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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MOOCMOOC双循环设计的汽车专业课混合教学应用双循环设计的汽车专业课混合教学应用**

许炳照 张荣贵 苏庆列 许晓勤 邱华桢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汽车运用工程系，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为了实现互联网＋汽车专业课程的混合教学，介绍一个基于MOOC平台的汽车专业课程教学案例：利用

MOOC平台、PC端、手机端多种教学手段，结合汽车维修专业课程微课制作与实践教学改革，创设线上线下课堂的混合教

学管理模式，解决学生自主学习、进阶作业、问题讨论、实践教学、过程评价和教学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实践证明：学

生利用互联网MOOC平台进行线上自主理论学习及线下课堂实践，有利于帮助教师实现课堂的翻转教学和高效评价学生

的学习全过程，有利于帮助学生提高克服专注手游的耐力，也有利于帮助教育管理者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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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凭借其在

线学习的开放性与透明性，近年来得到高职院校

的应用并逐渐推广，也给教师的课程教学设计、教

学模式创新和教学管理带来了新挑战、新机遇。

将线上MOOC自主学习与线下课堂有机混合可以

充分发挥二者间的优势[1]。践行教育部《教育信息

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信息技术与

教改融合，以促进高职教学的数字化变革，有利于

优质校企合作教学资源的运用，有利于推动教学

模式和学习方式改革，也有利于提高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质量。由于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学生随

时可以上网学习，因此，MOOC教学是新时代解决

教学理念滞后、模式陈旧、方法不足等问题的重要

手段[2]。本文以“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这门课

程运用MOOC进行混合教学为例，探讨MOOC混

合教学应用，以期抛砖引玉、共同推动教学发展。

1 基于互联网MOOC混合教学课程双循环

思维导图设计

基于MOOC的“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课程

教学模型设计如图１所示。它是利用互联网

MOOC平台和汽车专业课程的教学环境相结合进

行的混合模型，应用校企合作的成果，建立优质教

学资源，运用基于汽车维修工作过程的项目驱动、

任务载体、行动导向与互联网+MOOC平台相结合

的多种教学手段[3]，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在线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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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开放性和透明性。

图 1中：以混合教学课程为中心，首先创建

MOOC线上教学内循环，规划教学资源模块，确立

课程总体目标；其次是教学内容（MOOC资源）设

计，包括一系列相关的微课制作、问题试题库创建

与录入，将所有碎片知识进行有机串接匹配，形成

一整套的MOOC课程；第三是进行小众化（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班级教学组织，根据专

业特点、学习目标以及教学内容，将制作好的学习

单元按照教学计划逐渐开放给学生，学生凭借班

级密码进入MOOC自主进阶学习和测评，并进入

下一前续单元的学习准备；第四是学习数据分析

评价，由平台自动汇总各单元阶段性的测试和同

伴互评成绩。由此得到理论知识的升华和学习结

果反馈，完成在线理论内部循环的闭环学习，并进

入下一教学年度的学习循环改进和提高。

图1中：以混合教学课程为中心，教学活动向

外辐射并建立实践教学外循环，按照基于工作过

程的方式进行设计。实践教学由 4大部分组成：

第一是以项目为驱动创设问题情境，确立实践技

能达到的应会目标；第二是以生产任务为载体，设

计可行的实施策略和使用的教学手段、方法；第三

是以行动为导向进行工作页设计，用于引导学生

进行实践的探索性学习、创新性学习；第四是实践

反思，每次实践课结束前，学生分组讨论并进行自

评、同伴互评和教师综评，由此可以得到实操考核

评价结果。每一个实践环节学生都达到一定技能

的训练和技能水平的升迁，完成线下实践外部循

环的闭环学习，由此进入下一教学年度的持续

改进。

混合教学双闭环思维导图设计结果是：线上

MOOC自主学习+线下面授+实践，将MOOC在线

上与线下实践双循环有机衔接，两者相辅相成，融

工作过程于一体。

2 基于MOOC的专业课程混合教学做法

2.1 MOOC混合教学方案设计

基于MOOC的“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混合

教学方案设计如表1所示。表中展示的是汽车机

电维修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汽车底盘综合故障

的教学情境基于客户的真实委托，并整合工作过

程涉及教学的碎片性元素（教案、课件、题库、音

频、视频等），制作一整套微视频（或录屏），形成课

前导学的 MOOC 资源，供学生自主学习 [3，4]。

MOOC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路径，激发学生

利用网络随手学习的兴趣。

2.2 实践教学元素的混合设计

混合教学的实践模块采用以典型项目驱动—

技能点微课制作（教师或学生实操视频）—PC端

辅教资源整理—MOOC实践资源整合—教学组织

（有关实践内容的在线学习、答题、测试、讨论与评

价）—载体准备（工具设备、实训部件准备，安全教

育等）—实践教学（维修工艺应用）—小组工作（工

作页引导，学生自主动手操作）—实践多元评价为

表表11 ““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课程课程MOOCMOOC混合教学方案设计混合教学方案设计

