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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课程是高职院校中外合作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外合作专业提升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随

着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持续，中外合作专业大量外教难以

到校面授课程、中外合作专业课程的教学团队组建、线上线下

教学资源的配备、课堂教学过程实施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

面，高职院校中外合作专业学生多数来源于自主招生，外语基

础薄弱、学习主动性不高、实践能力不强，缺乏全英文课堂教

学的学习经历，完全跟上英文教学的进度对于学生们来说相对困

难。因此，本文结合我校中外合作专业教学改革实际，以

《Py t h o n 程序设计》课程为例，开展疫情背景下课堂教学组

织、教学团队组织、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以

提高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质量[1-3]。

1　教学环境搭建：录播直播交叉化

外教难以到校面授课程、外教所在地区与国内存在时差，

是疫情下中外合作专业课程正常开展课堂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

外教通过直播或录播方式进行授课成为必然。因此，需要配备相

应的线上教学、线下课堂管理硬件设施与软件环境，实现录播直

播交叉化[4]。

硬件环境配备：在原有机房或多媒体教室增加摄像机、拾音

器、三角架，用于拍摄课堂教学学生画面、反馈学生提问或回答

信息，便于境外教师直播时及时与学生互动。

软件环境配备：选用ZOOM等英文多人云视频会议平台，用于

课堂教学直播。选用云班课APP、二次开发英文Moodle平台、个

性化专业课程教学平台等课程教学平台用于教学资源存放和师生、

生生互动。

基于上述硬软件环境，匹配外教所在地区与国内时差，开展

直播课程和录播课程交叉进行的课程教学。

2　教学团队组建：外教助教协作化

授课环节教学团队组建：授课环节由外教和助教共同协作。

其中，外教主要负责直播教学中的讲授与演示、录播教学资源的

准备、课程教学平台资源的更新等。助教主要负责课前教学设施

的调试、课堂秩序的管理、学习内容翻译与答疑、与国内教学管

理部门的沟通等工作。外教和助教共同完成课堂教学过程实施、

进度把控与学生管理[5]。

备课环节教学团队组建设：为了提高与外教的沟通效率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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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全英文环境下的学习效率，组建由中方专业教学经验丰富的

资深教师、英语表达与沟通能力突出的年轻教师、外教共同组成

的课程教研团队。这种一带一结对的模式，既可以避免部分资深

老师与外教沟通困难的问题，又可以有效提升年轻教师的教育教

学能力，共同提高中外合作课程的课堂教学有效性。

3　教学资源建设：教材课程立体化

3.1教材建设

外文教材选用：外教教材种类繁多、参差不齐，因此建议

选用经典的、内容和难度上适合高职学生的外文教材。除了纸

质教材之外，也可以选用包含电子文档、微课资源、学习平台

等新形态资源的外文教材。为了丰富学生视野，在外文教材资

源中可以为学生建议必学内容和拓展式选学内容。

活页式讲义自编：为了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案例、消

化课程重难点、辅以相对本土化的案例解释和专业词汇理解，形

成一份便于适应行业快速发展的活页式讲义。活页式讲义是近年

来新兴的教材形式，它可以随时取放增减任意章节，与外文教材

一同投入教学使用，有利于课程教材国际化，为学生从中文学习

环境到全英文学习环境的过渡打下坚实的基础[6]。

3.2课程建设

建设丰富的教学资源：除了外文主教材与活页式讲义的纸质

教材，开发丰富的信息化教学资源，推进教材与课程的立体化建

设。信息化教学资源集成课程标准与授课计划、教学课件、教学

案例、习题与测试、微课等新形态电子资源。此外，也可以充分

利用合作企业资源，建设多样化的企业实践项目，通过项目的教

学化改造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真实案例学习机会。

开设在线开放课程平台：考虑到外教需要使用网络视频教学

与网络平台沟通的需求，中外合作课程教学通过教学、互动、练

习三个维度联动开展在线教学。教学维度：外教利用zoom直播平

台进行授课，课程团队在云班课APP上建立在线教学资源。互动

维度：在云班课平台进行电子签到、投票问卷、答疑讨论、头脑

风暴、举手抢答等教学互动。练习维度：通过课程平台及个性化

的练习判题系统，加强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考核，使学生在练

习中发挥主动性，获得成就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7]。

4　教学模式构建：教学方式多元化

4.1游戏化渐进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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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渐进式教学是指以游戏的方式设计教学情境，以难度

渐进的方式设计教学流程。以中外合作课程《Pytho n 程序设

计》为例，选取循环语句单元，基于丰富的线上线下资源，使

用游戏化渐进教学的方式开展教学。课前在云班课APP上发布生

活中循环语句应用的案例微视频，学生观看后分组提交对循环的

理解，并以问题形式导入课程。课中从游戏式编程平台Code.

org的线上傻瓜式游戏开始，展示循环思维解决问题的过程。而

后开启在线编程平台Codecombat填空式代码闯关，将While循环

语句融入游戏，同时学习While 语法结构。最后通过Python 平

台完成自助式任务，通过渐进式任务让学生逐渐获得成就感。

选用Kahoot 习题测试平台，对循环概念、while 语法结构、应

用实例进行竞赛式检测考核。课后通过Moodle 平台进行知识检

测，同时加大游戏难度，通过线上进阶游戏完成更复杂的循环

方式[8 ]。

4.2模块化积木式教学模式

模块化积木式教学是指将知识点打散重组封装至多个独立模

块，积木式组建成多个渐进式教学项目。《Pytho n 程序设计》

课程教学班中，约70%的学生有编程学习经历，30%没有任何计

算机语言类内容的学习经历，但有学习经历的学生中仍有人反映

课程困难。虽然学生基础参差不齐，会出现部分学生的不够

学，部分学生跟不上的现象，但因中外合作专业一般采用小班

化教学，不到30 人的小班已然不适合再进行分班。

《Python 程序设计》课程采用模块化教学模式，根据学习

任务的难度和所需人数，将课程内容进行解构，划分为环境部

署模块、基本数据处理模块、数据可视化模块、综合项目开发

模块。课程教学中可以根据学生学习能力、学习成员人数的不

同，取舍相应的教学模块灵活搭建，实现分层分类教学。

4.3赛教融合项目化教学模式

对接ACM程序设计竞赛和职业技能大赛，将竞赛项目内容、

竞赛项目评价标准、竞赛项目成员分工等进行教学化改造，引

入到课程的实际教学中，丰富教学项目库，提高学生项目实战

能力，为后续竞赛选手的选拔物色人选。在课程中引入ACM 训

练题库和训练平台，在课内外安排相应的学习任务，通过平台

及时呈现学习排名与分数，使学生通过看到直观的学习历程档

案，提升学习积极性与编程能力。邀请竞赛获奖的优秀学长开

展竞赛演讲，介绍参赛心得与训练经历；组织学生参观各类竞

赛工作室、观摩学校的各类选拔赛；推荐学生加入相应的创新

班与工作室，参与竞赛类项目的学习与训练，以激发本课程学

生参与竞赛的热情与兴趣[9]。

5　结束语

针对疫情下中外课程教学中外教难以到校授课、教学资源不

丰富、学生学习效率低等问题，中外合作课程教学团队通过教

学环境构建、教学团队重构、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模式创新等

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学习效

率和中外教师合作的有效性，为兄弟院校开展中外合作课程教学

提供借鉴。今后将进一步丰富教学资源，加强中外合作课程外

教与助教之间教学研究的深度，提高中外合作专业学生的人才培

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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