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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园在线教学平台的 SPOC混合式课堂教学模式
探索与实践
马方兴　周立军　冯　伟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山东日照 276800）

摘要：以建筑力学课程为例，利用学校在线教学平台搭建 SPOC+ 线下课堂开展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线上线

下结合设置的任务单，细化为“3+6+3”共计 12 个板块进行教学。教学过程以中职生为中心，充分发挥中职生的学习自主性和主动性，

通过教学改革实验充分证明了中职生在主动探索、勇于实践方面的巨大潜力，对于其他课程的教学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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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教育需兼顾技能与品

德内容。职业院校进行信息化建设是提升中职中职生的职业素养，

让中职生在学习与实践中获技能与素养双重提升。职业院校的专

任教师需充分认知“互联网 +”的本质、特点等，充分利用所在

院校教育教学网络平台，着力开发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需求的网

络化内容，以“网络”为载体不断优化原有的教学途径，满足中

职生学习需求，全力服务中职生成长成才。

建筑力学课程是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基础课，由于课程知识点

面广、综合性高、难度大、理论性强，中职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导致学习效果较差。课程团队利用学校在线教学平台搭建 SPOC+

线下课堂开展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建设丰富有趣的信息化资源，

通过“线上 +线下”的模式来提升教学时、空的自由，培养中职

生的中职课程学习节奏感，激发他们的中职课程学习的热情，促

进中职生的职业精神、职业素养有效形成。

一、SPOC 混合式课堂教学设计

虽然课程线上网络资源非常丰富，如在线开放课程、精品课程、

专业教学库中课程、MOOC 等，但课程资源质量参差不齐，课程

结构体系并不一定符合本校中职生学情。课程团队通过问卷调查

发现，中职生更倾向于选择授课老师亲自建设的网络课程资源进

行学习，所以，我们利用学校已有的在线教学平台，在课前课中

课后三个环节均实行以中职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教学流程如

图 1所示。

图 1　基于在线教学平台的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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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

教师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职业能力要求，确定课程目标、

教学标准、内容模块及任务设置，并将课程 PPT、微课、微视频、

动画、图片、工程案例等资源上传学校在线教学平台。

每次课前发布线上课前任务单，包含经典赏析、概念解析和

自我检测三个板块。经典赏析板块主要通过线上“看”古代及现

代超级工程的视频图片等资源，感受我国悠久的古建筑魅力，增

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概念解析板块对经典工程赏析时涉及

的重点概念进行剖析，自我检测板块形成的中职生检测结果数据

可以让授课教师发现中职生理解的难点，更好地指导课堂教学。

课前任务单以线上方式全部由中职生个人独立完成，教师仅

在后台提供资源、分析数据，师生通过线上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建立起无形但紧密的联系。

