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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放课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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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学生应该具备的学习能力



小规模
封闭
线下
面对面
班级管理

培养目标+培养计划+课程体系

大规模
开放
线上
虚拟互动
自主自由
碎片学习

挑战

传统教学 慕课教学



全面跟踪和掌握学生
个性特点、学习行为、学习过程 

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更准确地评价学生

提高学习质量和学习效率

大数据
网络化
云计算
教学分析

机遇:学校？老师？
方向 手段



二、翻转课堂的创新意义



互 联 网 支 持 下 的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从宏观看：
利用丰富的信息化资源，

让学生逐渐成为学习的主角，
打破现教师主导教学的传统做法，
并建立一种新型的学习评价机制。



1）教师创建符合教学目标的个性化教学视频，
2）学生在家中或课外观看视频、在线互动，
3）回到课堂上师生面对面交流和完成作业。



翻转课堂



传统学习过程
老师教为中心

从微观看：

由于缺少教师的支持和同伴的帮助，
第二阶段常常会让学生感到挫败，
容易丧失学习的动机和成就感。

第一阶段 信息传递：

通过课堂上教师和学生、
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来实现。

第二阶段 吸收内化：

课后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



翻转课堂教学
学生学为中心

从微观看：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重构了学习流程，
更有助于促进学生知识的吸收内化，

达成更有效的教学过程。

第一阶段 信息传递：

学生在课前进行，
老师不仅提供了视频，
还可以提供在线的辅导；

第二阶段 吸收内化：

在课堂上通过互动完成，
教师能够提前了解学生的学习困难，
教师在课堂上有效的引导和辅导，
还可以促进同学之间相互交流。



三、探究式教学的实践意义



有问题的不举手 没有问题的也不举手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的的更不举手



课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教师都干了些什么？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帮助学生建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是消灭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学生  or  考生



问题引领的探究式教学：回归教育之本

“问题引领”的探究式教学理念，是提高开放课程质量的有效方法。
在情境或案例铺垫下“问题引领”，激发学生思考问题的兴趣，形成网络学习过程的“隐性互动”。

问题性

实践性

过程性参与性

开放性



Heather Banchi 和Randy Bell： 探究式级别分层

学生参与的成分越来越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也逐渐增强，

开放教学资源的利用能力就发挥越充分，探究式学习的效果和程度越显著。



问题引领的教学

谁的问题？

书上的问题……
百度的问题……
老师的问题……
学长的问题……
同学的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



问题引领的教学

课堂会失控吗？
老师会失重吗？

问题不确定性

问题的随机性

问题的非预设

问题的挑战性

问题的实时性

课堂本身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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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课程学习指南

互动：课堂观察员

评价：民主与程序

激发：期待单与问题单

《法理学》教学目标：

创作一种有意义的教-学经历

分享成长

见证成才



Is it really? 
……

Can it better? 
……



四、探究式教学的探索——以宁波大学为例



教师应主动适应技术革命带来的

教育变革

以课程建设为平台推行探究式教学方法，
探索互联网技术支持下、可持续深入的教改路径。



一）以课程建设项目推进探究式教学方法改革

以课程建设为载体，自下而上，教师主动参与，层级推进，立项资助激励。

示范
课程

示范课程建设

试点课程建设

✓10批试点课程建设
✓  9批示范课程建设
✓299名教师参与课程方法改革
✓327门校级课程教学方法改革项目
✓  85门课程正在进行示范课程建设
✓  41门课程成为示范课程
✓五年中教学专项投入超过300万



以学生自主探究为主的一种积极的学习过程，借助它可以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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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基
础》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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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级法学03班的一位学生在课程小结中写道：

“课堂上的收获是毫无疑问的。我在阅读有关资料信息和

讨论中的乐趣前所未有。和自己的同窗好友一起交流
不同观点，为我们自己发现的问题寻找答案过程中那
种抽丝剥茧，逐步接近问题的核心，直至获得我们认
为满意的答案。

经历这个过程的快乐显得比答案还宝贵。原
来，大学的学习可以如此！”

学生反馈：



二）以教学实验提升教学方法改革的品质

✓小范围 ：    探究式示范课程的随机样本实验

✓中等范围：探究式建设课程和试点课程的验证实验

✓大范围 ：   模式推广的后测实验

平行班 随机拆班

探究式非探究式



探究式教学方法改革评价测量指标模型

1990 年，博耶《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学
术不仅意味着探究知识、整合知识和应用知识，而且还意味
着传播知识，其中，传播知识的学术称之为教学学术

(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有一种学术叫教学学术：64篇教研论文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理论基础的研究》

——吴忠良，张豪锋,河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研究中心

证明在学习投入、注意力、思考问题、提问欲望、
发言欲望、学习收获感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诊断式测评活动

从2013年9月开展了以教师自愿为原则的诊断式测评活动，为老
师改进教学提供意见和建议。共有40门次课程参与测评活动。



实时学评教

• 我很认可这门课的考试方式和平时成绩依据考核要求

• 我很清楚老师课堂教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学习目标

• 上课时我经常感觉到老师对我的关注受到关注

• 课堂上我不会做与课程学习无关的事情学习投入

• 课堂上我在老师的启发下思考了问题思考问题

• 课堂上我有很多发言表现的机会发言机会

• 我认真完成了老师布置的预习和作业完成作业

• 这门课程的学习带给我很多有意义的收获学习收获

• 我参与了这门课程的网络学习、研讨和交流网络课程

• 这门课在课外花费的学习时间是课堂学习时间的多少倍课外学习



“实时学评教”宣传



三）以混合式教学的方式深化探究式教学

培养学生基于互联网的自主学习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潜能。

课堂创新
三年行动
计划之一

混合式教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
慕课教学与翻转课堂实验

70门《专业导论》网络课程建设

100门混合式教学课程改革计划

O2O 400万投入

智慧教室建设
+

100万投入

课程平台建设

目标 激活学生 有效教学 激活课堂



教改项目
2009.2

教学实验
2013.3

混合式教学
2014.3

“苹果园”

……

• 不怕失败，就怕不进步
• 教学，也是学术活动
• 改变，就是一种力量

• 累，并快乐着……



观点分享：

    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选择，成为学习的主人，

是探究式教学的目标与核心，也是未来适应互
联网生活的生存之道，更是实现中国创新的社会基
础。

开放课程形成了线上海量的教学资源，

慕课平台丰富了部分人群的学习机会，

翻转课堂提供了线上线下的教学组合。



友情推荐：

《如何成为卓越的大学教师》

卓越教师是后天造就的。

只有当学习发生的时候，教学才发生。



Thanks.

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梁漱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