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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 “工程结构”大班课程教学特点，将学习小组和 ＳＰＯＣ平台引入进行教学改
革。利用学习小组降低教学活动组织难度，借助 ＳＰＯＣ平台开展在线教学，通过二者相互融合，
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对课程进行了全面改革。教学改革实践表明利用学习

小组和ＳＰＯＣ平台利于在大班课程教学中进行混合式教学，不仅提高了学员学习成绩还培养了学
员自主学习习惯和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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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初级指挥生长干部学历教育院校，培养对

象主体是生长干部军官学员。四年的院校培养，

旨在让学员成为能指挥、懂技术、会管理的高素

质复合型初级指挥军官［１］。近年来为适应世界新

军事变革对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各个院校掀起了

新一轮教学改革。其中小班化教学的优势在教学

实践中不断得到了肯定［２］。但是在军校中，一些

基础性课程通常人数在 ５０人以上，属于大班教
学［３］。如何解决大班教学现状与小班化教学需要

之间的矛盾、减少大班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是需要

研究的课题。

目前，在大班课程教学中解决教学规模过大

这一问题较好的方法是组建学习小组［４－６］，借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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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小组的作用，弥补大班教学的一些不足，既能

有效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也能培养学员的团队

协作能力［７－９］。但如何体现学员学习的个性化、加

强与学员的沟通交流，学习小组无法解决这一难

题，近年来网络教学平台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

提供了有效方法。特别是在 ＭＯＯＣ［１０－１１］基础上出
现的一种小规模的在线教学平台 ＳＰＯＣ［１２－１５］，该平
台集教学资源、教学内容、教学实施、教学评价

于一体，适合在高校中与传统班级教学结合起来

开展混合式教学。

学习小组的优点在于降低了教学活动组织难

度，利于使大班教学达到小班教学效果。小组内

部相互监督，形成相互促进的学习氛围，对培养

学员自主学习和团队协作能力十分有利。但存在

学员搭便车现象，教学要求同质化，不利于学员

个性化学习。ＳＰＯＣ平台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资
源，可为学员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可开展一对

一交流，利于学员自主学习和开展混合式教学。

但也存在师生之间难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情感

培养困难、知识点碎片化难以形成体系、个体学

习监督困难等问题。将学习小组和ＳＰＯＣ平台结合
起来，能发挥各自优势，扬长避短。 “工程结构”

是道桥渡专业学员的一门必修专业基础课，起着

专业课与基础课衔接的桥梁作用，由于人数众多，

班级规模在５０人以上。课程组在进行教学改革实
践中引入了学习小组和ＳＰＯＣ平台。将传统以课堂
教学为主的教学过程利用平台延伸到课前、课后，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并从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多方面对课程进行了改革。

　　二、以ＳＰＯＣ平台为依托优化教学
内容并突出军事特色

　　本课程经过课程组多年建设已经积累了大量
资源，依托ＳＰＯＣ平台开展混合式教学需要对现有
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并优化。按照课程教学目标要

