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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学资源离不开网络共享，现代教学理念不能

脱离网络环境，先进教学规律要适应时代特征。“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宣布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改造教学成为

可能，学生学习方式和知识获取正在呈现网络化，这些

表明教学信息化改革的条件和时机更加成熟。改革的重

点是改变传统效能低下的教学模式，改革的目的是提高

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多方面创新能力。以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中文译名为“慕课”）为

代表的在线开放课程[1-4]的出现与发展已在我国高等教育

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5]。在 MOOC的起源地美国，教师在

网络上向全世界范围内的学习者传播知识，是大规模完

全网络在线教学；在我国，MOOC更多是用来对高校教学

摘 要：首先对 MOOC出现的客观性进行分析，指出 MOOC构建起优质网络在线学习环境，对 MOOC在线教学与传统课
堂教学进行了对比。在分析得出 MOOC是课程、教材与教学的综合体的基础上，阐释 MOOC引发教学模式发生变革的同时，正
在引发多维度、深层次的教学变革。剖析了 MOOC与传统课堂教学融合发展的必然和趋势，着重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进
行阐述，对两种典型的翻转模式进行对比，进而从多个层面论述混合式教学的混合性。从实施的角度，指出混合式教学设计和
组织的关键性，聚集效应成为期待。最后指出，开展基于 MOOC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颠覆了传统教学模式，是教学
改革的主要方向，要在广泛的实践中去检验、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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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objectivity of the emergence of MOOC, which pointed out that MOOC builds a
high-quality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online teaching of MOOC i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that MOOC is a combination of curriculum, textbook and teaching, the paper explains that MOOC
is leading to a change in teaching mod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causing a multi-dimensional and in-depth teaching
reform. The necessity and trend of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MOOC and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is analyzed,
focusing o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The two typical flipped modes are compared, and then the hybrid
teaching from multiple aspects i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lementa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e key to hybrid
teaching design and organization, and the aggregation effect becomes expect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MOOC-
based hybrid teaching, which combines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overturn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is the main
direction of teaching reform, and should be tested and improved in a wide range of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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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进行赋能，与线下实体课堂教学相结合而成为高阶

课程，被寄希望于成为促进教学变革的重要力量。

MOOC本身实现了对教学内容的重构，开展基于

MOOC的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实

现教学模式积极转变，成为变革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

重要力量，也为推动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的深入融合带来重大机遇。
一、MOOC出现的客观性与构建在线教学环境分析