学习领域

汽车底盘机械系
统检修

课前导学

借助 MOOC 的自
主学习模式，布置
课前任务，各小组
成 员 合 作 ，在
MOOC班级中自主
学习一整套相关
知识点的微课视
频 ，完 成 进 阶 作
业，并做好动手实
践 的 准 备 。
（MOOC +助 教 软
件 +学 院 网 络 资
源+技能准备混合
运用）

学习情境

汽车底盘综合
故障

课程学习目标

应知知识总目标

1）熟悉各机械系
统在汽车底盘上
的功能与作用；
2）熟悉各机械系
统的布置方式；
3）掌握各机械系
统的功用、各总
成组成和工作原
理；
4）熟悉各机械系
统各总成的拆、
装 及 其 检 修 工
艺。

客户委托

车辆行驶中底盘有
异响

应会技能总目标

1）会安全使用各种维
修工、量具；
2）会识别各机械系统
的各总成，会表述其功
用、结构与工作原理；
3）会根据工作页（或工
艺文件）的引导拆卸各
机械系统的各总成，识
别其零部件；
4）会对各机械系统的
各总成进行技术检测，
并完成各总成的安装；
5）工作结束后的 5S作
业。

开课班级

2018级汽检新奇
特（二元制）班

综合素养总目标

1）会借助网络进
行 MOOC 课 程 自
主学习；
2）具备借助网络
及各种途径查找
维修资料素养；
3）具备业务咨询，
自觉服务客户的
素养；
3）具备自主探索
汽车新技术的素
养；
4）良好团队合作
精神。

教学时数

96学时

技能训练内容

1）会使用工艺手册对
汽车底盘各机械系统
各总成进行拆卸与安
装；
2）会进行汽车底盘各
机械系统各总成的技
术参数检测与调整；
3）会安全使用举升设
备、维修设备和各种
维修工具、测量具；
4）工作过程 S（安全教
育）+5S（整理、整顿、
清洁、清扫、素养）与
维修质量意识。

学习地点

手机端、PC端、多媒体教
室、实训中心

教学资源配备

1）多媒体教室、网络接口、
PC端、MOOC平台（微课视
频、动画、题库等资源）、助
教软件等；
2）实训车辆、汽车底盘部件
或总成；
3）举升设备、维修设备和各
种维修工具、测量量具；
4）参考资料（教材、辅助教
材或PC端）；
5）与车辆配套的维修资料
或电子终端；
6）实训指导书、工作页，学
生 ipad端或手机终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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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导向的模式，并针对高职汽修专业学生看不

