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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传播知识主要且有限的途径就是教

师和书本，教学模式也多采用单调又枯燥的课堂灌输式，虽

然后来教学过程中也适当增加了图片和视频素材，抽象的事

物些许形象化了，但依然规避不了“教学靠老师、内化靠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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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cannot mee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nd 
cannot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the complex talents in today’s society. Therefore, SPOC, a new educational model based on the large-
scal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came into be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smart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ts attached vocational education 
cloud as the carrier, and utilizes the resources of the rehabilitation teaching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source library to adopt 
the form of �ipping classroom, interactively integrating classroom teaching with online teaching, and monitoring the teaching effect 
with a variety of evaluation methods, which has achieved the subversion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new 
SPOC teaching model of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Practice shows that SPOC not only inte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MOOC, but also 
�lls the gaps in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further improves the mod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improves the ability 
of teachers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classroom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scienti�c research, which has changed the stu-
dents’ learning style and study habits, and improved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the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to carry out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o that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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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已无法迎合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特征，亦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因而基于大规模
开放在线课程 MOOC 的新型教育模式——SPOC 应运而生。本文以智慧职教及其附件职教云为载体，利用康复治疗技术专
业教学资源库的资源，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将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进行交互式融合设计，以多元化的评教评学方式进行教
学效果监测，实现了对传统课堂的颠覆，进而进一步探索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SPOC 教学新模式。实践表明，SPOC 既融入了
MOOC 的优点，又填补了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了职业教育教学的模式，从中提高了教师运用信息化技术开展课
堂教学活动和科学研究的能力，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习惯，提高了学生运用网络教学平台开展自主学习、协作学习
的能力，使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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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规模开放式在

线课程，以“微课程、小测验、实时解答”为核心概念，推

崇学习者的人性化学习、终身学习，代表的是在线教育的一

种初始形态，亦是教育信息化、全民化的必然趋势。它将在

线教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 MOOC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也出现一些短板，注册率高、完成率低、参与度不足、针对

性不强，无法开展诸如课程设计、小组讨论、与导师面对面

交流等的教学环节，不能满足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学习的深度

及广度等个性化学习诉求，于是“后 mooc 时代”的典型课程

范式——spoc 应运而生。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小 规 模 限 制 性

在线课程，最早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曼德·福克斯

教授提出并使用的。这种教学模式与 mooc 接近，SPOC 是

对 MOOC 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 MOOC 的超越和创新，是

mooc 的一种的深化与改革，既克服了 mooc 在实际应用中

的诸多缺点，也更贴近传统教学模式，被认为是实体课堂和

MOOC 教育的混合教育模式。将优质的学习材料通过翻转课

堂的形式，采用双线混合的新型教学模式，把 MOOC 资源和

传统的教学模式深入结合，最大限度地进行现代信息化技术

与传统课程教学融合 [1]。

《社区康复》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职业素质拓展课程，

是为学生将来职业迁移，从事社区康复工作打下基础的一门

课程，也是一门让学生尽早参与临床的实践性课程。传统教

学方式以课堂理论灌输式为主，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体，学

生被动接受理论知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受到时空

因素的限制，同时囿于学时限制、授课内容宽泛、临床案例

不足等，导致学生缺乏临床思维能力的训练，无法有效实现

临床思维的培养。为了给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教学资源，探

索如何将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的资源应用于课堂教

学，提高《社区康复》的教学质量，本文基于智慧职教平台

和职教云课堂 APP，探讨采用“线上学习 + 线下教学”的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2] 面向高职高专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

生将在线教学引进传统课堂，既有利于共享优质 MOOC 资源，

又能够发挥 SPOC 集约化、小众化等在线学习的优点，从而

缓解学时与内容之间的供需矛盾。

2 教师线上线下混合式翻转课堂设计

2.1 设计思路

根据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实际

需要，采用各种信息化教学手段，将传统课堂面授与网络在

线学习有效结合，利用专业教学资源库及网络课程、职教云

学习平台及其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活动，

能有效解决教学过程中因临床实践经验不足、实验实训设备

不够、师生互动不多、评价体系不客观等问题，[3] 对教师的

教学困扰、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课程目标的实现所产生的

影响。线上线下混合式翻转课堂，主要通过“课前预习交流”、

“课中讲授与互动”及“课后巩固与自测”实现一个完整的

教学活动。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课程平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2.2 实施方案

一堂成功的课堂，关键在于精巧的教学设计。如何让学

生在获取充分的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能得到实践技能的提升，

是高职高专教育教学的根本目标之一。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

翻转课堂的实施，利用丰富的线上资源，借助在线课程平台，

通过在线学习、在线交流、在线讨论、在线测试、在线培训、

在线互评等平台辅助功能，以课程为中心，[4] 辅以答疑、组

内及组间讨论、教师线上线下指导等互动教学环节，促进师

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进行资源共享、问题交流和协

作学习，提高教学效果。

现以《培训课程》中产后康复一章为例，阐述基于国家

级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丰富的颗粒化素材：PPT、电

子教材、习题、图形 / 图像、Flash 动画、音视频等，实施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过程。

