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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POC 混合式教学的意义探究 
——以《汽车销售与服务流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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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SPOC 作为将实体课堂和网络平台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因其自身优势得到高职院校教师的广泛关注、认可和应用。

本文以《汽车销售与服务流程》课程为例，介绍 SPOC 混合式教学的优势和开展方式，简要总结了该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并进行

了教学反思，提出今后的改进方向，以期更好地促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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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线开放课程（MOOC）和小规模限制性开放课程（SPOC）

蓬勃发展， 各个高职院校都在加强课程建设。疫情的大背景加快
了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基于 SPOC 混合式教学因具有针对性强，
操作便捷，数据直观可视的特点，非常适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因此被很多老师采用。本文以《汽车销售与服务流程》这门课程为
例，探讨基于 SPOC 混合式教学的意义。 

一、SPOC 的优势 
SPOC，即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OOC）的延续和发展。SPOC 将 MOOC 和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势
结合在一起，更有助于“以学生为中心、能力本位”的教学总体目
标的实现。SPOC 混合式教学指的是线上学生自学、线下开展教学
活动、注重学生自学、加强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 

相较 MOOC 而言，SPOC 范围更小，通常以校内班级为单位进
行教学管理，因此教学更有针对性，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方便管理。SPOC 混合教学模式下，师生既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讨论
交流，也可以在线下课堂上面对面深入交流，以此拓展了师生交流
的时间和空间，促进良好的师生关系发展，更有利于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即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此外，网络平台看视频、
答题、提交作业等线上评价和课堂上出勤、互动等线下评价相结合，
可以更加全面看到学生的表现，而数据化的呈现也会让学生感觉更
公平，获取分数的意愿更强烈。 

二、教学模式的开展 
基于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由课程建设、教学开展、教学评价

三部分组成。在课程建设阶段，需要确定三维教学目标、搭建知识
点框架、建设课程资源、分析学情等。网络建设的内容要和课堂教
学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完美匹配，这就需要课程团队在开课前做好
一系列教学设计工作，包括每一个知识点的位置、每个知识点配备
的习题的数量、任务布置的多少等，不仅要全盘考虑，还要细致严
谨。在开课前将课程资源（包括教学视频、PPT、作业、章节测试
等）全部上传至平台上，做好开课前的教学准备。目前平台有爱课
程（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智慧树、超星尔雅、智慧职教等。 

开展混合式教学的每次授课都将包含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
段。课前要求学生通过在线课堂平台自学相关知识，准备课上发言
的内容，完成预习测试、讨论等；课上组织学生进行“翻转课堂”
或根据学生课前学习情况进行深入探究和交流。课上应加强师生互
动和生生互动，将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教师只起
指导等辅助作用。要注重课上信息的反馈，比如通过雨课堂教学工
具随时查看学生是否有不懂的问题、课上穿插小测试考查学生是否
学懂、学生理解的是否正确等；课后督促学生完成相应作业及参与
知识点讨论。在知识总结的过程中，要求学生绘制知识点的思维导
图，图文并茂能增强记忆效果，加强学生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教学评价多为教师课后整理，数据化呈现并及时反馈给学生，
也可课上直接呈现，比如展示分数排行榜等，督促学生再接再厉，
争创佳绩，让学生在竞争的氛围中增强学习兴趣。课堂上可以采用
智慧教学工具进行辅助教学，及时采集教学数据，比如雨课堂、知
到、学习通等。将网络平台的数据和课上教学工具的数据按照一定

的权重综合到一起，构成学生的整体评价。 
三、教学效果 
基于 SPOC 混合式教学的效果通过实验结果分析、文件调查和

个别访谈的形式进行。例如《汽车销售与服务流程》课程，在学堂
在线平台搭建网络课程，选用雨课堂作为课堂辅助教学工具，通过
连接师生的智能终端，将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环节都赋予全
新的体验，方便快捷地实现大数据时代的智慧教学，最大限度地释
放教与学的能量，推动教学改革。 

从实验效果来看，完成课堂教学任务的学生平均比例由 64%上
升到 89%，单次课平均优秀率由 3%上升至 10%。学生对于教学活
动的平均参与率由 35.7%提高到 78.6%，期末平均成绩提高了
12.6%。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对 SPOC 混合教
学模式比较认可，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所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和
能力得到增长。也有个别学生反映 SPOC 教学模式学习任务较重，
花费时间和精力较多，有点不适应。 

四、教学反思 
虽然实验证实，应用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学生的

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学生知识的获取和能
力的提高，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 

一是部分学生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教学模式，始终处于被动学习
的状态，内驱力不够，对小组内其他同学的依赖较大，主动思考意
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有所欠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课程思政，
让学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对主
动发言、提问的同学多给予鼓励、表扬和加分，以此调动学生的学
习热情和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 

二是网络资源还不够丰富，吸引力不强。目前的课程资源能够
满足学生对基本知识点的学习，但对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升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方面依然欠缺。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多向企业一线的
专家、技师请教学习，录制一些更有趣味性、更实用、更能体现发
展前景的教学视频，增加一些更有前瞻性的拓展阅读文章，推荐一
些已成熟的正能量的小视频等。 

三是对 SPOC 混合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有效性的研究还不够深
入，对学生学习行为影响的研究还需不断完善和实践检验。针对这
种情况，后续将不断通过理论学习和研究，在课程教学中不断完善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加强反馈，良性循环，以期
有效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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