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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高校ＳＰＯＣ课程———采用ＭＯＯＣ平台与实体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学习模式课
程提出成绩综合评定的层次结构模型，并分别从在线学习、翻转课堂、期末笔试三个方面给出

成绩评定方法，具有考核指标多元化、评价主体多元化以及评价过程化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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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成绩评定不仅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

的一个环节，也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

学习成绩不仅体现了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

还体现了学生的学习能力。科学、客观、合理地评

定学生的成绩，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学

习能力。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针对高校大学生开设的

ＳＰＯＣ课程，它是一种采用 ＭＯＯＣ平台与实体课堂
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学习模式课程［１］。学者康叶钦对

国外ＳＰＯＣ的发展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目前国内
各主要高校也陆续开设了 ＳＰＯＣ课程［２］。这种课程

作为一种混合教学新模式，对其成绩评定方法的研

究也逐渐成为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成绩评定方面，ＳＰＯＣ课程继承了 ＭＯＯＣ课
程的优势：首先评定的主体是 ＭＯＯＣ平台系统所
采用的成绩计算模型，成绩评定相对客观，容易

量化。其次ＭＯＯＣ平台更重视对学习过程的评价，
为学习过程成绩评定提供了可操作的有效手段，

克服了传统课堂中对学习过程进行评价工作烦琐、

实现困难的缺点。最后，ＭＯＯＣ平台的成绩可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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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学生和老师随时查询，实时了解学习进度和学

习效果。同时，既然ＳＰＯＣ是ＭＯＯＣ平台与实体课
堂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学习模式，因此其成绩评定

还必须包含实体课堂环节，这正是ＳＰＯＣ课程的优
势所在。本文从成绩评定的多元化原则和过程化

原则出发，提出成绩综合评定的层次结构模型，

并分别从在线学习、翻转课堂、期末笔试三个方

面给出成绩评定方法。

二、成绩评定方法

高校课程成绩的传统评定方法大部分是通过

期末考试来一锤定音，或是写个读书报告的方式，

这种方式成绩单一、评价主体单一，不利于客观

全面的评价学习成绩［３］。考核一方面是为了评价

学生的成绩，更重要的是方便老师掌握学生的学

习效果，进而为进一步提高学习效果作为一个指

示器。期末的 “一考定成绩”仅仅起到了第一个

作用［４］。因此好的成绩评定方法必须遵循多元化

和过程化原则。

图１　成绩综合评定的层次结构图

　　本文从这两个原则出发，结合ＳＰＯＣ课程的一
般特点，给出了成绩综合评定的层次结构模型，

如图１所示。该评价模型的指标体系分为三级，最
下层为评价主体。

一级指标包括ＭＯＯＣ平台学习成绩、翻转课堂
成绩和期末闭卷考试成绩。采用这三种成绩的加权，

最终形成学生的综合成绩。表１给出了一种具体加
权比例的实例，以及三种成绩所考核的方面。

表１　成绩加权比例情况

序号 分项 占总成绩比例 考核目标

１ ＭＯＯＣ平台学习成绩 ３０％ 反映了学生视频学习的态度、出勤率和效果

２ 翻转课堂的表现 ３０％ 考核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与应用能力

３ 期末考试成绩 ４０％ 考核学生在课程结束之后最终的学习效果

　　三个一级指标分别对应了各自的多个二级指标，
是一级指标的具体细化。其中ＭＯＯＣ学习中的结业
考试成绩、以及期末闭卷考试成绩都属于结果类指

标，反映了课程即将结束时，学生的学习效果。其

他指标则属于过程类指标，为学生改进学习方法，

以及教师进行因材施教提供了反馈评价。

在二级指标中，视频学习成绩、随堂测试成绩、

讨论区交流成绩、ＭＯＯＣ视频学习结业考试成绩等
由ＭＯＯＣ平台自动计算得到；ＭＯＯＣ视频学习中的
作业得分，翻转课堂的交流内容、成果形式、口头

表达、辩论交流等成绩可以采用学生互评的方式，

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来完成；ＭＯＯＣ视频学习中
的教师调节分、翻转课堂的教师调节分，以及期末

