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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正在深刻改变传统⾏行业！
• • • • • • • • • • • • • •



诞⽣生244年后，《⼤大英百科全书》2012年停⽌止出版印刷版本。

WIKI改变百科全书
• • • • • • • • • •



通过技术的⼿手段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解决⼈人和⼈人沟通的问题

互联⺴⽹网改变了⼈人和⼈人的界⾯面

教学是⽼老师和学⽣生的界⾯面
• • • • • • • • • • •



⼀一、“问题引领”的教学
• •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 •

帮助学⽣生建⽴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是消灭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教师应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有问题的不举⼿手 没有问题的也不举⼿手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的的更不举⼿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课堂发⽣生了什么变化？
• • • • • • • • •

我们都干了些什么？！



把课堂还给学⽣生
• • • • • • •



以学⽣生⾃自主探究为主的⼀一种积极的学习过程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



课堂的空杯境界
• • • • • • •



Randy Bell探究式级别分层



以课程建设推进探究式教学⽅方法改⾰革
• • • • • • • • • • • • • • • •

⽰示范
课程

⽰示范课程建设

试点课程建设

✓	  9批⽰示范课程建设	  
✓89⽰示范建设课程	  
✓41⻔门课程⽰示范课程

✓10批试点课程建设	  
✓367项校级教改项⺫⽬目



课堂时间都去哪⼉儿了？
• • • • • • • • •



⼆二、互联⺴⽹网时代的教学



如果学生具备从互联网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可能，教师的价值是什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字原住民】
数字技术时代的学⽣生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学⽣生

ipad当玩具的⼀一代

【数字移民】
⼀一部分教师和⽗父⺟母

【数字难民】
⼤大多数教师和⽗父⺟母



主动求知
⾃自主解决

获取
知识

⾃自由
⽣生成

引导
使⽤用

分享
共⽤用

选择
交互

搜

拿

做 ⽤用

享

评

互联⺴⽹网时代学⽣生应该具备的学习能⼒力
• • • • • • • • • • • • • • • •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 • • • • • • • •



教师应主动适应技术⾰革命带来的

教育变⾰革



⼩小规模
封闭
线下
⾯面对⾯面
班级管理

培养⺫⽬目标+培养计划+课程体系

⼤大规模
开放
线上
虚拟互动
⾃自主⾃自由
碎⽚片学习

挑  战
• •

传统教学 慕课教学



全⾯面跟踪和掌握学⽣生
个性特点、学习⾏行为、学习过程 

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持续改进的教学
提⾼高学习质量
提⾼高学习效率
有效评价学⽣生

