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政策引领、制度推进、培训支持、评价提高
等手段，实现课程建设的面上推广。

实践心中所想，探索进行时……

分析近8年的使用数据，总结过往、积极思考未
来发展。



利用政策引领、制度推进、培训支持、评价提高等
手段，实现课程建设的面上推广。



2009年9月之前，所有课程必须实现教案、大纲、习

题、实验、教学参考资料等全部上网开放。同时推进

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共享平台建设。建设面向学生的精

品课程、参考教学资料、素质教育的数字化资源中心

和学习中心…… 

摘自扬大教〔2007〕74号

 《扬州大学关于实施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



所有省、校、
国家精品课程
和公共基础课
程上网

所有核心课程
上网

所有选修课程
上网



2007年3月，投
入使用，双服
务器架构。

2007-2013年系
统软件大规模
升级3次，硬件
升级2次。



ü 期中教学检查



ü 作为专业和课程评估指标体系中的独立指标



ü 优秀教学奖的必要条件



ü 本科教学工作量化考核



ü优秀网络课程评选（20门）





评价目的

对全校网络课程的建设情况进行评比排序；

收集、分析全校网络教学实施总体情况；

引导教师日后网络辅助教学的开展，促进教学平台的深度

应用。

评价方式
利用AHP方法将标准化了的平台行为数据和专家实际查看的

定性评价得分进行综合处理。

数据来源 教学平台后台行为数据、专家实际查看给分

评价反馈对象 学校教务处、各学院、网络课程建设教师

评价结果 总结性评价结果



评价Theol环境下网络辅助教学质量优劣Q
目标层

子目标层

因素层

教学资源建设M1 常规交互使用M2 新方法应用M3

新
添
教
学
材
料
S1

新
添
常
见
问
题
S2

新
添
课
程
作
业
S3

生
均
递
交
作
业
S4

生
均
作
业
批
阅
S5

生
均
论
坛
发
帖
S6

生
均
每
帖
深
度
S7

添
加
题
库
试
题
S8

生
均
参
与
测
试
S9

在
线
测
试
批
阅
S10

教
师
教
学
笔
记
S11

研
究
性
教
学
实
践
S12



  初筛条件：选课学生≥15,且教师进入课程数>0,且（新添加
教学材料+递交作业数）≥1

  通过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代表某门课程的某一因素
在所有参评课程该项因素中所处位置的值，以保证评价结果
更加客观、科学和公正。

 Theol后台的各种行为数据

 依据相关标准对已开展研究性教学的课程相关模块予以打分



  各项标准得分与利用AHP法求出的权重值相乘再求和，即得到
每门课程在基于Theol的网络辅助教学情况的综合得分，根据
得分的高低，确定对任课教师的奖惩。

  按院系、课程类别等分析评价结果，给出本学期（学年）的
全校整体网络辅助教学应用情况报告。





课程名 突出表现 总名次 分类排名

医学伦理学 作业、测试参与度及批阅比例高 5 1

保险学
教学材料、试题库建设及测试参与度
（第二）高

10 2

基础物理II
研究性教学开展较好，有较为充实的
共享材料和小组成果（第一）

14 3

Cutaneous Immunology
研究性教学较完整开展（第一），作
业参与及批阅度高

15 4

中国近代史 课程论坛生均参与较深 20 5

CAD及图形处理 作业参与较好，批阅度高（第二） 22 6

水质工程学（1）
研究性教学开展较好（第一），有较
为充实的共享材料和小组成果，有效
利用评价且评价结果较有意义

23 7

德育原理
研究性教学主题信息完整，有较为详
实的探究计划和小组成果

24 8

环境工程仿真与自控
研究性教学开展较好（第一），有较
为充实的共享材料和小组成果，有效
利用评价且评价结果较有意义

26 9

















通过分析近8年的使用数据，总结过往、积极思考未来发展



访问量趋于平缓，

师生使用积极性↓。

单位：万人次



活动课程比率不增反减，

师生使用积极性↓。



常规交互（论坛和作业递交）数

据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师生使用积极性↓。



大部分教师停留在一次性上
传课件阶段，教师主动参与

网络教学比例较低。



学期参评课程不足10%，

活跃课程比例较低。







平均进入课程次数65.6次，教学材料添加、作业建设和布置和论坛

开展等活动都有开展，特别是作业批阅比例（0.97）说明此类课

程注重常规交互使用的实效，同时此类课程教师也是发布问卷

（0.67）最多的，说明此类教师较注重教学中的研究工作。

平均进入课程次数在72.9次左右，侧重教学材料（48.2）和常见问

题（3.3）的添加，有作业布置，但基本不批阅，会主动发起论坛

主题（2.43）要求学生参与，并及时回帖（7）互动。同时该类

课程已经注意到研究性教学的建设。

平均进入课程122.2次，尤其注重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材料75.5，
作业模板30.5，教学笔记2.82），常规作业有布置，但批阅比例