（一）MOOC出现的时机

1. 信息技术成熟性催生网络教学新形式

在技术客观性上，正如北京大学李晓明教授指出的

那样，“互联网基础设施、流媒体、Web2.0和云计算”“四

个方面的技术进步使慕课成为可能”[6]，直接促进 MOOC

水到渠成地出现。相应地，我国是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应

用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支撑“互联网+”的技术成熟

度高、应用范围越来越大，这为 MOOC在我国的传播和

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撑。MOOC平台拥有成熟

技术和丰富的运营经验，直接为 MOOC发展奠定了物

理基础。

2.“互联网+”思维解决时代问题成为惯性

互联网已经成功改造了很多行业，正在以蔓延的态

势渗透到更多的行业和发挥重要变革作用，成为生产生

活方式转变和升级的时代力量。互联网思维和意识已成

为现阶段历史发展的必然（体现了一种历史局限性），正

是如此，用“互联网+”理念去解决或改造教学成为了一

种自然而然的惯性选择。MOOC正是以互联网和计算机

技术为主流的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结果，带有显

著的时代特征。

3. 网络在线教学满足“互联网原住民”基本需求

作为新一代学习者，高校内学生称得上“互联网原

住民”[7]，对计算机和互联网具有浓厚的亲切感，利用计

算机和网络辅助学习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学习习惯。新

一代学习者渴求接触到优质的网络学习环境，对便利

性、高效性等也有着更高的要求。MOOC的出现弥补了

优质网络学习环境的缺失，成为高校教师和教学管理人

员实施网络在线教学的有力选择。因此，MOOC应用于

教学极其容易被新一代学习者接受和喜爱，没有隔阂。

（二）MOOC运行的平台

MOOC平台本质上是网站，提供在线学习的网络环

境，企业建立的商业性网站平台在诸多方面具有不可比

拟的优势。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多个 MOOC平台

都是企业运营的商业性网站，这是区别于以往高校（政

府）主建的精品课程网站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这些

商业平台在整体的体验感、技术成熟与可靠性、服务的

及时性与周到性上都表现得较为出色，能够抓住用户的

基本需求，尤其是迭代更新速度快，能够迅速建立起适

应用户要求和操作习惯的在线运行环境。

MOOC平台不仅汇聚优质资源，还提供了共享、交

图 1 MOOC支撑起良好网络在线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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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互动，为社会人员的自主性在线学习和学校创新性

混合式教学搭建了平台。很多 MOOC平台不仅提供了

良好的网上学习环境，还可运用大数据技术智能化地统

计分析出各种学习数据，供教师和学生挖掘潜在的信息

和知识，不断改进教学和学习的参考。正是 MOOC平台

的高度友好性，使得教师可以专心的建课和用课，彻底

摆脱了以往搭建网站的繁琐事务。

（三）MOOC构建的环境

MOOC的出现与发展将政府、企业、学校、社会四者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府实施政策指导，企业搭建运行

平台，学校建课用课管课，社会共享优质资源，图 1给出

了 MOOC带来的网络在线学习环境示意图。

可以看出，MOOC平台汇聚了名师名课优质资源，

为全社会提供优质教育资源，MOOC实现了“政府指导、

企业搭台、教师建课、社会受益”的良好局面，是全要素

统筹协同的结果，对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终身学习具有重

要意义。“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国多个领域，成为了变

革经济发展、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

力量。MOOC作为“互联网+教学”的一种新形态，具有推

动教育教学变革的重要潜能。

（四）开展基于 MOOC教学的时代性

时代的快速发展推动高校传统授课以及知识获取

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教与学呈现出更加多样性的

网络化、互动化、个性化等特征。

MOOC教学时代的到来，由于学生可以在网络上通

过观看优质教学视频、练习、测验与交流等，这使得授课

与学习过程变得更加多样和精彩。这其中，以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为着力点，实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正在成为

高校计算机教育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

在本质上，基于 MOOC的教学是利用互联网技术

推动新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实现在线教

育更好的服务于教学的目的。

传统的“灌输式”被动教学（教师用粉笔或 PPT单向

传授）局面还没有得到有效突破，自我主动式与探究式

学习改革和提高创新能力成为时代呼唤的改革。MOOC

教学的出现恰逢其时，成为“一扇窗户”，引领教师走向

教学改革的前沿。
二、MOOC与传统课程的对比

（一）教学形式及方法上的改变

MOOC 在线教学主要是学生登陆 MOOC 平台网

站，观看成体系的课程短视频，在线完成练习、测验、作

业、考试、讨论等完成课程的学习；现行教学方法主要是

传统实体课堂方式。表 1对两种教学方法进行了简要比

较。

在线开放课程不是课堂教学录像的网络播放，要对

课下教学内容重构后进行精心录制，使之适合在线学

习。重构包括对原有课堂教学内容的规划、拆分、调整、

精简、修改、添加和完善等操作，使得课程的脉络主线更

加清晰可辨，能够拆分成相对独立的片段便于学习，特

别是适合零碎时间学习。

MOOC作为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用信息技

术来改造传统教学，包括模式、环境、方法、技术等等，带

来全新的教与学的体验，带动了承载“以学生为中心”教

学理念的网络在线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入实践。

（二）MOOC是课程、教材与教学的综合体

MOOC的本质是网络在线课程，区别于传统课程的

重要呈现形式是，其有视频讲解、测验、习题、作业、讨

论、公告等，因此是新型网络课程，这是 MOOC 作为课

程的本质属性。MOOC用于学习者登录 MOOC平台进

行自主学习，这一点与学习者通过教材进行自主学习是

十分类似的，MOOC的内容相比较传统纸质教材或电子

教材更为丰富和易于学习。近年来，新形态教材异军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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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线下教学方法与 MOOC在线教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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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成为教师、学生关注喜爱的教材形式。MOOC学习