⼤大数据
云计算
⺴⽹网络化
学习分析
O2O
P2P
APP

机   遇
• •

⽅方向 ⼿手段



三、“翻转”课堂
• •



1）教师创建符合教学⺫⽬目标的个性化教学视频，
• • • • • • • • • • • • • • • • • • •

2）学⽣生在家中或课外观看视频、在线互动，
• • • • • • • • • • • • • • • • •

3）回到课堂上师⽣生⾯面对⾯面交流和完成作业。
• • • • • • • • • • • • • • • • • •



翻转课堂：说说容易做做难
• • • • • • • • • • •

课程
录制

课程
设计

线
下
教
学

学⽣生习惯学⽣生负担



问题驱动的教学
• • • • • • •

书上的问题
• • • • •

同学的问题
• • • • •

⽼老师的问题
• • • • •

学⻓长的问题
• • • • •

百度的问题
• • • • •

还是我的问题



问题不确定性
• • • • • •

问题的随机性
• • • • • •

问题的⾮非预设
• • • • • •

问题的挑战性
• • • • • •

问题的实时性
• • • • • •

问题驱动的教学
• • • • • • •

课堂本⾝身就是问题



利⽤用丰富的信息化资源，让学⽣生逐渐成为学习的主⾓角 
打破教师主导教学的传统做法，建⽴立新型的教学模式

互联⺴⽹网+教学



个体学习的差异？
• • • • • • •

学习节奏的控制？
• • • • • • •

学习任务的适度？
• • • • • • •

翻转的热闹与有效？
• • • • • • • •

碎⽚片学习与系统讲授的平衡？
• • • • • • • • • • • •

反思
• •



混合式课程建设⺫⽬目标

混合教学

学习空间的混合：教室⾯面授 + ⺴⽹网络虚拟学习时空

学习资源的混合：课堂资源 + ⺴⽹网络资源

学习⽅方式的混合：系统讲授 + 碎⽚片学习

O2O 课内课外混合
• • • • • • +

•
线上线下混合
• • • • • •

⺫⽬目标 I. 激活学⽣生 II. 激活课堂 III. 有效教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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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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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践篇



宁波⼤大学慕课教学路径设计

专业
导论
微课

3000⼈人⼤大
⼀一

学⽣生

校院
两级
教师
发展
中⼼心

教师

混合
式课
程教
研团
队

课程

75⻔门专业导论课 

50⻔门通识核⼼心课

100⻔门混合式课程 

20⻔门优秀慕课

UOOCNBOOC
联盟

通识
在线
开放
课程

引进



宁波市⾼高校慕课联盟建设⺫⽬目标

1）通过区域联盟机制，汇集成员优势，建立和运营慕课平台； 
2）遴选优秀教师，推动课程改革，建设一批优秀慕课课程； 
3）促进优质资源共享，完善智慧教育体系； 
4）为宁波市高校学生及社会学员提供课程学习的选择和服务。

区域联盟
本地学⽣生与市民    特⾊色课程与资源    本地平台与师资

本地服务  服务本地 



宁波市⾼高校慕课联盟课程资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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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课程（3）

通识选修课程（22） 特⾊色专业课程（10）

理实⼀一体课程（15）⾸首批50⻔门⾃自建慕课



宁波市⾼高校慕课联盟课程服务体系



宁波市⾼高校慕课联盟课程运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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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网络学习平台 Vs 慕课化的⺴⽹网络学习平台

FTP

NEWS

BBS

学习平台

课程为中⼼心



学⽣生为中⼼心
• • • • •

构建学习社区

混 合 云 架 构
优化校园访问 

SPOC
图书⽂文献整合  ⽀支持校际互通

⽀支持翻转课堂

⽀支持移动学习

⽀支持学习分析

P2PAPPs O2O

MOOC



五、我的课堂



提前发布视频
学⽣生⾃自学视频
学⽣生提出问题
抛回问题
线上互动

组内讨论互动（5mins）
课前在线测试（10mins）
学⽣生报告或问题讨论
实验探究与分析
课后在线测试（10mins）

基本教学模式
• • • • • •

1
2
3
4
5

1
2
3
4
5

课前 课堂







基于知识点微课的课程
• • • • • • • • • •



基于任务点的进阶式学习
• • • • • • • • • • •



看帖要回：提问是⼀一个⼒力⽓气活
• • • • • • • • • • • •

百度上找来的问题不算 课件上有答案的不算



基于学习⼩小组的在线讨论
• • • • • • • • • • •



基于学习⼩小组的调研报告
• • • • • • • • • • •



每课必考
• • • •



⾃自动评阅
• • • •



基于PBL的学习
• • • • • • • •



学习数据分析
• • • • • •



学习⾏行为管理
• • • • • •



学习进度监控
• • • • • •



个性学习分析
• • • • • •



学习过程监控
• • • • • •



学⽣生异动分析
• • • • • •



成绩统计分析
• • • • • •



⼤大数据时代的教育技术
• • • • • • • • • •

家⻓长
⽤用⼈人单位

班主任专业主任

院⻓长
任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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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学习机会， 
翻转课堂提供了线上线下的教学组合。

总     结
• •



欢迎莅临宁波⼤大学交流指导

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