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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OOC平台的混合式教学实施 
——以《影视编辑与合成》课程为例 

高伟 1  戴仁俊 1  束强 2  崔昊远 1  李政彤 1 

（1.江苏理工学院 计算机工程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1; 
2.江苏理工学院 校城融合办公室  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  本文基于混合式教学的现状和思考，以《影视编辑与合成》课程为例，通过对混合式教学进行分析和介绍，对各个环节
进行解构，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通过实验分析可以发现，混合式教学打破线上课程和线下课堂之间的壁垒，二者充分融合，
在不同的教学环节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赋予学生极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从而有效提升专业课程教学效果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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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混合式教学的概述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是混合式教学的典范，是

具有新时代数字化特色的教学辅助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

学，在信息化教育平台上进行课程资料与在线课堂的发布，学生在

课余时间自主进行学习，教师依托现有的网络平台，不断优化教学

评价体系，使其更加多元化，从而获取更加理想的教学效果。 

混合式教学是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下，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将在

线教学中网络化、便捷化的优势与传统教学的课堂授课的优势充分

结合的一种“线上”+“线下”的教学，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教育范式，充分发挥以教师为主导的优势的系统。华南师范大学李

克东教授认为，混合式学习是把面对面学习和在线学习这两种学习

模式进行有机整合，以达到降低学习成本，提高学习效率的一种教

育方式。 

《影视编辑与合成》作为江苏理工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核

心课程，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系统化的影视编辑技巧，需要学

生通过软件进行实际操作。本文将以《影视编辑与合成》为例，对

混合式教学进行教学环节和教学效果的探究。 

2 《影视编辑与合成》混合式教学的简介 
2.1 课程介绍 

《影视编辑与合成》主要面向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学生开设，内

容涵盖影视后期制作技术、后期编辑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特效合

作工作原理和操作技术等。课程定位为技术+艺术，以技术为主，

以 PR 和 AE 为技术支撑，既有理论要点分析，又有详细的典型案

例演示。在教学中，课堂主要采用传统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以线下

面授和网络线上课堂为主要载体，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学习，课

堂的时间则用来答疑解惑，课后的时间则用来巩固反思。 

2.2 课程实施基本流程 

课程主要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 

2.2.1 课前：教师搭建课堂、学生自主学习 

作为开放性课程平台，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设计进行视频

的录制并上传，录制视频按照展示类型可以分为 PPT 讲解型、真人

出镜讲解型、实操演示型等类型。MOOC 平台在进行教学导入环节、

实操演示环节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在微课中插入较为有趣的

视频，丰富在线课堂的趣味性。每节课结束后，教师将自己的课件

进行上传，以便学生复习。加入同步习题，等待学生学习微课完成

后，，让学生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并将学习情况反馈给教师。 

课前，教师通过 MOOC 平台进行学习任务布置，学生通过观看

教师提前发布的教学视频，自主进行学习并完成练习。在自主学习

过程中，由于《影视编辑与合成》是一门实操课程，学生可根据自

己的操作情况，自主进行播放或暂停等操作。在完成课前预习任务

之后，MOOC 平台会记录进行每位学生的完成情况。同时，教师通

过在课堂讨论区中发布讨论话题引发学生进行讨论回复，学生在自

主学习中有任何疑惑，可以在讨论区中提出问题，教师在课前进行

回复或在课堂上作为典型问题进行有针对的讲解。 

2.2.2 课中：学生提出疑问、教师疑难解答 

课上，学时经过课前的学习并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教师可以

将学生的作品投放在平台上进行展示并进行互评，可以摘选优秀作