闭卷考试成绩则必须由教师来提供权威评定。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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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级共１４个指标体现了考核指标的多元
化。图１的最下层共用 ＭＯＯＣ平台、教师和学生
三种评价主体，这也体现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因此层次结构模型较好地体现了成绩综合评定的

多元化原则。

（一）ＭＯＯＣ视频学习成绩评价
包括视频学习、ＭＯＯＣ随堂测试、讨论区交

流、结业考试、作业得分、教师调节分等成绩。

下面分别对各种成绩的含义、作用、可能的计算

方法进行介绍。

视频学习成绩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投入，类似

传统课堂的出勤率。通过将学习视频分成若干段，

按照观看的视频段数与总视频段数之比，并乘以

分值权重来计算视频学习成绩。

ＭＯＯＣ随堂测试成绩反映学生视频学习的实时
效果，在观看完某段视频后，学生实时完成相应

的ＭＯＯＣ测试题，按照正确率与分值权重的乘积
来计算ＭＯＯＣ随堂测试成绩。

讨论区交流成绩反映学生参与讨论的活跃度，

可评估学生协作和交互学习的效果。ＭＯＯＣ平台按
照学生发帖的数量、回帖的数量来计算讨论区交

流的成绩。

结业考试成绩反映学生视频学习完成后的学

习效果，由教师在视频学习结束后统一组织结业

考试，ＭＯＯＣ平台自动判卷，根据正确率与分值权
重的乘积来计算ＭＯＯＣ结业考试成绩。

作业得分反映学生课后完成作业的学习效果，

有学生互相批改作业或者教师批改作业两种情况，

也分别由学生互评和教师给出作业得分。

教师调节分反映了ＭＯＯＣ平台自身无法完成的
评价功能，比如讨论区学生交流过程中，学生提出

了非常有代表性的学术问题或是给出了针对其他同

学问题的很好的答案，这个时候ＭＯＯＣ平台无法智
能评判，而教师在其中则能发挥有效评价的作用，

给出教师调节分，进而鼓励学生互动交流。

各种成绩在不同课程和专业中的权重比例可能

不同，表２给出了一个典型的权重比例的实例。

表２　ＭＯＯＣ平台各种成绩的权重比例

类别 视频学习进度 ＭＯＯＣ测试 讨论区交流

分数 １５分 １５分 １０分

类别 结业考试 作业得分 老师调节分

分数 ５０分 ５分 ５分

（二）翻转课堂成绩评价

翻转课堂中，学生独立自主或分组协作参加

翻转课堂的成果展示与研讨辩论，根据研讨问题

提纲，查阅资料、制作课件、准备辩论问题、参

与讨论发言，因此翻转课堂的成绩评价重点应放

在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与应用能力上，

且评价由教师、同学以及学生自己共同完成。另

外，基于自主学习的翻转课堂模式应强调对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评价，而基于协作探究的翻