懂汽车零部件图纸的教学难点，采用零部件实物

照片+视图教学法+工艺视频教学法相结合，直观

易学，由此解决技能培养中与实践衔接的教学难

点，体现基于MOOC混合教学的优越性。“汽车底

盘机械系统检修”实践教学采取六步法（每一个步

骤又含有四步法，即PDCA）的模式设计，如表2所
示[5]。

3 专业课程MOOC教学实践

以应用“K12教育网MOOC”平台开设课程为

例，总体上实施“MOOC+SPOC+翻转课堂+线下实

践”的混合式教学[6]（项目选择汽车检测与维修和

汽车运用与服务 2个专业试点）。这种混合式教

学具体可通过如下递进的方式来持续推进，即：教

师自建MOOC；引入 SPOC教学方式（部分翻转）；

部分深度翻转课堂；线下实践。

3.1 线上MOOC建立

“MOOC课程设计与制作”平台是由K12教育

提供网页（或选用学院与清华大学合作的UMOOC
平台）。在应用此平台实施混合教学前，教师首先

需要建设线上MOOC资源，根据要求先行注册，然

后按MOOC功能模块进行配套组合，逐一将课程

介绍、课程内容、学时分配与考核方式做一个公开

的课程开设说明；其次是进行课程内容资源的配

套录入，包括微课视频、实践技能点视频、进阶习

题、学习周期设定等等。目前“汽车底盘机械系统

检修”MOOC资源按项目—任务—行动的课程管

理方式录入 83个微课视频（或录屏，待完善）；问

题试题库的题型有判断、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填

空、简答题、名词解释、综合问题等类型（不含实训

工作页中的题量）；10个技能训练任务，每个实训

项目配套实训工作页（实训指导书另行打印）。平

台内涵的建设有待持续改进和完善。

3.2 MOOC的实施

“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课程分为“汽车底

盘机械系统检修1”和“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2”
上、下 2个学期学完。其中包括 21个理论学习任

务（63课时）、10个技能训练任务（32课时）。学生

借助教师提供的“微课”自主学习，包括看微课视

频、进阶练习、作业完成和实践操作等 4个方面；

课程的连续学程为21周，原则上每周提供不多于

1个学习行动的教学内容，学员平均每周约需投入

3～4 h，其中 2 h左右为观看讲课视频，其余时间

则用于进阶练习、讨论区交流，并根据教学计划，

学生参加实训时以实训工作页为引导自主进行技

能训练，完成实践后，需要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

（这里以提交实践工作页完成情况作为同伴评价

资料）。因此，要求学生应能保障线上自主学习时

间和参加线下技能训练时间。

3.2.1 小班开课

MOOC资源建设好以后，仅仅是在线资源的

初始状态，要投入使用还必须设置MOOC入口，在

表表22 ““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课程混合教学实践课堂设计课程混合教学实践课堂设计

学习领域

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

步骤

资讯

计划

决策

实施

检查

评估

学习内容

项目驱动、资料查询、分小组

安全教育、实训计划与技能目标

各机械系统相关总成的工艺准
备

各机械系统相关总成零件的检
测

各机械系统相关总成的安装

教师总结、评价

学习情境

汽车底盘综合故障

教学方法

客户扮演、MOOC

头脑风暴法、引导法

讨论法、工艺法、（PDCA）
四步法

讨论法、测量法、（PDCA）
四步法

讨论法、工艺法、（PDCA）
四步法

讨论法、（PDCA）四步法

教学手段

MOOC、助教软件、工作
页、维修手册

助教软件，PPT、PC端视
频

校企资源、维修手册、工
具、工作页

校企资源、维修手册、仪
器、工作页

校企资源、维修手册、工
具、工作页

助教软件，PPT

客户委托

车辆行驶中底盘有异响

学生活动

划分小组、任务接收

查找资料、工作页

相关总成拆卸、填工作页

相关零件测量、填工作页

相关总成安装、填工作页

听讲、讨论、自评互评综评

时间分配

10 min

5 min

10 min

25 min

25 min
15 min

备注：实践前续课程学习由学生自主安排，实践操作时间按2课时安排（或4课时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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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平台上进行 SPOC管理，即开设小规模（班