中，学习者观看事先录制好的教师讲授视频，在教师的

要求和组织下完成必要的在线学习活动，因此 MOOC

是一种特殊的教学，即网络教学。

MOOC的出现模糊了课程与教材的边界，二者开始

出现了融合的迹象，同时 MOOC使得学习者通过网络

接受教学，这意味着 MOOC可以被看成是课程、教材、

教学三者的综合体。高校人才培养中，课程、教材、教学

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MOOC作为一个特殊的载体兼

具三者功能。因此，MOOC是三者有机结合的综合体，是

一种集成式创新。正是这三者的集成，为 MOOC与传统

课堂教学的融合提供了天然基础。因此，采用线上线下

OPO（Offline Plus Online）互动的混合式教学成为了一

种现实选择。
三、MOOC创新与教学变革

（一）MOOC引发教学模式改革

MOOC本质上是一种网络课程革命，其集课程、教

材与教学为一体的特性与创新，为高校开展各种基于

MOOC的教学提供了良好基础。

当前，相对于教学内容的持续更新，教学手段和方

法的模式性变革已迫在眉睫，网络教学、在线教学是当

前信息化教学的主要方向，MOOC教学就是这个方向的

前沿，引发高校教学模式的变革。MOOC正在成为推动

包含教学内容在内的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力量。例如，

有很多高校教师开展基于 MOOC的线上教学，同时在

线下实体课堂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这就是一种典型的

教学模式改革。

开展 MOOC 教学要求教师必须在线组织教学活

动，提供有效的教学服务，开辟“网络课堂”或“第二课

堂”新空间。开展与线上 MOOC教学相匹配的实体课堂

教学，要求教师在熟练掌握教学内容的前提下，进行良

好的教学设计，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来组织教学。

（二）MOOC带来多维度、深层次教学变革

MOOC重新定义了（网络）课程、新形态教材和（在

线）教学，因此基于 MOOC的教学则正在重新定义教学

模式改革，进而带来多维度、深层次的教学变革。

2013 年至今的五年来，MOOC 与中国国情的深入

结合，带来多种功用，MOOC已经完全超出了其作为课

程和教学的默认属性和功能范畴，激发引发了深层次的

以在线教育为引领的信息化教学改革，这是传统课程、

教材甚至是教学所不具备的。

首先，学生在 MOOC平台进行学习，不是“简单的

看视频”，而是自主与协作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的提升；

教师开展基于 MOOC的线下教学，不是“简单的组织研

讨”，而是带来多种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MOOC不是

“课堂搬到网上”，而是深度学习和教学的深度变革，这

为提高教学质量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其次，在国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类 MOOC联盟

组织、优秀 MOOC教师等的直接努力下，依托 MOOC的

大范围共享的特征，东部优势高校借助 MOOC带动中

西部高校提高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的同时，促进了教育

公平。

再者，正是因为 MOOC具有的课程属性、教材属

性、教学属性，使得 MOOC引发了课程自身改革的同

时，推动了教学理念、模式、技术、方法、管理等全面的改

革，正在推动教学发生更为深入的信息化改革，这是其

他（网络）课程所不具备的也无法达到的。
四、融合发展———MOOC与传统课程结合的实施刍议

（一）融合发展成为必然

与其他网络课程/在线课程相比较，MOOC 的突出

优势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 依托于强大技术搭建的企业级在线教学平台，

图 2 传统教学与网络教学的融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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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课程运行和在线服务提供支撑。

