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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逻辑学课程教学改革模式研究
——以肇庆学院为例

淮芳
肇庆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肇庆学院逻辑类课程引入 MOOCs 教学的影响及适应性研究（2014 年度肇庆学院质量工程项目教改一般项目  项目
编号：ZLGC201425  2015 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本科类）一般类教改项目）

高校的逻辑学课程有两大类，一类是专业课，即强调逻辑理论

知识的逻辑专业课程群；一类就是通识类的课程，即重在训练学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而逻辑思维能力并非讲授一门课就可以做到的，

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实训过程才可以。因此，除了开设相关理论课程

以外，还需要增加一定的实践教学环节以及在相关的实践课程中增

加逻辑思维的训练。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融入强化逻辑思维的部分，

能够从真正意义上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非简单的学一点知

识。肇庆学院的逻辑学课程分为三种：专业必修课（政法学院知识

产权学院的普通逻辑学等）、专业选修课（政法学院的批判性思维

等课程）以及校级通识课（逻辑与批判性思维）。MOOC 的引入自

2012 年的校级公选课也就是现在的校级通识课的前身开始，公选课

改为通识课时，结合 MOOC 授课的形式也延续下来。引入 MOOC 时该

公选课是校内第一门也是唯一一门结合 MOOC 进行教学的课程，在

逐步探索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调整教学方法等以适

应肇庆学院的实际情况。尤其今年春季学期，高校绝大多数课程采

用了线上授课，MOOC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

MOOC 以及与之配套的教学改革会越来越多。

1. MOOC 平台的使用情况
目前的 MOOC 平台包括超星、爱课程、中国 MOOC 等，平台功能

包括：课程视频观看、随堂测试、线上答疑、课外讨论、期末测试等，

并且可分别针对不同的方面进行实时监测，教师可实时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

1.1 MOOC 平台使用优越性
学生登录自己账号后即可进入所选课程，开始课堂视频的观看。

视频为逻辑学界有名的教授授课，理论功底深厚讲解清晰。学生若

有地方没有听明白也可以反复观看。这与课堂上课只能听一遍相比，

学生拥有更多的机会学会、掌握相关知识点。

平台有网页版本也有相应的 APP 版本，学生可以在手机安装学

习通等相应 APP 以便于自己可以随时随地观看视频、完成作业、答

疑等。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充分利用平时的碎片时间进行学习。

由于学生每次登录都有相应的记录，教师在通过教师账号登录

之后，就可以随时查看学生登录的情况、学习的情况等，这也比课

堂授课更能及时了解学生。并且由于平台有讨论版的设置，教师与

学生可以在线上交流，能够弥补学生在现实中找老师不方便的情况。

最后，与 MOOC 相结合的课堂授课，与 MOOC 是相互补充的。

MOOC 平台主要完成理论知识的讲解，课堂就能够留出更多时间进行

练习等课堂活动。教师的课堂时间更自由，可以安排课堂练习以把

握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教师的课堂安排也更自由，可以采用翻转

课堂等授课模式，在课堂上检验学生的课下学习效果，从而能够更

好的调整自己授课的内容、节奏等。而通过课堂的补充授课，也增

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1.2 MOOC 平台使用的局限性
由于 MOOC 平台毕竟是线上学习，虽然平台本身有各种防止外

挂的使用、防止学生只开不看的情况的措施，但仍然没有办法真正

将所有学生都维系在屏幕前。甚至本课程自开设以来，通识课的学

生中仍会有部分学生一次都不登录学习系统，从而导致课程不及格。

而此种情况即使是在课堂授课中也无法彻底改善，有学生逃课在目

前的大学里依然盛行不衰，这是一个普遍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MOOC 本身无法解决，或者说任何一门课程都无法彻底解决。

另外，即使是登录系统，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就是学生本人登

录，就像选修课课堂上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是学生本人一样。由此可

见，在现实课堂中会出现的问题，MOOC 也一样会遇到。

最后，在课堂授课环节，教师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去准备教学

游戏、教学素材等以加强课堂活动的实用性。而学生在课堂上则有

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但大脑却需要随时运转以适应课堂的节奏。

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可避免的有个别学生会尝试偷懒。在专业课这

类小班授课的课堂上，此种情况较好把控，教师可以随时跟进；在

通识课这种 100 多人的课堂上，教师就难以确认是否所有人都参与

进来。

2. 课堂授课情况
课堂授课是 MOOC 授课的有效补充，课堂形式包括教师授课、

学生讨论、翻转课堂的学生授课等。下面介绍几种课堂形式。

2.1 教师授课
某些学生不易自学的内容以及课程的开始阶段，教师需要进行

相应的理论教学以及课堂活动的主导。这一方面弥补了视频授课缺

乏互动性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能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视频之外课程之

