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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教学改革的新疆思路

(2017 年 11 月 4 日)

新疆财经大学教务处长 陈玉萍

很荣幸受邀参加第三十七届“清华教育信息化论坛”，并就

混合教学改革问题与诸位分享我们的“新疆思路”。

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曾经说过，高校要回归初心，就是培养人

才。人才需要在专业平台上培养，专业是由课程构建起来的知识体

系。所以，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必须加强专业建设；要加强专业建

设必须以课程建设为基础和重点。

现阶段，课程建设的重点是混合课程建设。在国外，混合课

程实际上就是慕课+翻转课堂，它从传统课堂“老师讲学生听，

课后练习巩固”翻转成了“先课前自学，然后课堂讨论”。慕课

与美国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相契合的，它符合强调自由教育、独立

思考、学生主体的美国大学文化逻辑。但这种模式未必适合中国

国情。

中国教育强调教师主导、集体学习、统一管理。线上的慕课

+线下的课堂这种模式的中国化就是混合教学。调查显示，中国

70%左右的学生认为这种教学模式对自学能力有增强，50%左右的

学生认为对提升教学效果非常有帮助。

新疆财经大学自 2014 年起试用清华教育研究院开发的“清

华教育在线”网络教学综合平台，建设在线课程，推进混合教学

改革，2016 年正式启用。2016 年以来（2016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1 月 3 日），平台访问量增加了 1213.39%，注册课程增加了

40.58%，被访问的课程占课程总数的 89.2%，教师用户增加了

57.03%，学生用户增加了 584.89%。登录过平台的教师占教师总



2

数的 80.1%，登录过平台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37.2%。为进一步

推进混合教学改革，从 2016 年起，我们确定了新的发展建设思

路：

一、以专业建设为依托推动混合教学发展。课程是专业的元

素，只有把混合教学改革纳入专业建设整体方案之中，混合教学

才会有持久的动力。2016 年，我校启动了专业建设工程。该工

程分两大类别，即重点建设专业和扶持专业。重点建设专业又分

为三类，即特色品牌专业、创新创业示范专业和战略新兴专业。

对每一类每一层次的专业，都设置了可考核的量化建设指标，其

中混合教学是一个重要指标，要求每一个立项的重点专业均须建

成 10 门以上符合认定标准的混合课程，扶持专业须建成 5 门以

上符合认定标准的混合课程；同时，要求没有专业依托的公共必

修课程均须建成 5 门以上符合认定标准的混合课程。

二、根据校情明确混合教学建设标准。每个学校的办学定位、

专业特色与生源结构等都各不相同，混合教学改革也需因校而

异。我们搞的混合教学是以课堂讲授为主、在线学习为辅、线上

互动+线下讨论、网上测试+网下考试的教学模式。我们要求所有

在线课程必须包括完整音视频录像、完整的课程 PPT、在线和离

线习题库、小测验与期中和期末考试题、课程学习资源与相关课

程资源链接指引等。

新疆高校特殊之处就是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由于学习习惯和

国语能力所限，民族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与能力相对较弱，适应混

合学习模式有一定困难，在起始阶段，线上学习时数所占比例不

宜太大，而且需要在教师组织指导下集中开展线上学习，同时要

加强线下答疑和辅导。

三、突出重点，点面结合。在混合教学改革中，我们确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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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为突破口，同时鼓励支持其他课程参与改革。大

学思政课与别的课程不同，它不仅具有传授知识的功能，而且具

有塑造学生理想信念、精神品格的功能，还具有意识形态宣传乃

至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但另一方面，思政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又一直不尽如人意。为了激发思政课改革的活力，学校决定以混

合教学改革为突破口攻坚克难，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开始，用两到三年时间使混合教学覆盖全部课程。

陈宝生部长在听了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混合课程公开课后，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这

堂思政课别开生面，老师当绿叶，同学变红花，角色转换很到位，

翻转课堂很成功，是一场思想交锋的精神大餐。以青年人的话语

方式和时尚现代的呈现手段，把线上线下的学习成果展示出来。

课程‘配方’新颖，问题意识强，体现了时代特点和社会关注的

焦点；‘工艺’精湛，将教师、学生和课堂主题紧密联系到一起；

‘包装’时尚有特色，……”清华大学的成功实践更坚定了我们

的信心。在重点推动思政课混合教学改革的同时，我们也鼓励支

持其他课程积极开展混合教学改革。

四、以混合教学改革为契机，促进教学范式的改革。教学范

式是教学价值观、技术手段、方式方法和实践规范的集合。我们

在实践中体会到，混合教学是撬动教学范式改革的有效杠杆，因

为它不仅大大拓展了教学时空，丰富了优质教育资源，而且能够

促进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方式方法，促使教师反思在互

联网时代教师的角色定位，真正改变“一言堂”、“满堂灌”、上

课照本宣科、考试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让受教育者由考生变为

学生，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生，从而大大提升教学生产力。这

是我们致力于混合教学改革的根本动力。我们力求通过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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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教学研讨会、教学工作坊、进修培训、项目引导、表彰激

励等方法，激发教师开展混合教学的积极性。

互联网时代是合作的时代、共享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发展

仅靠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更深的交流

和更好的分享。混合教学改革如同一场马拉松长跑，我们能否跑

完全程并取得较好的成绩，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毅力，

而且取决于我们与谁一起奔跑。在推进混合教学的过程中，能够

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带领下向前奔跑，我们深感荣幸。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院的诸位领导与老师，多年来不仅给予我们有力的

技术支持、周到的保障服务，而且在教育理念变革的宣导和教师

混合教学能力培训等方面，都给予了我们充分地帮助与支持，他

们的教育情怀与新疆情结，让我们不胜感动。在此，请允许我向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被“清华教育在线”平台这个纽带所联结的各兄弟院

校也都是与我们携手奔跑的伙伴，每一次的交流，我们都从你们

的经验中获益匪浅。在此，我也向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希

望你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边疆的教育信息化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