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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问题分析

薛超颖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告诉发展，我国建设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在线开放课程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线开放课

程作为一种现代教学手段，为传统教学提供了很好的补充，激发了学习者的积极性，而且可实现资源共享，具有重要的实

践价值。本文在阐述了高职院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现状上，提出了校企合作流于形式造成资源建设质量不高、课程建设定

位不明确造成教学应用不充分、学情调研不足导致教学效果不佳、评价主体单一导致评价体系不完善等四个方面进行问

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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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China has built the world’s largest online open course and has at-
tracted wide attention.As a modern teaching means,online open course provides a good supplement for traditional teaching,stimulates 
the enthusiasm of learners,and can realize resource sharing,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I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nline open course c 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put forward the cooperation become a mere formality cause 
resource construction quality,course construction orientation is not clear cause inadequate teaching application,insuffi  cient learning 
research lead to poor teaching eff ect,the evaluation subject single evaluation system is imperfect four aspects,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online open course;problem
本文系2022年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立项项目重点资助教改课题“教育数字化转型视域下高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及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22JXB003）的研究成果之一。

2015年4月13日，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

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教高〔2015〕3号）文件

发布，文件提出以“立足自主建设、注重应用共享、加强

规范管理”为基本原则，采取“高校主体、政府支持、社

会参与”的方式，集聚优势力量和优质资源，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在线开放课程的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从而明确了

我国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思路。2018年7月教

育部办公厅发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8年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18〕44

号），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共享研

究。201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职教20条）指出：遴选认定一大批职业教育在

线精品课程。近几年，各大高校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鼓

励教师建立在线开放课程，不断加快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速度。在线开放课程的开发和建设是信息技术和教育的

深度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人才素养和

提高教学质量的必然要求。

1 高职院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现状

在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政策引领下，我国建设了世界上最

大规模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在线教学

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在线教学发展方案，建成了众多

各级在线开放课程，完善了30余家课程平台体系，获得了

各大院校的高度重视。

1.1 在线开放课程平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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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部关于建设在线开放课程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目前国内已建成了一大批由高校、企业或职教联盟等为主

体建设的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如超星、华文慕、爱课程

等。经过近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各大平台也都能根据管理

者、学校、教师、学生以及其他社会工作者对平台使用行

为路径的需要，进行了科学的设计和规划，基本上实现了

功能齐全、使用规范、体系完备的要求。

1.2 各大高职院校重视

为了顺应国际国内教育信息化发展潮流，推动高职课堂

革命，落实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满足多元化的要

求，各大高职院校大力发展在线开放课程。从筹建管理机

构、出台相关政策到给予资金扶持等保障措施，并且在年

终考核、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一些列工作中加以落实，

极大提升了教师建设在线开放课程的积极性。

2 高职院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在全国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取得了斐

然的成果。然而，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职业教育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还存在“建”与“用”的难题，主要存在

以下几个问题：

2.1 校企合作流于形式造成资源建设质量不高

目前，在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中，部分高校与企业的课

程建设合作项目流于形式，校企双方的动作停留在研讨会

上，没有加强围绕真实工作任务对课程进行重构、将企业

元素融入课程等问题的研究。企业只是为了获得“XX高校

合作单位”等类似头衔，方便自己招聘更多优秀毕业生，

从而解决自己用工难的问题。高职院校则热衷于通过校企

合作在资金、场地等方面获得企业的支持，并没有本着培

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目的，与企业加强研究，依据

岗位任务确定教学内容。对于普通老师而言，没有根据行

业企业实际需求，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与企业专

家开展课程重构整合等工作的研究，只是一味地完成课程

建设任务。

2.2 课程建设定位不明确造成教学应用不充分

在教育部门的政策引导下，尤其是2020年疫情发生后，

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

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实现“停课不

停教、停课不停学”。各高职院校都积极参与到在线开放

课程的建设中来，达到了人人参与、课课建设的层度。对

于学生来说，新增了线上学习的平台和增加了互动的机

会。但是教师由于课程建设的目的模糊，对于课程建设的

定位不清楚，搞不清楚究竟课程建设是用于学生线上补充

学习，还是用于学生在线自学，亦或用于社会人士自学，

最终导致很多在线开放课程为了建课而建课，老师制作的

教学资源并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用途，在线课程使用效果

较低，教学应用不充分。

2.3 学情调研不足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高职院校在线开放课程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学