级）限制性在线教学。SPOC在融合MOOC教学资

源的同时，把微课、小班教学、集约化教学等融合

在一起，形成小众化特有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提升

学生自主学习的参与度、互动性及完课率[7]。

由于线上学习时间是由学生自己确定的，学

习环境则由MOOC平台实时支撑，学习时间、内

容、测试、答题、发帖、讨论、同伴互评、作业分析以

及线上综合成绩评定等内容的评价呈现实时性，

在学期开课的任意时间阶段内，教师都可以察看

或打印出班级的即时学习情况报表。

3.2.2 成绩评定方法

由于“汽车底盘机械系统检修”是核心课程列

入考试课，期末成绩由平时成绩、实践成绩和期末

试卷卷面成绩按一定比例构成。学生平时在线

MOOC学习的考核评价成绩仅仅是期末成绩的一

部分，平时成绩还包括线下实践学习的考核成绩

和线下考勤成绩、学期全过程理论+实践综合。项

目尝试学习全过程评价，各按3331比重纳入期末

总评，即：

期末综合成绩=卷面考试成绩×30%+实践成绩×
30%+线上MOOC成绩×30% +线下考勤成绩×10%

实践成绩构成由每次实训项目按比例录入。

当次实践评价要素包括：利用维修手册完成工艺

的查阅；考评学生实训中拆装项目对零部件认识、

测量及原理描述情况；检查学生在实训中对工具、

仪器使用的操作能力；实训中学生参与的自觉性、

工作态度、团队协作、良好沟通和遵守实验室纪律

情况，以及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5S作业内容。这

些考核要素的设置也是基于MOOC平台混合课堂

解决技能培养的难点所在。

3.2.3 线下实践

基于MOOC的线下实践教学方法，尝试采用

以典型项目驱动—技能点微课制作（教师或学生

实操视频）—PC端辅教资源整理—MOOC实践资

源整合—教学组织（有关实践内容的在线学习、答

题、测试、讨论与评价）—载体准备（工具设备、实

训部件准备，安全教育等）—实践教学（维修工艺

应用）—小组工作（工作页引导，学生自主动手操

作）—多元考核评价为行动导向。依据课程标准

开发课程实训指导书，模拟客户委托（客户报修），

明确学习内容及目标要求，相关知识与技能准备，

实施基于工作过程的步骤与工艺方法，在实训工

作页（单）引导下展开实践教学。将学生每一次实

践的自评、小组互评和教师综合评价纳入期末成

绩构成。

4 混合教学出现的问题

MOOC可兼容并满足所有学科、不同专业课

程实现混合教学的需要，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

职业培训[7]。项目实施中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

1）MOOC资源准备中的课程录像、视频制作

和微课加工编辑等任务，增加了有关技术难题对

专业教师的教学影响，教师需要抽出大量时间进

行资源准备、线上建设和线下应用和学生管理，因

此教师积极性不高。

2）线上一次学习的内容需按教学计划设置活

动时间，定期对学生进行开放；但每次只开放一个

学习行动的内容，不能满足学习自觉的学生学习需

求。学习模块开放时间需要整个学期灵活布置。

3）线上理论课堂的评价是基于 SPOC的管理

模式配合内置的统计软件，其功能可以让教师实

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行为，例如学生的在线时

间、点击次数、发帖交流、作业提交等，使教师能够

快速、准确地获得学生的行为情况及各种学习报

表，但对问题学生仍然需要线下面授和强调。教

师每周还需要安排一次课前线上讨论区答疑和互

动，线上批改作业，以解决学生阶段性的疑难

问题。

4）小班（SPOC）混合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全过程、动态化和多元化的评

价方式。除了线上可量化的自我评价外，同伴互

评缺少评价度的把握，同学间互做好人，需要教师

综合评价；尤其是线下实践课堂的评价，虽然解决

了在线学习中无法解决的动手训练问题[8]，但需要

教师全过程评价为学员提供定性或定量的学习结

果，教师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

5）MOOC可作为教学团队共享资源，但不适

用向社会开放，主要是线上不能解决实践训练问

题，线下实践课程仍需基于过程性的小班管理；且

线上学习不能独立形成学分，否则会影响学分在

教学系统中的信用。

5 总结与建议

典型的 SPOC开班是MOOC混合教学的具体

应用，可以线上线下无缝隙衔接，尤其利用大数据

统计对学习情况实时展现，对教（下转第 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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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创新教学手段和快速评价海量作业，MOOC确

实提供了高效率的帮助。总结混合教学的实践经

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1）混合教学采用线上“教”的目的是为了线下

“不教或少教”。因此，建议适当减少线下课堂面

授课时，线下教师应该腾出更多空间进行进行重

点、难点、疑点内容的答疑式讲解，深度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实践操作、新技术探讨和对课程问题深

度交流的能力。

2）混合教学是一种互联网在线自主学习+线
下面授+线下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在教

师引导下、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混合。建议教师

精心设计教学方案，加强课程的教学管理，真正以

学生为主体进行理论实践教学双闭环控制，真实

提高MOOC混合教学质量内涵。

3）实践资源的建设是培养高职应用型人才的

重要环节。建议将校企融合，产学结合、二元制、

现代学徒制、多元订单等一系列线下资源纳入混

合教学实践资源的范畴，确保混合教学实施的有

用有效性。

4）虽然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具有互补性，但现

阶段高职学生利用MOOC线上学习的参与度还不

高，尚未对高职教学产生较大的核心竞争力。建

议加强线上线下混合课堂的教学竞赛，促进此教

学模式的推广应用。

5）混合教学模式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

术，但超出现代互联网技术之外，还对专业教师运

用现代教学设备能力、自身实践水平、具备双师型

执教力和一专多能素质提出更加严苛的要求。建

议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弥补教师在开展混合

教学时耗费大量的课外时间、精力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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