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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慕课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加入“慕课”不仅是将课程搬到网上放到线上那么简单，尤其是

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学习能力较弱，学习主动性不强。如何将慕课与传统课堂教学相融合，既充分利用网络在线教学优

势，又强化面对面课堂互动,是目前高等职业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法和线上-线

下混合式学习理念的基础上，对高职网络专业核心课程《网络互联设备配置与调试》的教学模式进行研究，形成了基于慕

课的融“导、教、学、做、创、评”一体化混合式学习教学模式，切实提高高职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和效果。

关键词：慕课(MOOC)；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高职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f Interconnect Courses Teaching Mode Based on MOOC

LU Chuanying
( JiLin Communications Polytechnic Electronic Information Branch,Changchun 13001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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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especially to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ho generally learn weak,not strong motivation to learn.How to integrate 
MOOC with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take full advantage of online teachingand the face to face classroom interaction?It 
is currently an urgent topic to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Based on the MOOC flipped classroom and online-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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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

云平台的产生，创造了跨时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在

教育界，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慕课(MOOC)应运而生。它改

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它使教与学不受时间、空

间、地域的限制，使知识获取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

国内多所高校(北大、清华、复旦等)都加入到慕课建设平台

中。作为占据中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职教育，也感受到

来自慕课的冲击。慕课将成为推进高职教学改革、改善高职

教学质量、实现高职培养模式升级的重要契机[1]。但是，加

入“慕课”不仅仅是将课程搬到网上放到线上那么简单，尤

其是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学习能力较弱，学习主动性不强。如

何将慕课与传统课堂教学相融合，既充分利用网络在线教学

优势，又强化面对面课堂互动；既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引导作

用，是目前高等职业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在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法和线上-线下混合式

学习理念的基础上，对高职网络专业核心课程《网络互联设

备配置与调试》的教学模式进行研究，形成了基于慕课的融

“导、教、学、做、创、评”一体的混合式学习教学模式，

切实提高高职教学质量，提升高职学生学习效率和效果。

2  基于慕课的混合式学习理论基础(Concept of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MOOC)
2.1   慕课

慕课(MOOC)，即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是新近涌现出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与

传统在线教育相比，在慕课的世界里，视频课程被切割成10

分钟甚至更小的“微课程”，每次视频后面都会有测验、互

动，便于让自己和老师看到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且慕课基本

都是免费的[2]，学习者通过慕课可以随时随地听到全球顶级大

学多个领域的课程，只需一个邮箱就可注册参与，使学习不

分国籍，不受时空限制。

2.2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又称为反转课堂式教学模式。就是学生在课

前完成网络在线的慕课学习，接着在课堂上参与师生间深度

知识探究、互动来完成学习任务的一种形式。因翻转课堂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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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灵活性可以让学生自主安排课程学习；还可以帮助学习

能力较差的学生，因为教学视频能暂停、重放，直到听懂看

懂为止。翻转课堂真正实现了“分层教学”和“以学生为中

心”，每位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来自主学习，巧妙地

将网络在线学习与课堂面对面教学有机结合起来[3]。

2.3   混合式学习

混合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简称B-learning)就是将传

统学习方式(面对面学习)的优势和在线学习(online)的优势结

合起来的一种学习方式，特别适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它包

括学习内容的混合、学习模式的混合、学习资源的混合，以

及学习环境的混合等形式。混合式学习即要发挥教师引导、

启发、监控学习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

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这两者结合起

来，使二者优势互补，从而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它具有不

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学习有更高的自主性等优势

3  构建基于慕课的混合式学习教学模式(Construct 
    blended learning teaching model)

在研究了慕课、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的理论基础上，

针对高职学生的特点和学习习惯，将翻转课堂和混合式学习

形式融入到传统教学中，构建基于慕课的“导、教、学、

做、创、评”一体的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教学模式[4]。

3.1   导
教师提前布置下次课的知识点和讨论话题，采用案例教

学与任务驱动相结合的形式引导学生通过MOOC网络平台提

前在家里或寝室里观看相关知识的微视频，上网查阅资料，

与MOOC平台上的教师学生沟通。同时，教师可以直接在学

习平台上监控学生的学习进程，查看学生登录次数、在线时

间、发帖、回帖等，有效监督学生学习。

3.2   教与学

利用慕课微视频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法传授相关知识、操

作流程和配置命令，学生则根据学习进度和学习能力自主学

习课程资源。课堂上老师讲解重点知识、演示操作并进行疑

难解答。慕课把知识传授过程放在教室外，让大家选择最适

合自己的方式接受知识，把知识内化过程放在教室内，便于

师生间更多沟通交流。通过线上微视频、QQ平台、微信平台

和线下面对面讲授交流促进和推动整个教-学过程。

3.3   做
分为模拟操作和自主操作。通过课前自主学习和课堂

教师讲解，模仿操作完成相关任务，消化本次学习的知识技

能，教师进行网上和现场辅导答疑。之后，教师布置相应工

作任务，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和技能自主完成任务，提高学生

独立操作能力。自主操作部分主要放在第二课堂来完成，教

师主要通过网络学习平台、QQ和微信平台辅导教学。学生独

立操作后的项目可上传到网络学习平台或微信平台，师生共

同点评。

3.4   创
主要指技能操作提升部分。根据“分层教学、优生优

培”的需求设置了技能提升学习任务，该部分的学习采用观

看教师制作的微视频和网上学习资源等以网络自主学习为

主，师生互动为辅的方式培养学生自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开发学生潜在学习能力，强调优秀学生的培养。