2. 教师组织线上教学并深度参与在线教学活动，

为保证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提供支撑。

这使得开展基于 MOOC 的各类教学能够成为可

能。

完全课堂教学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在理念、方

法、技术等方面与“互联网+”时代不相称，成为教学改革

的众矢之的。这样，MOOC作为“互联网+教学”深度融合

的结果，成为一种在线教学新方式。但是，完全在线教学

模式，为教学改革带来巨大风险，现实中实现难度和阻

力颇大。

教学改革需要在包括理念、理论、模式、技术、内容、

管理等方面进行革新，MOOC教学已经呈现出了这种革

新的承载能力，但 MOOC不能也无法取代传统课堂教

学，至少在短期内不能代替核心专业课程的教学，更不

能解决教学中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传统课堂教学也

必须要随着时代特征、学习规律、教学发展规律去改革。

因此，MOOC与传统课堂的融合发展就成为了一种现实

性选择，混合式教学就是一种融合，如图 2所示。

可以预见，传统教学正在按照如下的路线向在线教

育方向演进：线下教学/实体课堂（传统）→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趋势）→线上教学/在线教育（未来）。因此，将

完全在线学习演进为线上以自学为主的自主式学习，同

时将完全课堂教学演进为线下以翻转课堂为主的互动

式教学，并对二者进行有机地融合成为混合式教学，逐

渐成为必然。而事实上，MOOC在高校“落地”方式也主

要是借助于线上网络课堂教学与线下实体课堂教学的

结合———混合式教学。

（二）混合教学成为趋势

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作为一种网络开放资源，MOOC存在多种被应用的

模式，例如正像 MOOC起源之初一样其向网络学习者

进行开放共享。优质 MOOC资源如何为高校教育教学

来进行服务呢？显然，一定要由教师来参与并进行有计

划的利用和组织教学，这样以 SPOC（Small Private On－

line Course，小规模私有在线课程）为代表的教学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学校得到了认同与应用。

MOOC的本质是优质教学资源的网络共享，起始于

高校教师在网络上提供教学视频，面向于社会人员，当

然也涵盖在校生。在我国，基于 MOOC的 SPOC教学是

适合于在校生的学习模式，因为有教师在网络上组织教

学，可以及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作为 MOOC与中国国

情的深入结合，SPOC正在中国大学计算机教育中蓬勃

发展，带来了共享优质教学资源、解决师资不足、提高学

生自学与实践能力等优势的同时，大大促进了教学模式

的转变和提升了教学水平。

相比较于以往的多种网络（在线）课程，源于 MOOC

的 SPOC之所以得到了蓬勃发展，尤其是受到了学生的

喜爱，不仅仅是优质教学资源得到了共享，更为主要的

因素是教师开展了线上（在线/网络）与线下（离线/课堂）

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OPOBTP（Online Plus Offline

Blending Teaching Pattern）[8]，学生与教师产生了互动，

使得学生没有“放任自流”。这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OPOBT表现在两个方面：

（1）线上课下（线上是网络课堂）———在教师的组织

下，学生需要完成视频学习、测验、作业等环节，还可以

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交流，是有计划的网络课堂。

（2）线下课上（线下是实体课堂）———在教师的组织

下，学生需要完成听课、测验、汇报、研讨、讨论等环节；

教师在线下课堂所讲授的内容通常侧重于难点、重点、

表 2 大班翻转课堂与小班翻转课堂比较———两种典型翻转课堂对比

注：这里依据实体课堂教学中学生数量情况，分类为大班翻转课堂和小班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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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在综合度、深度、广度方面都有所扩充扩展。