品进行成果展示，教师进行点评并总结。此外，学生在课前进行自

主学习并在留言区和讨论区中提出问题，教师根据学习平台上的留

言，挑选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在课堂上作为重难点进行解答。上课中

途，如果有练习需要，可以分出 5-10 分钟时间，进行在线课堂测

验，检测学生的学习情况。 

2.2.3 课后：教师评价总结、学生自主复习 

课后教师可以将课件、知识的梳理导图以及其他相似案例上传

至网络平台，对于部分重难点知识可以在讨论区再进行二次详细讲

解。教师可以在网络平台对课后作业进行布置，学生完成之后直接

上传至网络平台，教师选择多种评价方式，比如教师评价、互评或

网络对比，可以改善繁琐的作业收集以及批改环节。 

表 1  不同教学阶段任务安排及地点 

教 学 阶

段 
教学安排与内容 教学地点 

教师 
结合教学设计，准备教学

资源 课 堂 搭

建 
学生 

加入课堂，参与教师教学

调研 

办公室、 

网络问卷 

教师 布置任务，发放课程 

课 前 预

习 学生 

在 MOOC 平台上观看教

学视频，实现对课程的自

主学习，记录疑难杂症 

中国大学 MOOC、 

慕课堂、QQ 群 

教师 
根据学生反馈，及时进行

重难点讲解 线 下 课

堂 
学生 

听课，讨论，将难点及时

反馈 

学校教室 

教师 
布置作业，及时总结，对

学生评价 评 价 总

结 
学生 

完成作业，自行复习，自

我评价 

中国大学 MOOC、 

QQ 群、办公室 

3 《影视编辑与合成》混合式教学的考核 
本课程考核可以融合线上与线下，过程与结果，学生和教师等

多种评价为一体，凭借 MOOC 平台优势，及时记录学生的学习记录、

作业完成情况以及参与讨论积极程度，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4]。

同时，教师根据反馈的教学结果，加强教师对课程的掌控能力，及

时调整，不断优化，解决好线上、线下教学评价冗杂的问题。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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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平台的混合式教学系统在考核上，贯彻了“以学生为中心”，

让学习者在教师创设的情境、协作与会话等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自

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当前所学的知识进行意义建构并用所学解

决实际问题[1]。 

3.1 线上与线下考核评价结合 

线上学习，教师提前布置任务，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在学生学

习的过程中，MOOC 平台进行数据实时统计，将各种指标（学生观

看进度、课程练习）进行精细统计，量化为成绩指标。 

线下教学，教师根据平台的数据分析，对教学过程中的重难点

进行着重讲解，由于《影视编辑与合成》的特殊性，学生在课堂上

进行操作会在另一方面体现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也可根据学生的

作品进行二次评价，有效实现了线上、线下教学的融合。 

3.2 过程与结果考核评价结合 

传统教学模式遵循着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有效避免了学生仅靠考前突击进行学习的问题，其弊端也十分明

显。一方面，平时成绩的考核主观成分较高，不能对学生进行客观

评价，其标准也十分模糊。另一方面，教师对于过程性考核实行较

为认真，但是由于学生学习过程中，产生过多的数据，不得不花费

教师的大量时间，因此，传统的过程性考核的效率过低，给教师增

加了过多负担[3]。 

通过 MOOC 进行过程性考核，可以细化考核规则，减少主观成

分，使考核更加客观。根据学生观看进度、在线课堂作业完成质量、

参与课堂讨论活跃度、作业互评等相关指标进行计分，等待课程结

束后，系统根据课程的各项活动权重进行赋分，计算出最终过程性

考核的分数。 

3.3 教师与学生考核评价结合 

在学习中，教师利用网络平台将部分学生的作品进行展示，让

学生将自己的作品上传至平台，学生之间相互评价。根据学生互评

的结果，再进行教师评价，教师评价和学生互评按照权重比进行结

合，得出最终分数，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注重自己

作业的质量。 

3.3.1 研究设计 

本次实验采用课堂评价、问卷调查、访谈、期末测试等方式进

行数据收集。课堂评价中，主要采用 MOOC 平台上的课堂评价板块

进行评价，学生在评价板块写出自己对课堂的建议、意见以及感受

和收获。问卷调查中，采用里克特量表采集学生对于本学期课程的

满意度进行分析，将满意程度进行量化。访谈中，随机抽样，进行

对课程的评价。 

研究对象为江苏理工学院 2019 级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学生，大

三阶段，已完成先导课程的学习，能够保证调研分析的成功率。 

3.3.2 问卷调查 

在问卷调查中，采用里克特量表的形式进行调查。里克特量表

又称语义差分表，用于衡量所有可能意见。在进行问卷分析时，从

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质量等几个方面，选取大量

同学在 MOOC 平台上对《影视编辑与合成》的评价，按照“非常不

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 

本次教学实验中，发放问卷数量 50 份，回收 47 份，共计回收

率 94%。调查结果表 2 显示： 

表 2 问卷收集统计表[5[]] 