3.5   评
项目评估与总结。采用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点评相结

合的形式，对项目的完成情况、设计思路、实施方案、操作

步骤，以及方案优缺点进行点评，同时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

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4  基于慕课的混合式学习教学模式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blended learning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MOOC)

《网络互联设备配置与调试》是高职网络技术专业的职

业核心课程，主要讲授在网络构建过程中两大网络互联设备

(交换机、路由器)的配置与调试，培养学生构建网络、配置网

络和维护网络的能力，是网络工程师必备的重要职业技能。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驱动、任务引领的方式，按照“引入

工程案例—相关知识讲解—技能演示(教师示范)—技能训练—

技能提升—呈现与点评”融“教、学、做”为一体来组织教

学。该课程难度不小，操作性强，而且随着网络设备的不断

更新升级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知识迁移能

力，因此需要将网络学习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两

者的优势，利用网络-课堂混合式学习真正实现学生网络构建

和配置调试能力的培养。

通过对网络工程师的岗位职责和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

析，并结合学生认知规律，教学设计按照“工程项目基础—

构建小型局域网—构建中型局域网—构建广域网—局域网安

全与管理”五个项目从简单到复杂进行展开。每个项目中包

含若干个学习(工作)任务，五个项目共包含20个学习任务，每

个学习任务都围绕一个真实工程案例展开知识讲授。其中15

个任务为初级网络工程师必备技能，属基础学习任务，其中

八个学习任务采用课堂教学为主，将慕课作为课程的强化和

补充；另外七个学习任务将慕课作为课堂内容的主要传授方

式形成翻转课堂。同时，根据“分层教学、优生优培”的需

求设置了五个提升任务，该部分的学习采用网络自主学习为

主，师生互动为辅的方式培养学生自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开发学生潜在学习能力。具体学习任务的教学设计如表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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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网络互联设备配置与调试》教学设计

       Tab.1 Networking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and debug teaching design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学习任务

任务

类型
教学模式

项
目
一

工程项目
基础

认识计算机网络 基础 课堂教学为主，慕课强化补充

设备初始配置 基础 课堂教学为主，慕课强化补充

项
目
二

构建小型
局域网

构建小型办公室网络 基础 慕课为主体形成翻转课堂

构建中型办公区
域网络

基础 慕课为主体形成翻转课堂

生成树协议 基础 课堂教学为主，慕课强化补充

路由冗余策略 提升 网络自主学习

项
目
三

构建中型
局域网

静态路由配置 基础 慕课为主体形成翻转课堂

RIP动态路由配置 基础 课堂教学为主，慕课强化补充

OSPF动态路由配置 基础 课堂教学为主，慕课强化补充

策略路由配置 提升 网络自主学习

路由控制 提升 网络自主学习

项
目
四

构建广
域网

PPP\HDLC
协议配置

基础 慕课为主体形成翻转课堂

广域网验证配置 基础 课堂教学为主，慕课强化补充

静态NAT配置 基础 慕课为主体形成翻转课堂

动态NAT/NAPT
配置

基础 课堂教学为主，慕课强化补充

项
目
五

局域网 
安全管理

标准ACL配置 基础 课堂教学为主，慕课强化补充

扩展ACL配置 基础 慕课为主体形成翻转课堂

交换机安全端口配置 基础 慕课为主体形成翻转课堂

交换机防范ARP攻击 提升 网络自主学习

交换机防止
DHCP攻击

提升 网络自主学习

 5   结论(Conclusion)
通过基于慕课的混合式学习教学模式在课程中的应用

进一步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大多数同学能够按照教师

的课程设计利用慕课和课堂教学相结合完成学习任务，学习

效果比单纯课堂教学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该课程这种全新

的教学模式对教师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备课不仅要备

好课堂教学内容，还要备学生的学习过程，还必须建设好一

个动态的慕课学习平台，教师不仅要课堂答疑，而且要利用

在线答疑、微信平台等与学生开展更加广泛的教学互动。因

此，教师要加大网络信息技术应用技能的掌握，使慕课能够

真正有效推动高职教学改革、改善高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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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等电子信息类专业校企共建、人才共育。

第二，建设了上述专业的教学资源库、案例库。

第三，培育了一支专业能力、项目能力超强的上述专业

的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

第四，新建了一部分技术前沿的信息技术实验室，使上

述专业的师生受益，也提高了对应学科的实力。

第五，可以以智慧城市建设为载体申报一批市级、省级

及以上的科研项目，产生一些专利。

第六，节省广元市财政资金，科学谋划，客观把握，为

全市信息化建设起到了实质性保驾护航的作用。

第七，可以参与到广元智慧城市项目的后期的、长期的

运行维护之中，相当于给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类

专业2500多名学生建设了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校外真实的

实训基地，提高了学生的就业能力。

第八，这种以高校牵头、企业参与的智慧城市建设模

式，避免了政府的盲从性、企业的功利性，提高了城市的资

金使用，节约了建设周期，增加了科学性，可以作为一个可

推广的样板。

6   结论(Conclusion)
本文详细阐述了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移动应用研

发”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与推广情况，中心总体定位，遵循

“国家和四川省区域急需水平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

的总体要求和“需求导向、协同创新、改革驱动、特色发

展”的建设原则，坚持“动态、开放、融合、多元、持续”

的运作机制，充分发挥政校企行协同创新机制的作用，实现

协同创新各方“无缝对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

利，协同发展。促进学科、专业、人才、科研创新能力提

升，形成四川省移动应用开发协同创新的特色平台和人才培

养与培训及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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