求梳理了课程知识点，并进行了层次化布置。紧

紧围绕知识点建设了大量课程教学资源，制作编

辑了覆盖课程重、难点的微课、动画、课件，为

拓展学员视野提供了包括论文、地方高校课件等

压缩文件。建设了包含填空、选择、简答等题型

的试题库，组建了多套试卷。根据每一讲课程教

学需求推送给学员适当的学习资源。

为培养学员的工程意识，开阔视野，紧贴工

程结构技术新发展和军事应用，突出了教学内容

的军事特色。结合当前工程兵部队装备的主要桥

渡装备，将装备中的构造细节抽象为本课程的教

学内容。根据桥渡装备中常用到的连接和基本构

件情况，将教学内容整合为连接、基本构件、结

构体系三大模块。教学过程中紧紧围绕装备展开，

课前让学员通过平台观看一些装备的视频，要求

他们重点关注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细节，在学

员对装备了解的基础上，课堂引导学员将实际装

备细节抽象为课堂教学内容，培养学员分析问题、

抽象问题的能力。课堂教学结束后让学员结合装

备进行课程设计。通过这种与装备紧密结合的方

法，提高了学员学习的兴趣和针对性，突出了

“学为战”的理念。

　　三、教改中抓好学员有本事、有

血性的培养

　　针对习主席提出的培育 “有灵魂、有本事、

有血性、有品德”的要求，在本课程教学中突出

抓好学员 “有本事、有血性”的培养。有本事主

要是指学员会查资料、会分析实际工程问题、会

利用规范进行设计。在课程教学中设计了教学环

节让学员利用图书馆、网络等资源查阅资料并梳

理总结进行汇报，培养他们查阅资料、分析利用

资料、汇报表达等综合能力。通过从实际装备到

构造细节，从构造细节再到课程教学内容的转化

过程，让学员学会将复杂的实际工程问题简化为

工程结构问题的分析思路和方法。结合具体的装

备构件，让学员利用所学理论知识结合相关规范

进行课程设计。

通过严格纪律、执行力、引入军事背景和案

例等方式进行有血性的培养。邱少云之所以能在

烈火的炙烤下文丝不动，得益于日常严格纪律的

培养。在教学中对于课堂纪律严格要求，要求学

员回答问题、报告等都要展现军人作风和气质，

作业、在线测试等严禁抄袭，发现之后严肃处理；

执行力在每一次任务的完成中锻造。每一次课堂

汇报、作业、考试等，从发布任务到完成都有严

格的时间节点，不完成将会影响其成绩并影响小

组成绩；在思考题、作业、案例中引入朝鲜战争、

抗震救灾、维和行动、重大演习等军事背景，让

学员体会那种紧张感、压力感，明确自己今天的

学习就是为了打赢明天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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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依托学习小组和ＳＰＯＣ平台开
展混合式教学

　　尽管大班教学人数众多，教学活动组织难，
但ＳＰＯＣ平台的出现使得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成为现
实，但网络学习缺乏必要的监督，利用小组内部

之间相互评判成绩，将个人表现与小组成绩挂钩

的方法可弥补这一不足。将学习小组和ＳＰＯＣ平台
综合应用，能充分发挥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优

势，利于开展在线学习、课堂教学、小组协作式

的混合式教学。

这种教学方法改变了传统只重视课堂教学的

现状，课前、课后都需要设计以学员为核心的教

学活动，具体教学流程如图１所示。课前教学主要
围绕记忆性问题展开，学员对照学习任务单利用

网络、教材等多种资源完成自主学习后进行在线

测试。小组内部相互评判并梳理哪些问题难以掌

握反馈给教员；课堂教学围绕探究性问题展开，

小组汇报对某一知识点的理解和认识，并对其难

以理解的地方或与其相关的知识点展开研讨，教

员参与其中，启发学员思维；课后教学围绕拓展

性问题开展，小组查阅资料完成小组作业，同时

小组通过讨论将碎片化知识点归纳梳理成相对完

整的知识体系。教学过程依托学习小组和 ＳＰＯＣ平
台，为确保教学顺利开展，提出了覆盖学员学习

全过程的评价方法。

图１　教学流程

（一）课前教学突出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为学员提供详细的学习任务单，明晰哪些知