内的知识。课堂活动的组织，增加学生的参与性，且为学生展示一

种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方式。此阶段，教师需运用自己的魅

力让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示范设置问题和提问的方式、向学生

展示另一种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授课方式，仍属教师主导，但问

题设置层层深入，引发学生的思考、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为接

下来的思考、讨论打下基础。

2.2 学生讨论
学生讨论分为随堂讨论、课前讨论和课后讨论。专业课小班教

学分组一般控制在 4 人左右一组，通识课大班教学可根据具体情况

分为 5-6 人一组或者以学院为单位等进行。

1）随堂讨论：课堂上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分组讨论，给出解答。

利用微信群等线上交流手段同时提交讨论结果，避免后回答的可参

考先回答的人的答案。需要教师设置能够引发学生思考甚至争辩的

话题，尤其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上课时学生必须按组坐，且前后

两排，这样才便于讨论。

2）课前讨论：教师将要讲解的知识点细化，分组讨论、讲解。

学生自己制作 ppt，由教师随意抽取小组中的成员上台讲授，组员

拍摄视频，课件及视频均需提交，以作为期末考核的部分依据。讲

解时注意问题的设置、听课的学生亦可提问，每次课的成绩由讲授

及提问两部分构成。

3）课后讨论。课程内容结束，小组讨论并共同完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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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主要运用在专业课的授课中，通识课一学期最多也就

一次两次，人数限制导致翻转课堂在大班授课中难以较好推行。

翻转课堂的运用主要依赖于课前学生对于相关知识点的把握，

课堂上再有学生对知识进行讲解，能有效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

解。并且教师可以针对学生讲解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来调整自己的授

课节奏。

3. MOOCs 的引入对于逻辑学类课程授课的影响

3.1 优越性
慕课的线上教学能够较好利用课下及碎片化的时间让学生学

习，学生选课率较高。并且本课程为最先在肇庆学院运用慕课教学

的，在本课程之后相继又有若干门课程采用传统与慕课相结合教学

模式。

慕课的运用为课堂实践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时间，因此能够课

堂上进行相应的教学游戏、思维导图绘制、翻转课堂等环节。这些

环节的进行虽然不能直接或者迅速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或批判性思

维，但终能够使得学生认识到自己在思考问题方面依然存在相应的

缺陷。例如思考角度不够多，考虑问题不够深入等。这些教学方法

也推广至相类似课程中，如演讲与口才等实践课中。

3.2 不足
没有更加贴合本校学生实际情况的 MOOC。目前所能用的 MOOC

主要为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优秀大学逻辑学专业的教授面向本校

尤其是本专业学生进行教学的视频，由于学生本身的教育背景及水

平的差异，MOOC 教学内容对于本校学生而言有些偏难、偏多。虽然

在课程开设时教师可以选择教学范围，但教学难度无法调整。

虽然 MOOC 平台有很多举措能够督促学生上网听课、完成作业

等，但学生尤其是通识课学生对于课程的认真程度依然很难把控，

一直都有学生选课之后一次都不登录学习平台，并最终导致本课程

不及格。

相应的课堂活动虽然能够引起大部分学生的兴趣并积极参与，

但也依然有部分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存在应付了事的情况。

3.3 对策
因应第一种情况最好的对策就是针对本校或相应的地方院校通

识教育的具体情况建设自己的课程。

课堂授课适当考核 MOOC 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此问题，

但需要考虑考核所需课时与线下授课内容所需课时之间的冲突。

专业课上学生的参与度很高，通识课中存在一部分学生凑学分

的思想，与采用什么活动无关，就是在课堂上做其他课程的作业。

在这方面，的确也还没有太好的措施。但课程出勤率还是能保证的。

综上所述，将 MOOC 引入高校逻辑学课程的教学，能够更充分

的利用课堂时间以强化学生的逻辑应用方面的训练，从而提升课堂

的有效教学。当然，线上课程也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但究其

原因却并非线上课程本身，而是学生的自觉性和自制力。在这方面，

依然需要教师继续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