当然，线上组织教学与线下组织教学的老师可以不

是同一教师，但这种有教师参与的教学使得学生的学习

更加规范，能够高质量的完成线上线下学习。OPOBTP

（Online Plus Offline Blending Teaching Pattern），带来

网络在线教与学的同时，也对实体课堂的教与学引发变

革，是一种颠覆传统教学的新模式。图 3展示了一种线

上与线下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网络教学中，

学生在教师的要求和规定下进行自学和群学，生生间和

师生间开展端到端的线上互动；线下实体课堂中，学生

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进行翻转课堂等形式的教学，生

生间和师生间开展面对面的线下互动。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

处理在线教学与实体课堂的关系，通过有效的融合策

略，综合发挥出二者的融合优势，使得教学变得立体、生

动、富有感染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自学能力和

探索能力。

正是这种线上环境与线下环境的结合、线上互动与

线下互动的结合、自学群学与翻转课堂的结合、线上知

识与线下知识的结合、自学思辨与研讨启发的结合，重

塑了教与学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教与学。

从实际来看，线上教学以 MOOC/SPOC 教学为主

流，线下教学以翻转课堂教学为主流，这样混合式教学

实施的重点就是基于 MOOC/SPOC与翻转课堂的教学，

其中“MOOC+SPOC+翻转课堂”[9-10]或“MOOC+翻转课

堂”形式的“雨课堂”[11]的混合式教学在我国多地得到了

有效实践。学生在课下进行线上学习，完成预定知识内

容的学习，为线下以翻转课堂为主的实体课堂教学创新

的实施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毋庸置疑，如果学生不

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没有主动学习和教学互动，就难以

做到改革传统的“教师主角式”单向灌输模式，更无从落

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MOOC则有效实现了学

生参与教学和融合课堂，因而成为教学改革的有效抓

手。MOOC教学虽有可能不是唯一的教学改革方法，但

OPOBTP混合式教学模式已经促使学生融入课堂，带来

了教与学的双向互动，因此 MOOC教学理应得到足够

的重视和广泛尝试。

2. 典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比

MOOC的发展推动了翻转课堂教学在高校实体课

堂中的创新应用。与受到青睐的小班化教学相比较，目

前我国高校实体课堂教学中大班教学仍占据最高比例，

这为实施与线上教学相匹配的线下以翻转课堂为主的

混合式教学带来了一定困难。因此，在现有教学设施条

件下，大班翻转课堂与小班翻转课堂教学成为现实性选

择。表 2对两者的差异进行了比较。

从我国高校数量、类型、定位、资源配置等现实情况

来看，大班翻转课堂利用现有条件容易实现，小班翻转

课堂在条件较好的高校也在用。从实施现状来看，在清

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这两种

模式都存在。

翻转课堂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学生间、师生间的讨

论，让学生深度参与教学和主动学习与发现知识。翻转

课堂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其目的是相同的，即锻炼学生

的学习能力，提高解决问题的本领，学会研讨与交流，接

触到更多的前沿知识。另外，也可以看出，翻转课堂与混

合式学习、探究性学习、启发式教学有所重叠，都是为了

让学习更加灵活、主动，让学生的参与度更强。

3. 混合式教学构成

从构成来看，这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多个方面

的混合，包括理论、环境、形式、方法、技术方面。

（1）教学理论的混合。多种学习群体利用网络在线

教学环境进行课程学习，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背后存

在着关联主义学习理论[13]、行为主义学习理论[14-15]、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16]对 MOOC的支撑。MOOC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育教学理念，提倡主动与自主式和探索式的学习，

同时与人本主义等学习理论的结合为混合式教学奠定

根基。

（2）学习环境的混合。混合式教学首先表现在学习

环境的混合———学生利用多种互联网终端进行网络在

线环境下的自主式学习，教师在线下实体课堂环境中开

展有针对性的多种形式的教学。正是这种二维学习环境

的结合，为混合式教学开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3）学习资源的混合。从资源构成角度，MOOC至少

要包括短视频（视频课件）、习题（题库）、测验、作业、讨

论（论坛）、通知（通告）、考试，这是多种不同类型资源的

有机混合，为学习者提供了知识学习、练习提高、交流讨

论等学习活动所必要的和丰富的学习资源。

（4）学习方式的混合。从学生学习方式或形式来看，

MOOC为教师组织多种学习活动提供了更大范畴。利用

MOOC平台，可以开展在线的自主学习、讨论与协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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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尤其是大范围或跨区域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成为

