评项目并调整其分数占比。重置后，过程性考评项目包括考勤、

SPOC 完成度、线上作业、小组汇报、小组讨论、随堂测试，终结性考评项目包括期末测试、实践课程

大作业，过程性考评分数和终结性考评分数占比分别为 60%、40%。各考评项目分数占比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Assessment item score proportion chart 
图 3. 考评项目分数占比图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2100


韩凤禄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2100 635 创新教育研究 
 

2.3.2. 考评方式改革 
教学团队通过 SPOC 平台实时统计学生的考勤、SPOC 完成度、随堂测试分数，线上作业、小组汇

报、小组讨论由任课教师随堂打分并实时录入 SPOC 平台。利用 SPOC 平台对过程性考评进行实时评价，

改变了以往任课教师在课后通过回忆学生的课堂表现对过程性考评项目打分的方式，大大提升过程性考

评项目的评价效力，也使得其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2.3.3. 奖惩机制设立 
采用总评分加分和按比例扣分等规则建立奖惩机制。通过总评分加分的方式，奖励在课堂上表现表

现优异的学生小组。例如：根据课堂主持情况和小组汇报表现对主持小组加分，加分上限设为 5 分；对

小组讨论、交流答疑中表现优异的同学小组加分，每次加分 1~2 分，加分上限设为 5 分。利用 SPOC 平

台设置扣分规则，对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学生进行惩罚。例如：在每一节 SPOC 课程截止时间之前没有

完成学习，将扣除该节课程所占分数的 50%。奖惩机制的设立进一步激励和督促了学生，使其自觉地按

照要求进行教学活动、完成学习任务。 

3. 结语 

SPOC 翻转课堂让沉闷的课堂气氛活跃起来，任务驱动教学、案例式教学让学生忙起来的同时不断

地进行思考，多元的考评机制为教育教学改革保驾护航。通过“SPOC + 翻转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的教

学改革方兴未艾，基于 SPOC 翻转课堂创建“教学考一体化”教学体系将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趋势。本

文基于创建水产饲料加工工艺学课程教学体系的经验，为其他各类课程基于 SPOC 翻转课堂进行教学改

革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根据教学实际情况进行教学改革，在利用 SPOC 进行教学改革时首先分析教学内容的特点、

归纳教学问题，然后设计满足实际需求的教学模式。 
二是，根据教学内容和 SPOC 教学的特点进行教学内容规划、教学流程安排，使得每次课程的 SPOC

课程内容、教师讲授内容等各部分教学内容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整体，并通过一个个教学环节逐步地呈现

出来，让学生由表及里、从点到面逐渐深入地学习教学内容。 
三是，根据教学的具体需要，慎重选择考评项目，合理分配考评分数，利用灵活的考评方式，构建

与教学体系相匹配的考评机制，才能使考评机制起到实质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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