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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为混合式线上教学“赋能”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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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学资源的不断累积，提高教学资源的质量，增强教学资源对教学的“赋能”效应，已成为教学资源建设中的关键
问题。针对教学资源建设中存在组织规划、教育效用等问题，该文基于工程教育认证中的成果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等核心教育理念，
探索数字图像处理教学资源建设的改革路径，研究教学资源的筛选规划方法、提高教学资源的“赋能”效应以及教学资源辅助线上
教学方法。着重介绍了算法演示系统引导思考、辅助思维的方法，以及教学资源为线上混合式教学“赋能”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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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两年的疫情传播期间，为了避免学生聚集性学习，我国大

中小学都采用了“线上教学”的方式继续开展教学。然而，线上教

学过程中出现的“挂课”不听课的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

如何提高学生的教学参与度成为了线上教学的研究重点。开展“翻

转课堂”[1]+“对分课堂”[2]的线上混合式教学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然而，线上混合式教学的顺利开展需要大量教学资源的支撑，线上

教学的课前、课中和课后都是在信息技术以及多维教学资源支持下

开展的[3]。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教学资源的不断累积，也暴露出

教学资源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以“数字图像处理”课程的

教学资源建设为例，阐述教学资源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分析教

学资源的“赋能”效应，并应用教学资源开展线上混合式教学探索。 

1.教学资源的组织规划 
数字图像处理的知识体系宽广，教学资源丰富[4]，有利于数字

图像处理课程开展线上混合式教学，但也容易造成资源混乱繁杂，

因此，规划整理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资源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

度[5]是目前教学资源建设的关键问题。 

在资源建设的初期，课题组遵循工程教育认证中成果导向理念
[6-7]，按照“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课程内容”的“倒推

式”顺序来确定教学内容，将毕业要求分解为可评价的知识指标点、

能力指标点、素养指标点和思政指标点，再细化成为颗粒化的教学

内容（如图 1 所示），为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建设提供指导。在教学

资源累积到一定阶段，课题组开始做减法、除法，尽量精简教学内

容，以保证教学资源的适切性，提高教学资源的“两性一度”[5]。 

 
图 1 毕业要求、课程指标、颗粒化内容的关系 

2.教学资源的“赋能”方法 
对于教学主体来说，教学资源的主要作用在于信息交换、引导

思考、陪同交流和协助行动四个方面[8]。对主体认知与思维的辅助

是其释放其教育效用的重要目标。因此理解并运用其视觉交互方

式，扩展资源的实践赋能空间，增强实践赋能“活性”是教学资源

建设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基于 python[9-10]的图像处理算法演示系统是课题组开发的图像

处理教学资源之一，其任务就是展示算法的运行效果，通过视觉形

成感知，进而理解算法思想并产生视觉记忆。因此，它并不是简单

的算法展示，而是为学生提供了必要的思维辅助，以引导学生理解

算法，从而进行自主学习。 

算法演示系统利用视觉效果及交互形式为教学“赋能”。算法

演示系统采用了一定的手段帮助学生看见、看清、看准、看懂图像

处理算法[11]。理论上，图像处理中的认知对象都是可见的，但是有

些算法运行得到的效果并不明显，学生难以通过简单的、单一图像

来理解算法原理，为此本系统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 利用对比方法来强调算法运行效果 

 
图 3 孤立频点与周期噪声的关系 

单一的图像很难说明算法具体做了什么工作，因此算法演示系

统的主界面上（如图 3 所示）安排左边窗格显示原图像，右边窗格

显示处理后图像，下边窗格显示算法介绍。通过对比算法处理前和

处理后的图像，引导学生查看原图像与处理后图像的区别，以了解

算法处理效果。 

(2) 增强算法运行效果的“可见性” 

一些算法运行出来的效果差别非常细微，学生很难看到或看清

细小的差别。为此课题组采用放大或者夸张的方式，以突出关键细

节。类似的方法还包括：通过压制或弱化不重要的部分，以突出重

要细节；或者缩小对象，让庞大的对象能看得更完整等。在制作教

学资源时，充分利用了图像增强技术来提高算法运行效果的可见

性。 

(3) 引导学生看懂算法演示效果 

简单地展示图像运算结果，学生很可能无法正确聚焦，或者忽

略一些关键细节。为此课题组在系统中添加一些文字、公式或标注

说明，以引导学生看到算法重点、本质，或者更全面、透彻地理解

算法。例如，为了让同学们理解空域上的周期噪声与频域上的孤立

频点之间的关系，算法演示系统提供了交互窗口，用户可以设置孤

立频点的位置，所设置的孤立频点以夸张的方式被着重圈出，如图

3 左窗格所示；由孤立频点产生的周期噪声反映在图像上是不同宽

度和方向的条纹，将显示在右窗格；并且通过提示信息引导学生关

注频域的孤立频点与空域条纹之间的关系，让用户的目光聚焦在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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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频点的位置与周期条纹的宽度、方向的关系上。 