（二）课中训练

课堂中实行分组教学，通过工程背景、案例分析、任务实施、

成果展示、随堂测验和任务总结六个板块的课堂活动，小组成员

分工协作，共同完成课中任务单。

以线上视频、图片等形式通过具体工程案例引入学习内容，

通过小组讨论、头脑风暴等方式对案例进行分析，教师引导中职

生提出工作任务，并指导中职生完成任务。任务实施过程中以中

职生动手“画”简图、受力图和内力图为主，师生通过问答、辩论、

讨论等方式互动，突破课程重点和难点，通过该环节的实践训练

培养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任务成果展示板块是中职

生个性展示的舞台，成就感是激发中职生进一步探究学习的重要

动力。通过随堂测验板块教师能够及时发现中职生学习过程中的

薄弱点，可以针对性地应对解决，最后的总结板块通过凝练进一

步固化提升中职生的学习成果。

（三）课后深化

课后分任务巩固、任务拓展和经典领悟三个板块，任务巩固

是中职生在线上通过测验自主进一步深化理解所学内容，任务拓

展板块是通过“做”实体建筑模型锻炼中职生动手能力，培养中

职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经过任务训练后，中职生的认知和理

解能力提升，再次回顾课前经典赏析板块中案例，使中职生再次

体会和感受我国的建筑文化熏陶，达成课程素质目标。

二、教学评估

（一）中职生自评及互评

中职生自评及互评以过程性评估为主，以客观数据为依据，

减少主观感性的不合理评估。以在线教学平台上中职生课前自我

检测、课中随堂测验、课后任务巩固后台记录的数据为依据，按

30%、40%、30%的比例进行折算作为自评成绩。根据中职生课堂

参与任务活动的表现，小组内成员及各组之间评估按 60%、40%

的比例进行折算作为互评成绩。

（二）教师评估

教师评估以过程性评估为主，课前评估、课中评估、课后评

估分别按 30%、40%、30% 的比例进行折算，其中课前评估根据

在线教学平台后台记录的中职生学习数据为依据进行客观评估，

课中评估主要依据小组任务的完成情况，课后评估主要依据拓展

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

期末考试分实践技能竞赛和理论考试两部分，按 60%、40%

的比例进行折算。中职生总成绩的构成及考核方式见汇总表 1。

表 1　中职生总成绩构成及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 考核类型 比例 说明

总成绩

100 分

中职生自评 40%

课前自我检测 30% 客观评估、过程性评估

课中随堂测验 40% 客观评估、过程性评估

课后任务巩固 30% 客观评估、过程性评估

中职生互评 20%
小组内 60% 主观评估、过程性评估

小组间 40% 主观评估、过程性评估

教师评估 30%

课前评估 30% 客观评估、过程性评估

课中评估 40% 主观评估、过程性评估

课后评估 30% 主观评估、过程性评估

期末考试 10%
课内技能竞赛 60% 客观评估、终结性评估

理论考试 40% 客观评估、终结性评估

（三）教学效果

课程团队选择建筑力学课程（总学时 64 学时，每周 4学时）

在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以 2019 级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四个班

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1、2、3 班（共计 125 人）为实验班，采用

基于在线教学平台的 SPOC 线上线上混合式教学，4 班（40 人）

为对照班，采用传统课堂教学，两者学情相差不大，通过课程总

成绩分布及平均成绩情况对教学效果进行比较研究。

实验班授课期间在线课程资源发布 445 个，开展各环节测验

48 次，开展任务 16 个，课内技能竞赛和期末考试各 1 次，与对

照班的成绩统计数据如图 2，平均成绩及优良率对比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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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班成绩分布对比图

表 2　各班成绩及优良率对比

班级 成绩 平均成绩 对照 4班平均成绩 优良率 平均优良率 对照 4班成绩优良率

实验 1班 80.41

81.90 72.39

42.34%

44.75% 35.47%实验 2班 82.14 45.29%

实验 3班 83.10 46.62%

通过班级成绩数据分析可知：实验班 80 分以上中职生数明显

多于对照班，实验班的平均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班，平均成绩高

9.51 分，80 分以上优良率高 9.28%，充分说明实验班的教学效果

高于对照班。另外，通过学期末的问卷调查发现，实验班中职生

的获得感和自我满意度比对照班更高，对未来其他课程的学习表

现得更加积极。

三、结语

在建筑力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认识、灵活运用 SPOC

混合式的特性，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在建工程力学课时，教

师需要重视课后线上线下、预习复习和评估等环节，真正以中职

生视角设置课程，让中职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探索和发现，

通过教学改革实验充分证明了中职生在主动探索、勇于实践

方面的巨大潜力，对于其他课程的教学具有借鉴意义。探索具有

混合式教学特色的新的工程力学教学方式，是构建具有中职时代

感、激发中职生学习主动性的专业教师的重要课题，以中职生为

中心，教师通过丰富信息化资源、改革课程设计、改进评估方式

等手段，科学细化各个教学环节，进行“课堂革命”以实现能力

本位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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