课程描述 非 常

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

意 

非 常

不 满

意 

MOOC 中微课讲解十

分详细，有助于课前学

习 

19 24 3 1 0 

在校课程平台资源完

善，无明显漏洞 
18 21 8 0 0 

讨论区以及课后习题

的设置，有助于查漏补

缺 

19 24 3 1 0 

在课程中学习轻松，有

很高的热情 
18 21 7 1 0 

学习中的难点和重点

得到妥善解决，知识掌

握牢固 

18 23 6 1 0 

课程讲解透彻，可以很

好地完成实验 
20 22 4 1 0 

课程知识结构合理，学

习难度适中 
20 22 4 1 0 

教师上课水平较高，对

待学生细致耐心 
24 20 3 0 0 

自学能力得到有效增

强 
19 21 10 1 0 

之后仍愿意参与混合

式学习的课程 
19 18 6 2 0 

3.3.3 结果分析 

根据实验数据，将满意度“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

“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并将

其分数量化为百分制，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实验数据处理分析 

课程描述 平均得分 

MOOC 中微课讲解十分详细，有助于课前学习 4.19 

在校课程平台资源完善，无明显漏洞 4.11 

讨论区以及课后习题，有助于查漏补缺 4.19 

在课程中学习轻松，有很高的热情 4.09 

学习中的难点和重点得到妥善解决，知识掌握牢

固 4.13 

课程讲解透彻，可以很好地完成实验 4.09 

课程知识结构合理，学习难度适中 4.19 

教师上课水平较高，对待学生细致耐心 4.34 

自学能力得到有效增强 4.13 

之后仍愿意参与混合式学习的课程 4.06 

上表可以看出，混合式教学具有较高的满意度，指标均>4 分。

说明《影视编辑与合成》作为一门混合式教学课程，在学生学习过

程的优化、学生学习态度的改变、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课程的掌

握程度等方面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其中，评分指数最高的是教

师上课水平较高，对待学生细致耐心，评价指标>4.3，表明在混合

式教学中，教师的上课水平与对待学生的态度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

可。在评价指标中，学习轻松、实验完成程度、以后仍愿意参加的

程度，这三个指标得分较低，原因在于《影视编辑与合成》作为专

业核心课程，对于少数同学来说，难度较大，独立完成实验的可能

性不高，导致少数学生将原因归咎于混合式教学。 

3.3.4 总体评价 

本次教学实验中，《影视编辑与合成》作为专业核心课程，采

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教学质量，学生学习能力得到

显著的提高，学习兴趣也得到很大的鼓舞。原因有两点，一是混合

式教学系统中，微课学习打破时空的限制，给与学生极大的自由性，

学生自主进行学习、讨论、探索等活动，锻炼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

沟通能力。二是教师通过平台上传任务，营造“过关”的效果，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4 结语 
基于 MOOC 平台的混合式教学系统是一种相对科学、便捷的教

学系统，践行信息化教学基本理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使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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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时，应当秉承“重伤不拖延，轻伤不放过，合理安排，逐步解决”

的工作理念，对冻胀部位的不合格垫层及时更换，并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是否增加垫层厚度，而对于板间分缝的问题，同样需要及时发

现和维修。一旦在防渗渠道的使用当中，出现较为严重的形变情况，

则需要进行开挖后重新填筑，提高土体密实度，避免问题发生时所

造成的损失。[13] 

2.2 修建截、排水系统 

在渠道当中，一些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段是故障的多发区，所以

应当积极修建排水系统或是截水系统，尤其在挖方渠段，应当在渠

道旁边进行截水和排水沟的布置，切断基土水的补给源头，排水和

截水沟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做成明沟或是暗沟的形式。 

2.3 改善渠道运行方式，加强田间灌溉管理 

渠道运行管理过程中，科学的管理模式和调度方法对渠道的运

行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根据不同的用水需求、不同用水时段、不

同的地域制定相适应的渠道运管计划，以保障渠道正常运行。在需

要冬灌的灌区，采用节制闸控制渠道常水位，可以达到控制渠基土

体温度的效果，使混凝土初期衬砌不会出现冻胀破坏;在不需要冬灌

的灌区，尤其是严寒地区，需要随时掌握气温及渠基土体温度的变

化，在渠基土体封冻前及时放空渠道，保障渠道无水，降低渠基土

体含水量，防止冻胀。此外，还应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渠道的运行管

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进而降低渠道维护成本。 

2.4 研制新型衬砌材料 

随着科技的发展，用于混凝土渠道的衬砌材料也越来越广泛。

常用的新型材料有固化剂、纤维混凝土以及高分子材料等。高分子

材料应用的衬砌结构能适应冻胀变形，防渗效果好，可有效减轻冻

胀和混凝土开裂等问题，具有技术可靠、结构简单、经济合理等优

点。高分子材料作为渠道衬砌结构正是目前很热门的研究方向，应

用前景广阔[14]。 

3.结语 
本文基于文献查阅法，对灌区混凝土防渗渠道冻胀原理及成因

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防治措施，确保渠道的稳定运行，对灌区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同时，需要管理人员

能够加强意识，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有效改善渠道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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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得到了一定的自由性，对教师的教学过程也提出高标准。混

合式学习打破了线上教学和线下课程的壁垒，提升了教学的科学

性、公平性、效率性。因此，在信息化时代，教师要积极顺应网络

技术的发展，将信息化运用到教学中去，做到在提升教学水平的同

时，构建信息化环境，打造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新型教学

系统，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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