(4) 通过交互加深对认知对像的理解 

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图像处理过程，例如，车牌识别过程，系

统中设置了分步执行的功能，每执行一步，便即时显示该操作的执

行效果。通过步骤的拆解，将复杂的任务简单化，由简入繁地让学

生掌握整个复杂系统的执行过程。通过窗口的交互，来提高同学们

的参与度，让同学们的学习更加主动。 

算法演示系统的开发目的是为学生提供“认”和“思”的辅助，

深入挖掘算法演示系统对教学的赋能效应，是提高演示系统价值的

有效途径。 

3.教学资源对线上混合式教学的“赋能”探索 
近两年的线上教学经验，使课题组清楚地认识到：线上教学比

线下教学更需注重学生的教学参与度。隔空教学对学生监督的弱

化，若不引导学生参与教学，很容易使教师陷入唱独角戏的囧境。 

在线下教学中“翻转课堂”和“对分课堂”均突出教与学以及

学与学之间的信息交流[12-13]，在线下教学实践中已证实可有效提高

学生的参与度。为此课题组融合“翻转课堂”和“对分课堂”的教

学方式，利用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

引导学生互动，减少学生“挂课”不听课现象。 

以“频域滤波器的设计方法”这节课为例，课题组将教学过程

可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课前布置了观看微课视频的教

学任务，微课视频发布在超星网络教学平台上，视频时间 15 分钟，

并设置了引导性问题以引发学生思考，具体问题有： 

1)什么是理想低通滤波器，它具有什么频率特性？ 

2)如何优化理想低通滤波器？ 

3)思考一下高通与低通滤波器的关系？ 

4)解释一下周期噪声与孤立频点的关系？ 

5)还有哪些频域滤波器？ 

6)如何设计频域滤波器？设计频域滤波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为了避免讨论课中冷场，课前教师可以组织若干小组，负责课

内解答以上引导问题，并要求学生准备提出问题。 

开课时，教师首先发布了简单的调查问卷，以了解学生观看视

频的情况，同时进行考勤。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1)是否看完教学平台上频域滤波器设计的微课视频？（是/否） 

2)理解并掌握微课视频中教学内容的程度？（100%、80%以上、

50%以上、0%） 

3)哪部分内容较难掌握？ 

教师可以根据调查问卷微调教学方案。其后由教师回顾上节课

内容，强调频域图像增强的优势，并通过卷积定理，引出空域的图

像增强与频域图像增强的关系，利用辅助教学系统来展示低通滤波

与高通滤波的效果，给学生一些直观的认识。之后的教学就基本交

给学生们主导，学生们按照引导问题来开展讨论，各小组选出的主

讲同学先做介绍，组内的同学互相进行补充，以完善对知识点的认

识；教师在各节点做引导，提出新的问题及新的学习内容。学生的

高参与度意味着低控制性，课堂上可能会有打岔，因此教师在备课

时可以像多分支结构编程一样，多考虑几种可能的课堂走向。例如，

教师可以找机会利用算法演示系统展示各种滤波器，让学生直观地

看到滤波器的滤波效果，加快并加深对滤波器地理解；或者在适当

的时候引导学生，了解理想滤波器存在的问题，提出设计更好的滤

波器的思路，由此推出巴特沃斯和高斯滤波器；或者分析孤立频点

与周期噪声的关系，讨论去除孤立噪声频点的方法，并由此推出带

阻滤波器和陷波滤波器等。 

课后，教师主要利用教学平台参与讨论，并辅导、答疑，而学

生利用教学资源完成作业或编程练习。此外，教师发布调查问卷以

了解同学们对混合式教学效果、微课视频时长、讨论课开展形式等

方面的建议，为后续模块的学习提供借鉴；而学生可对本模块的内

容进行总结与反思，并利用教学资源进行查缺补漏。 

4.结论 
本文基于工程教育认证中的核心理念，探索图像处理教学资源

建设的改革路径，提高教学资源的“赋能”效应，以促进线上混合

式教学的发展。并总结得到以下结论： 

(1)基于成果导向理念，按照“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

—课程内容”的“倒推式”顺序来确定教学内容，在保证教学内容

基本覆盖面的前提下，尽量精简教学内容，强调教学资源的“两性

一度”。 

(2)在建设教学资源时，采用对比、夸张、引导、交互等多种手

段，增强教学资源的“赋能”效应，辅助教学主体的认知与思维活

动。 

(3)利用教学资源开展线上混合式教学，在课前、课中、课后为

教学“赋能”，以提高学生的教学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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