2.2.1 课前准备

课前准备阶段主要采用在线模式，学生可应用资源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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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PC 端或手机 App 端）进行在线学习。教师将产后女性的

身体变化、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等相关教学资源，在课前一周

左右时间，发布到职教云平台；学生在课前通过学习任务单

的指引，并通过观看“分娩的过程”Flash 动画讨论“分娩会

给产妇带来哪些伤害？”，进而带着问题完成产后康复这一

章节内容的预习。教师在课前可通过职教云平台查看学生预

习情况，监测学生在线学习讨论的情况，了解学生对课程的

认知程度。详见图 1- 图 3。

图 1 布置课前预习任务

图 2 课前预习动画“分娩的过程”

图 3 学生课前预习情况

2.2.2 课中教学

课中教学阶段是整个课程教学的中心环节，可采用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师生面对面的教学活动，如签到

考勤、授课、课堂讨论、提问、头脑风暴、在线测试等。课

中通过签到，云课堂后台可实时显现学生到课情况，并自动

生成统计报表。详见图 4- 图 9。

图 4 签到考勤情况统计

图 5 设置课中互动

    

图 6 线上讨论

图 7 线上头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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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线上投票

图 9 在线随堂测试

教学实施中，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法，导入“分娩的过

程”Flash 动画，引发学生围绕任务 --“分娩给产妇带来的

身体伤害”这一主线，实施“任务导入 - 任务分析与案例演示 -

任务实施与协助指导 - 任务完成与总结”等几个主要的教学

活动和环节。

（1）任务导入

通过“分娩的过程”Flash 动画，引导同学们分析分娩会

给产妇带来哪些身体伤害或改变，从而得出“分娩使子宫及

盆底肌——承受着急慢性的打击！！”导入课程，引导学生

临床思维的建立，[5] 明确课堂活动的目标。在任务导入时，

教师既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和课前学习程度，也要考虑任

务所包含的知识的串连性和难度。详见图 10。

图 10 课堂教学—任务导入

（2）任务的分析与案例演示

设定了课程任务目标后，后续的活动就是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教师通过对相关理论知识的进一步阐释，使同学们

接收并了解到产后女性的身体变化、产后尤其是盆底功能障

碍的表现以及产后常见病症的康复。只是教师将这些理论知

识的讲解融入到了具体的任务分析中，重点教给学生知识是

如何串联的，如何从点—线—面去认识产后康复，从而避免

了传统教学法中较为干涩地讲授理论知识。

（3）任务实施与协助指导

学生根据教师对任务的讲解和案例演示，自主或分组协

作完成产后常见病症康复的操作方法。在任务实施过程中，

教师仅仅扮演指导的角色，尤其是对有问题或困难的学生进

行针对性的指导。学生可以通过相互技能操作加深对理论知

识的巩固。 

（4）任务完成与总结

任务完成后，学生通过线上讨论、投票、头脑风暴等形式，

直观表达出自己对知识点和技能点的理解。同时，教师也可

以对课堂活动中任务的实施情况进行点评，提出任务实施中

的关键问题和总结任务知识点，利用云课堂进行随堂测试，

并对教学活动进行总结。

2.2.3 课后提升阶段

完成课堂教学后，为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针对课

堂活动中任务完成情况的不同，教师可以通过设置拓展任务，

引导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尤其对拓展类的临床案例、操作

常规、治疗文献进行巩固学习。详见图 11-12。

图 11 拓展资源提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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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课后活动设置

同时，学生通过云课堂平台，完成课后自我评价和总结，

并对本次课的授课及学习情况进行测评，完成教师在课后预

留的课堂作业。详见图 13- 图 15。

图 13 完成课后作业

图 14 课后学生评价

图 15 课后学生总结

2.3 课程评价

在教学评价上，主要采用多元化混合评价方式。学生的

平时成绩即为云课堂学习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其中线上学

习占 25%，线下互动占 25%，线上作业占 25%，线上考试占

25%；线上学习由学习时长、学习进度组成，线下互动由签到、

课堂表现、活跃度、在线测试等组成），线下考核及实操考

核占总成绩的 60%。教师可以根据学习要求，调整各项目的

比例关系。详见图 16。

图 16 考试权重设置

3 结语

网络在线课程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学的必然趋势，而

SPOC 以其独特的优势在未来的学习中将占有十分重要的位

置。依托已基本建设完成的国家级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学资

源库，借助智慧职教和职教云平台，本文作者已经在所承担

的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人体发育学》、《康复评定技术》、《言

语治疗技术》等课程的教学中实施了 SPOC 模式。本文以《社

区康复》中的产后康复一章为例，系统地讲解了 SPOC 的实

施过程及其关键的步骤。通过问卷调查和学生考试成绩等相

关数据的对比分析显示，结合翻转课堂的《社区康复》SPOC

有效地推动了教学观念的转变和教学方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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