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不过，许多高职院校在建设时，缺少

针对高职院校在校学生的学情调研，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学

习习惯和思维方式，造成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教师存在课

程设计、互动内容安排、互动技巧等方面的问题，课程中的

在线交流与互动环节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优势，在学生

学习过程中，缺少教师的有效指导，学生们对于在线课程的

反馈多数是课程资源琐碎、结构不清晰、讲解冗杂、学习深

度不够等，导致在线课程的应用效果不佳。

2.4 评价主体单一导致评价体系不完善

从实际情况来看，管理者、专家、教师和学生应该成为

高职院校在线开放课程的评价主体。但我国目前现行体制

下，无论是国家级、省级还是市厅级，甚至校级精品课程

任然是由专家评定，评价结果也由专家决定，教师和学生

被排除在整个评价体系之外。教师，作为教学工作的执行

者，只能被动地被评价。课程有没有吸引力，能不能激发

学生的兴趣，能否培养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学生才是最佳的评价主体，但是学生，作为

教学的对象，同样被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

3 高职院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策略

3.1 校企合作落到实处，提升资源建设质量

校企双方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尽所能，对高职院校

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起着指导、激励以及考核评价的功能。

政府是桥梁，并以监督者的身份，强化监督者的职责，参与

到校企课程开发工作中来。企业为高职院校课程建设提供实

践条件，指导老师学习企业文化，学习研究生产实践中新技

术新产品新工艺等相关专业技术技能。高职院校起着培养人

才的作用，通过教师进企业调研学习，搭建课程建设平台，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企业文化以及企业生产实践中的

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等相关专业技术技能糅合到课程资源建

设中，为学生提供优秀课程资源，通过优秀课程资源的教学

传播，为企业培养优秀人才，使培养的人才符合企业需求，

最终实现校企双方共赢的目的。

3.2 明晰课程建设定位，提升教学应用效果

随着高职院校在线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已经逐步发展到

在线课程促进学习体验提升和教育场景创新的层次。要想

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以“应用驱动、建以致用”的理念

来促进在线开放课程对教育教学改革的创新作用，从而解

决高职院校在线开放课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升在线开

放课程的教学应用效果。

要想建设好在线开放课程，一定要明确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的目的和作用，做好课程建设的定位。目前高职院校建

设的在线开放课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上线下联合使用

的，这类课程是以线下教学为主，线上教学为辅的教学模

式，这类课程在设计和建设初期，就应该明确以拓展性教

学资源为主的目标，重点提供上课时的知识拓展、重难点

解决、课程资源和案例分析等，不需要录制全部课程的授

课视频；另一类是纯在线教学，这类课程主要面向学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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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士，提供在线课程的全部学习资料，这种情况需要提