不足10%，偏爱在线测试这一形式（发布测试次数及批阅比例均

高）。

平均进入课程80.78次，注重利用课程通知（14.4）和课程论坛

（回帖数最高）组织教学，作业布置频繁（7次），但批阅比

例不到一半，其他课程模块均无涉及。











实践心中所想，探索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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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主题 主要内容和形式 适合对象

网络教学综合平台（M版）应
用及答疑

1、Theol简介
2、如何快速上手
3、Theol应用小技巧
4、现场答疑解惑

希望了解并利用平台
开展网络教学的教师

数字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
1. 在线教学资料的基本要求
2. 如何完美展示已有word、ppt、

视音频等

希望完美利用平台展
现现有教学资源的教
师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混合教学
实践分享

1. 从网络辅助教学到混合教学的
实践体会分享

2. 混合教学实施效果分享和交流
所有教师

微课的制作与应用

1. 何为微课
2. 如何自制微视频
3. 如何在平台中利用微视频（播

客单元的设计和使用）

希望利用微视频开展
在线教学的教师

混合教学模式下如何有效开展
在线教学互动*

1. 在线互动模块的选择
2. 有效开展在线互动的具体方法

希望提升在线教学互
动效果的教师

基于Theol的个性化课程建设*
1. 混合课程设计思路
2. M版串联教学资源与活动的具

体方法

希望基于平台建设优
质混合课程的教师

如何基于Theol开展研究性教
学*

1. 何谓研究性教学
2. 如何利用Theol管理研究性教学
3. 实践体会分享交流

希望了解和利用好
Theol研究型教学模块
的教师

混合课程的考核和评价*

1. 混合教学的评价考核策略
2. 如何利用Theol成绩管理进行评

价
3. 实践体会分享交流

希望了解和开展混合
教学评价的教师











培训简报、校园新闻，及时总

结，提高培训认识度。





您对本次培训整体满意吗？

您从何渠道得知并预约此次培训活动？

培训满意度达100%，微

信公众号和QQ群成预约

主渠道。



培训后，您是否愿意开始建设或重新完善自己的课程？

您是否愿意继续预约参加其他模块的培训活动？

各期训后续约意愿达

93.3%以上，

100%的教师表示愿意开

建或重新完善课程。











混合式培训
（线上自学→线下导学→线上自学→线下研讨）

做实混合课程设计！



2017.10，预申报43人，“混合课程设计与建设”培训导学会现场。





厘清概念

为什么做？



找准差距，

抓紧做！



做好示范，

保证质量做！



充分交流，

自愿做！



混合课程：未来趋势

“混合课程设计与建设”培训交流会现场，展示、

交流、答疑、解惑。 （ 2017.10.19）











2016年度立项校类SPOC混合课程

35门



有效

建设

常规培训

中期检查

交流研讨















2017年5月，《微生物学》线下面授课。

2017年5月，《保险学》孔建成老师给学生介绍“以学为
中心”的课程学习方法。

教师组织上网不便的学生集中线上学习。
《电路基础》翻转课堂之面授课。

《军事理论》课探索大班对分课堂，组织大班讨论课。《军事理论》课程，学生代表小组分析“鸳鸯阵”。

《投影理论与基础》，学生展示自己制作的投影变换模型。
《投影基础与理论》，课前线上讨论+课内展示+课内二次讨论混合模
式。图为利用课内展示后，学生利用手机APP再反思提问，以进行二次
讨论。



创新活动形式

分享成长喜悦！



2017年6月，2016立项混合课程交流研讨会

《分析化学》嵇正平老师交流混合课程实施效果。《军事理论》陈怡华老师与大家交流大班课讨论的经验
殷月兰老师深情分享学生主动学习带给自己的惊喜与感动！

聚精会神督导亲临研讨会与老师们热烈交流。现场手机投票选出本场最佳混合课程！现场手机投票选出本场演讲风采奖！幸运参与奖





有效

评价

自评

他评

（定量+
定性）

学生评

围绕申报书等对照评价







登录次数进入课
程次数

阅读课
程教学
材料次
数

在线时
长(分钟)

学习播
课次数

学习播
课个数

学习播
课视频
次数

学习播
课视频
时长
（分钟）

提交在线
测试数量

230.8052 39.72727 18.45455 647.3896 26.03896 8.363636 24.84416 145.7662 11.46753







前期工作成效初显，立项课程正努力跳出“为建在

线而建”的旧框框，朝着技术融入教学、技术服务

教学、技术促进教学的方向迈进！



 努力让教师工作效益最大化，如申报书、课程（单元）设计全程参照。

 提供有效支架（教师教育技术培训、QQ群答疑、定期研讨），全程协助

混合课程建设、实施。

 注重教师教学研究意识培养，提升职业效能感。

 立项评审和混合课程认定的评价方式转变，尝试自评、他评、学生评

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过程评价为主的评价方式。

 严把试点课程质量关，积极探索混合课程课时工作量认定方法，让课

程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