识点通过网络学习、哪些知识点基于课堂为主的

线下学习。围绕一些记忆性问题为学员明确必须

学习哪些资源、学完后完成哪些任务。学员根据

教员提供的在线资源结合线下资源进行学习，尔

后完成课前在线测验，完成后小组内部之间相互

评判，通过小组内部的相互监督，确保学员自觉

完成课前学习。学习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在平台

中与教员、同学交流。在测验和交流基础上各小

组讨论、梳理知识点掌握情况，并及时反馈给教

员，为教员开展针对性的备课提供基础。如果有

课堂汇报的任务，小组内部要分工明确，所有的

成员都要掌握汇报的内容，以便教员随机抽点汇

报。只有彼此之间相互监督、协作才能完成任务。

（二）课堂教学突出综合能力培养

在学员课前自主学习基础上，以问题 （主要

是启发性、发散性问题）为牵引，汇报、研讨、

精讲相结合解决学员疑惑问题。重点实践了以单

一知识点为主的翻转课堂教学，随机抽取小组任

一成员进行汇报，小组其他成员补充同时接受别

的学员或教员的质疑。在汇报、质疑探讨过程中

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认知。既让学员学到了知

识，也培养了学员质疑精神、汇报表达等综合能

力和素质。基于ＳＰＯＣ平台和学习小组的课堂教学
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的特点。要根据学员课前学

习情况针对性的取舍教学内容，课堂教学内容由

固定式向开放式转变。教学过程中以学习小组为

基本单位汇报、研讨等活动增加，课堂教学的互

动性大大加强，不再是满堂灌式的课堂讲授，提

高了学员学习兴趣。

（三）课后教学突出知识的巩固拓展

鉴于本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

程，为此线上作业以填空、选择、问答为主，巩固

理论知识。线下以计算设计为主，学员根据课前、

课堂所学，查阅相关资料，小组成员之间彼此合作

完成某些作业。培养学员逻辑思维、运算及运用所

学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线上学习和课堂学习

的知识点是碎片化的，为了让学员形成一个完整的

知识体系。当某一个模块学习完成后，在教员引导

下，各个小组需要梳理知识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得

到本模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图谱，既巩固了所学

知识，又培养了学员归纳、总结能力。

课堂学习后存在的疑问可以在线发帖寻求答

案。鼓励学员课堂学习后对一些问题进一步思考

并在网上提出新的问题，供学员和教员一起探讨。

对于一些拓展性强的问题，各小组查阅资料结合

教员提供的拓展资料进行学习。组与组之间、各

组与教员之间可及时互动交流拓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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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托平台和学习小组进行全过程评价