供全部课程的授课视频、其他资源以及课程的测试等。明确

了课程建设的目的和作用，才能建设出有特色的课程资源和

课程功能，才能提升在线开放课程的教学应用效果。

3.3 充分做好学情调研，切实提高教学效果

2022年，教育部组织教育专家和技术专家开展深入调

研，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究“刷课”问题成因、对策，抓

住关键环节，出台了《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

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的若干意见》，其中推出的

部分举措有提升教师教学质量和严格学生学习和考试纪律。

这些举措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教师充分做好学生学情调研工

作，综合调研学生的生源地、生源层次、生源状况和学习态

度等情况，从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兴趣入手，结合学生学情

设计适合他们的典型工作岗位任务，总结出岗位所需的实践

操作技能和理论基础知识，从而构建课程体系，并以这些岗

位任务、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为载体，进行课程整体设计。

在课程整体设计过程中，将岗位需求的知识点、技能点进行

教学单元拆分，在满足不同学情同学个性化需求的同时，根

据拆分出的知识点或者技能点制作教学资源，如微课、

动画、测试题、教学资料等，从而达到切实提高教学效

果的目的，详情见图一：课程建设。

3.4 多评价主体融合，完善评价体系

参考教育部颁布的“2012年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评审

指标体系（高职）”文件和李云龙博士在“高职院校在线开

放课程多元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一文中的研究成果，结

合调研情况，可以将评价体系分成四个评价主体：教育专

家、授课教师、学习者、管理人员。其中，教育专家就在线

开放课程的教学设计和教学队伍等两个一级指标，围绕课程

定位、学习目标、教学方法、学习进度、负责人、团队组成

等六个二级标准进行评价；授课教师就教学资源这个一级指

标，围绕教材、教案、教学视频、演示动画、实训项目和教

学资源拓展等六个二级指标进行评价；学习者就在线开放

课程的交互性这个一级指标，围绕课后练习、答疑、讨论系

统、作业提交、管理系统、考核方法等六个二级指标进行评

价；管理者就在线开放课程的适用性这个一级指标，围绕界

面设计、互动性、可控性、内容更新速度、数据分析等六个

二级指标进行评价。见表一：多元融合评价体系

4 结束语

国家大力推动高职院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为高职院校

的学生以及社会人员提供良好的学习平台，充分解放了他们

的空间和时间限制，教学质量和效率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

升。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校政

企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从而确保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的质量，实现推动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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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进度 对教学进度是否有要求 0.26

2.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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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5.负责人
负责人是否专业带头人，教学和实践能力强，能承担该门课程的教学任

务，主持过与课程有关的科研或教研项目
0.49

6.团队组成
团队成员双师比例高，高级职称比例是否合理，有无企业或行业背景的

兼职老师
0.51

授课教师
3.教学
资源

0.24

7.教案
教学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包含大量的非教材上的实例、图片和习题等；

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0.16

8.教材
是否是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是否有企业行业人员参与编写，教材能否体

现学做一题
0.16

9.教学视频
教学视频资源是否充足，是否涵盖了本门课程的主要知识点，是否含有

实训视频等
0.18

10.演示动画
每个单元是否有演示动画，能否能够把重点和难点以形象生动的动画形

式展现出来
0.17

11.教学资源拓展
是否有不少于5本参考书籍，是否有数量充足的案例、图片以及课程相

关的参考文献和相关网站
0.17

12.实训项目
是否具备实践条件、学习情景、实训指导书、实践教学录像、企业实践

录像等。
0.17

学习者 4.交互性 0.22

13.课后练习 每个单元是否有课后练习题，且练习题数量不少于10题 0.25

14.答疑 是否具备答疑板块，老师能否对问题进行解答 0.1

15.作业提交 有无学生在线提交作业功能 0.17

16.讨论系统 是否具备伦伦板块，老师能否进行解答 0.14

17.管理系统 老师是否能对学生作业进行管理 0.1

18.考核方法 考核方法是否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0.24

管理人员 5.适用性 0.19

19.界面设计 网络界面是否友好，功能键7布局清晰，操作简单 0.2

20.可控性
教师能否对学生的学习进度、登录次数和学习时长进行监测，反馈给学

生；学生是否能接收反馈信息，向教师提出疑问
0.2

21.互动性
学习者是否能够对播放的教学视频和演示动画等进行控制，是否可以管

理自己的学习进度
0.2

22.内容更新速度 每年课程的资源更新率不能少于10% 0.23

23.数据统计分析 能否利用平台进行教学过程数据统计和分析 0.17

表一：多元融合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