新型学习方式；利用实体课堂中的翻转课堂，可以开展

随堂测验、练习、探究、研讨等多种方式的学习，为促进

和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带来益处。

（5）教学方法的混合。从教师教学方法来看，混合式

教学带动了翻转课堂教学的深入实践，为教学方法改革

带来契机。线下实体课堂中翻转课堂教学方法与启发

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进行混合应用，可有效提高学习

成效。

此外，从技术角度来看，典型的基于 MOOC的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还融合了网络在线教育技术和实体课

堂中多种信息化教学技术。

（三）设计组织成为关键

线上网络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开展良好的在线教

学组织，通知、公告、邮件、测验、作业、讨论、答疑、考试

等环节成为必要构成。线下实体课堂教学中，要进行充

分的课前教学设计，做到与线上教学内容精准同步的前

提下，采用合适的翻转课堂方法达到教学设计中的目

的。可以看出，相比较传统教学，混合式教学需要教师进

行精心设计，对线上和线下组织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

特别是，翻转课堂需要教师依据实际情况来设计实

施策略，在具体实施组织上需要精心安排，在不断实践

中加以完善，形成有效的翻转课堂教学法。从我国当前

大学的资源配置（教室、师资）现状来看，能够掌握线上

教学组织和线下深度翻转课堂的教师较为欠缺，这为开

展混合式教学增加了困难。

教学要顺应时代社会特征、学生成长规律、知识学

习特点，为发挥出预期效果，开展混合式教学不仅需要

老师进行充分的教学设计准备，更需要学生的主动深入

参与，这对教师和学生都要提出新要求。

（四）聚集效应成为期待

MOOC推动了混合式教学的发展，混合式教学融合

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环境拓展、模式转变、内容重

构、方法创新———将教学变得多元、丰富，形成高阶课程。

混合式教学的关键是如何统筹线上与线下，将二者

的有机融合发挥出聚集效应，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成效。

OPOBTP 教学范式由线上教学模式（Online Teaching

Mode，OnTM）和线下教学模式（Offline Teaching Mode，

OfTM）两个过程累加构成，即：

OPOBTP=OnTM+OfTM

=[Video×Test×Task×Discuss×Exam×...] + [Presenta－

tion×Discuss×Q&A×Test×...]

从成效来看，这种线上到线下的教与学多个环节，

图 3 基于教学全要素有效互动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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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带来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融合优势的同时，又能够

带来更为强大的聚集效应 AE（Aggregation Effect）———

带动和激发更多教师开展基于 MOOC或其他形式的教

学信息化改革，进行教学创新；引导和鼓励更多学生掌

握在线学习方法和参与课堂互动，提高学习质量。

这种聚合效应按照教学实体（entity）“———{班级}→

{专业}→{学科}→{学院}→{学校}→{区域}→{地区}...”过

程，以不断逐级累积倍乘的方式持续放大，营造浓厚改

革氛围，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五）小结

可以看出，“线上 MOOC教学+线下翻转课堂教学”

是混合式教学的核心，这种混合式教学带来的是深层次

的、较为全面的教学改革，不仅仅是教学方法和形式的

改变，对教学模式、课程内容、技术与方法、手段与形式，

以及理念与模式等都是一种重构，相应的也重塑了教与

学的环境体验和关系，更对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更新更高

的要求，是整个教学的深度变革，预示着教学改革的主

要方向。
五、结论

MOOC集成视频、习题、考核互动，依托互联网实现

大范围共享，为学生提供了优质的在线学习资源和网络

学习环境，受到世界范围内的重视。MOOC是具有课程、

教材和教学多种属性的综合体，对学生利用网络进行在

线学习发生重塑的同时，与线下实体课堂教学的结合衍

生出混合式教学新模式，相应的翻转课堂也重塑了线下

实体课堂见面课的教学。开展基于 MOOC的混合式教

学颠覆了传统教学模式，为教学改革带来新契机。这种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成效必须要通过多模式的实践去检

验，在应用中不断去完善和提高，进而促进实现教学模

式改革和教学变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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