传统一张试卷考核的方式难以反映学习全过

程的能力和素质。于是考核中引入了平时成绩的

概念，大班教学中由于人数太多难以客观公正评

定平时成绩。本课程将学习小组和ＳＰＯＣ平台结合
起来对学员学习全过程进行评价，做到主观客观

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教员学员相结合。平

时成绩分成过程性考核和能力考核两部分，每一

部分又分若干考核指标如图２所示。

图２　平时成绩组成及比例

每名学员课堂成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个人

参与课堂情况，如回答问题、主动提问等，成绩由

教员评定，小组长实时登记。一部分是课堂讨论等

活动，以学习小组形式完成，任务完成后组长抢答，

教员随机抽取小组成员回答，该学员回答得分为该

组小组最高分，由课代表记录，小组长根据课代表

记录分数及小组成员在完成任务时的贡献大小评定

小组成员得分；自学情况由教员负责评定和记录，

主要根据ＳＰＯＣ平台中的相关数据如在线测试、提
问发帖、学习时间等情况结合课堂复习提问给出；

小组汇报主要根据教员提前布置的题目，各小组利

用平台、网络、图书馆等查阅资料完成内容并制作

课件，随机抽取小组成员汇报，该学员汇报得分为

该小组最高得分，成绩由教员和小组长共同评定，成

绩记录方法与课堂讨论相同；作业成绩由线上、线下

两部分组成，教员评定记录；定期由课代表和教员按

照上述四个方面，将每一名学员的过程性考核成绩进

行汇总并进行公布，对学员起到激励作用。能力考核

以完成研究报告为主，需制作课件，随机抽取小组成

员进行汇报。成绩由教员和小组长共同评定，每名学

员成绩评定方法与小组汇报的成绩评定方法相同。

（五）线上线下相互融合

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不是割裂开的，两者需要

相互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

效果。许多教学环节都需要线上线下相互结合开展。

课前自主学习时需平台中的线上资源与教材等线下

资源结合，查阅资料借助平台和图书馆。课堂教学

依赖于课前线上学习，只有掌握了基本知识才能深

入研讨，同时也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消除学员对某些

知识点存在的疑惑。课后学习通过在线测试、线上

与线下作业、线上线下问题解决相结合进行巩固拓

展。成绩评定过程中许多要素都需要线上线下结合，

比如自主学习情况既要看线上的表现也要看课堂表

现情况，作业成绩既有线上也有线下。为此混合式

教学的开展依赖于线上线下的相互融合，两个环节

都做好了，才能确保教学效果。

　　五、课程改革的成效、存在的问

题及建议

（一）提高了学员学习成绩

２０１６年在课程教学中Ａ班采用本文教学方法，
Ｂ班采用传统教学方法。Ｃ班为２０１５年作者采用
传统教学方法的教学班次。成绩对比如表 １所示
（９０分以上为优秀，８０分—９０分为良好，７０分—
８０分为中等）。从表１可以看出实验班平均成绩、
优秀率都是最高的，中等率是最低的。

表１　成绩对比表

　　成绩

班级　　

平均成绩

（分）
优秀率 良好率 中等率

Ａ ８７６５ ３９２％ ５６９％ ３９％

Ｂ ８６ ３４％ ４９１％ １６９％

Ｃ ８５７ ２０５％ ６９２％ １０３％

（二）学员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意识得到提高

ＳＰＯＣ平台和学习小组相结合开展教学最大的
优点是利于培养学员自主学习能力。通过两者的

使用，让学员逐步养成了课前自主学习—课堂研

讨—课后巩固的学习习惯，形成了良性循环，逐

渐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学习小组的存在让学员

有了学习共同体的意识，相互促进、相互帮助的

意识加强。为进一步了解学员反馈，对５５名学员
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中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教学改革对学员
自主学习能力、团队意识的提高有很大帮助。正

如学员写的心得体会 “我学会了一种学习方法，

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天道酬勤，主动去学要比别

人喂收获的更多。”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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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学习小组和ＳＰＯＣ平台教学效果问卷调查表

调查内容 帮助较大 帮助不大 无帮助

调动学习积极性 ８７３％ ９１％ ３６％

自主学习能力 ９４５％ ５５％ ０％

培养查文献能力 ８５５％ ９１％ ５５％

提高学习效率 ９２７％ ７３％ ０％

知识记忆和理解 ９０９％ ５５％ ３６％

培养团队意识 ９６４％ １８％ １８％

提高交流能力 ９４５％ １８％ ３６％

（三）存在的问题

在利用学习小组和ＳＰＯＣ平台进行教学改革的
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学习小组的划分

不够科学，导致个别小组之间成绩差别较大；二

是实施翻转课堂时部分知识点过难，学员讲解效

果不佳；三是小组长评价小组成员成绩时难以做

到客观公正。针对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可重点做好

以下几个工作：一是小组划分可动态化，尽量减

小组之间学员学业水平之间的差距；二是合理挑

选进行翻转课堂的知识点，选择一些有一定难度，

但学员通过自主学习、相互讨论可以掌握的知识

点；三是小组长可以实行轮换制，同时限制小组

内部成绩分配时的高分、低分人数。

（四）使用该方法时的其他建议

一是要合理评估课程是否适合学习小组和

ＳＰＯＣ平台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一些经验表明实践
性很强、逻辑思维很强的课程不太适合。

二是要选好小组长。在学员平时成绩评定过

程中小组长参与其中，其是否公正、客观的评价

小组成员，影响该小组学习氛围和成绩公正性。

三是要做好线上线下融合。合理提供线上资

源和线下资源，区分线上线下知识点，一些知识

点的掌握需要线上线下相互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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