转课堂模式还应强调对学生团队协作能力的

评价。

翻转课堂的成果展示阶段一般包括汇报交流

和课堂讨论两部分，因此成绩评价主要根据汇报

与讨论的情况给出，具体指标及其典型权重比例

包括考查汇报内容 （占５０％）、ＰＰＴ制作 （即成果

形式，占２０％）、口头表达 （占２０％）、问题回答
（或辩论交流，占１０％）等几个方面，满分为１００
分。对于基于自主学习的翻转课堂模式成绩评价

主要由教师、同学根据上述考查内容分别对汇报

的学生进行打分评价，汇报学生本人也可以根据

上述考查内容对自己的成绩进行评价，然后综合

考虑三方面的成绩 （平均或加权处理）得出最终

的成绩评价。此外，教师对每名学生有给予附加

分的权利，主要依据学生在全部研讨课上的综合

表现 （包括在其他同学汇报时进行的提问），附加

分满分为１０分。对于基于协作探究的翻转课堂模
式成绩评价，由于是小组代表来进行汇报，小组

其他同学共同参与汇报后的交流讨论中的问题回

答，因此教师和其他小组以评价汇报小组的成绩

为主，而汇报小组成员的成绩评价以小组成绩为

基础，通过组内评价来进行分数分配，当然教师

同样有给予每名学生附加分的权利。下面给出了

一种基于擂台攻防对抗汇报交流模式 （即所谓的

ＡＢ组模式）下的成绩评价范例。
课堂成果展示阶段，可设置 ＡＢ两组，Ａ组汇

报，Ｂ组提问，Ａ组回答，再根据提问和回答情况
扩展到全班集体研讨。也可以不设 Ｂ组，在 Ａ组
汇报后，直接由全班针对 Ａ组的汇报展开讨论。
ＡＢ两组的成绩评价如下表所示。由于 ＡＢ组扮演
的角色不同，因此对其评价的角度也不尽相同。Ａ
组 （守方）以汇报为主，对其评价相对要全面些

（按照前述考查内容）；Ｂ组 （攻防）以提问为主，

对其评价侧重于提问与讨论效果。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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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成绩评价表

Ａ组
（守方）

汇报内容

（５０分）
ＰＰＴ制作
（２０分）

讲解

（２０分）
回答问题

（１０分）
总分

成绩

Ｂ组
（攻方）

提问

（５０分）
辩论

（５０分）
总 分

成 绩

　　按照成绩评价表（如表３所示），教师与其他小
组分别对 ＡＢ两组的汇报交流表现打分评价，然后
综合考虑两方面的成绩（平均或加权处理）得出 ＡＢ
两组本次研讨的成绩。作为ＡＢ两组的两个小组的
攻守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互换的，因此

这两组中任何一组的最终成绩是综合考虑了他们

所有研讨成绩后得出的，即将其中一组所有研讨成

绩进行平均或加权处理而得到。至于小组成员成

绩评价，是以小组最终成绩乘以小组人数为基数，

然后通过组内评价来进行分数分配。对于表现相

对突出的学生，教师可以给予相应的附加分。

（三）期末考试成绩评价

期末考试是综合成绩评定的重要环节，也是传

统课程中普遍采用的考核手段，用以考核学生在课

程结束之后的最终学习效果。根据课程的特点可

以采用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实践作业等方式。以

笔试为例，与传统课程相比，ＭＯＯＣ课程在期末考试
的内容、重点、题型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传统

课程的题型比较全面，包括选择题、是非题、填空

题、简答题、分析论述题等等，既有客观题型，也有

主观题型。对于ＭＯＯＣ课程来说，为方便 ＭＯＯＣ学
习平台自动评分，在ＭＯＯＣ随堂测试中主要采用了
选择题、是非题等客观题型。因此期末考试则主要

采用简答题、分析论述题等题型，其中简答题主要

考核基本概念，分析论述题偏重平时的研讨题，考

核知识运用。

三、结束语

成绩评定不仅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

的一个环节，也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

论文针对高校ＳＰＯＣ课程———采用ＭＯＯＣ平台与实
体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学习模式课程，从 ＭＯＯＣ
平台学习成绩、翻转课堂成绩和期末闭卷考试成绩

三个方面，提出成绩综合评定的层次结构模型，并

给出每个环节的成绩计算方法。该评定方法考虑

了ＭＯＯＣ平台学习成绩的六个指标，翻转课堂成绩
的五个指标，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的一个指标，真正

实现了考核多元化。评价主体包括了任课教师、

ＭＯＯＣ平台的计算模型、学生，真正实现了评价主体
的多元化。此外，该评定方法涵盖了各个学习环

节，真正实现了评价的过程化。笔者所在的国防科

学技术大学从２０１５年开始，挑选了本科生的公共基
础课程军事信息技术基础试点 ＳＰＯＣ课程，从第三
个学期开始试验了本文提出的成绩评定方法，根据

对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学生反映多元化过程化的

评价机制，有利于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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