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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慕课制作到混合课程设计

冯 菲

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推动数字新技术在各类各级学校教学中的深度应用为目标

在教育信息化政策、数字化校园规划、教师专业发展培训、职业院校课

程方案改革领域有多年的研究与实践

在慕课教师培训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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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类MOOC项目

01 慕课的设计思路
快速建课→精心设计

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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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建课”的思路

01

传统课程搬上网

面授 网上

视频/文本

在线练习

在线作业

论坛讨论

教师讲解

随堂提问

布置作业

面对面讨论

符合老师的教学习惯
变化相对少

更容易被接受

转化时需要遵循慕课学习的特点

视频

时间短：6-15分钟

视频名字具体清晰

视频有字幕

视频中有嵌入练习题

视频观看时可以调速

视频有片头引入

视频中有镜头变化

……

练习

视频中有练习

测验以客观练习题

测验可以多次提交

提交后即时反馈

主观作业，提交文档

评价其他同学作业

……

讨论

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提出自己的问题

……

有不同分论坛，每个论

坛中有明确的讨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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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上网的任务

视频

讨论

练习
碎片化

客观化/自动化

工具化

知识体系的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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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性 以大化小：知道-理解-应用-分析-评价

从不同角度 简介/例子/思维发展

以知识点划分 概述性的，了解性的

利用PPT进行碎片化

【例】世界文化地理 【例】大学化学

02 MOOC设计要素 课程设计模板，帮助内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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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模板结构

碎片化资源模块结构课程结构

模块

活动1

步骤1

步骤2

活动2 步骤1

视频

文档

练习

讨论

测验

作业

慕课教学设计的思路转变

01

传统课程搬上网

02

整体化设计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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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教学规划
1

内容到过程：主线逻辑
学习的视角

目标的视角

掌握的视角

重新设计课程
2

尽其所能：细节打磨

资源：视频、练习、讨论

活动：讲授、体验、反思

自主学习支持
3

环境营造：激励与支持

动机激励

方法指导

过程引导

MOOC教学设计的三个关键

+

01

整体性教学规划
从学生的角度规划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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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如何做MOOC

迭代周期——问题单元——12分钟课程视频

感性认识计算机程序

 对于一个数字排序游戏，你自己的大脑是如

何完成排序的

 看一个数字排序程序，你能否看懂

 如果让你自己来设计一门语言来表达你的思

维过程，你会设计成什么样

 编程语言的构成跟你所设想的样子相同吗
北京大学 李戈老师

- 知识点的切分-计算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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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习产出为导向的设计是串联课程的基础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斯坦福大学

一个贯穿全课的活动，有5个分任务

内容传递策略：减少认知负荷

18

碎片化学习设计

解构

新手不具备学科知识图谱

重构

提供重要的情境线索
使用故事或情境线索串起碎片化的知识

整体性规划



2019/11/18

10

方法：逆向教学设计（backwards)

产出outcomes

• 写目标

• 写产出

考核Assessments

• 设计评估产出的

方法

活动Activities

• 达成产出的

• 准备评估的

学习流程&学习资

源

学生需要看到自己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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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化教学设计思路

教学目标
结构与知识点 资源开发 细节活动

作业活动

布鲁姆目标认知分类

重新组合，以便综合地创造性地解

决问题，具有特色的表达，制定合

理的计划和可实施的步骤，根据基

本材料推出某种规律等活动

创造
理性的深刻的对事物本质的价值作出有

说服力的判断，它综合内在与外在的资

料、信息，作出符合客观事实的推断。

评价

把材料分解成它的组成要素部分，

从而使各概念间的相互关系更加

明确，材料的组织结构更为清晰，

详细地阐明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

分析
在没有说明问题解决模式的情况下，学

会正确地把抽象概念运用于适当的情况

应用

对事物的领会，但不要求深刻的领

会，而是初步的，可能是肤浅的。

其包括“转化”、解释、推断等。

理解
具体知识或抽象知识的辨认，用一种非

常接近于学生当初遇到的某种观念和现

象时的形式，回想起这种观念或现象

记忆（知道）

理解

记忆

应用

分析

评价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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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题的活动：视频串联

23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文本进度条任务分析

文本进度条-简单开始

文本进度条-单行动态刷新

实例完整效果

举一反三

主题活动：整体化的设计

24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文档：

音乐相关常见表达

视频：原味

口语学起来

视频：

lecture 1

乐动我心

练习题 讨论

视频：和我们

一起七嘴八舌

讨论练习

视频：

Lect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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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序列的设计

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25

视频：谈论友谊
讨论：宠物和友情

练习（3道题目）

视频：描绘朋友

讨论：好朋友的特质

练习

视频

讨论

练习

视频：讨论友谊的作用（情境模拟）

讨论
练习

视频：美剧片段

文本：

朋友的多种叫法

模板填写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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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重新设计课程
细节设计：充分发挥优势和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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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教育（OE）不同于开放教育资源（OER）

7 x 24 随时随地可以访问的优质资源，结果一直都没有去访问！

以MOOC为代表的开放教育质量保障机制

一流大学

Best Professors

Best Courses

一流教授

Best Universities

一流课程

质量

在线

开放

大规
模

课程
有伴才能坚持

一段时间承诺

同伴教学

保证得到及时反馈

随时随地

自动判题

练习&测试

人多讨论不冷场

“潜水”有收获

有助形成大规模

自定步调

观点调色板：各色
人等经历丰富课程
内容

留下的都是想学的

有助形成大规模+

MOOC平台:支持有效的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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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教学平台支持的教学原则

小步调 积极反应

及时反馈 自定步调

程序教学

B.F. Skinner 

同伴交流

最近

发展区

1

学习支架

2

有指导

参与

3

学徒制

4

5

社会

建构

Lev Vygotsky（1896-1934）

重新设计课程的任务

视频

讨论

练习

如何让学生愿意看？

如何促进“做”中学？

如何让讨论促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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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视频形式

Tips:
丰俭由人，不做强行要求

讲课自然、讲得清楚更受欢迎

多种多样的视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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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DIY视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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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DIY视频制作

录制时适当考虑观影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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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讲解的例子：对话的感觉 -

- 教师讲解的例子：用图表配合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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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讲解可以这样做

真实情境的教学视频

LOGICAL AND CRITICAL THINKING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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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度视频

教师的身体语言+眼神+画面比例

44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2019/11/18

23

视频的设计:吸引注意力&激发想象

历史资料
真实案例
学术研究
想象创作
小幽默
……

LOGICAL AND CRITICAL THINKING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MOOC视频的不同形式

讲授型视频

实拍教师讲解为主

课堂情境

多媒体屏幕

单色背景

办公室

学科/工作场景

电脑内录为主

PPT录屏

画中画模式

可汗学院模式

绿幕抠屏

人像抠绿+PPT

人像抠绿+虚拟背景

虚拟演播室

操作型/情景型视频

实拍情境 动画情境

多人场景视频

Co-Teaching 讨论型 对话/访谈型

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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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MOOC视频的代表性研究

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47

较短的视频更能够促进学习者的参与度

Guo, P. J., Kim, J., & Rubin, R. (2014). How video production affects student engage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f MOOC videos.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Conference (Vol.43, pp.13). ACM.

有关MOOC视频的代表性研究

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48

⚫ 当同时提供教师讲解的头像和

讲解的演示文稿时，效果要比

单独呈现演示文稿要好一些;

⚫ 在一个更个性化的、非正式的

环境中制作的教学视频要比那

些正式的、在演播室环境中制

作的教学视频更有参与感。



2019/11/18

25

有关MOOC视频的代表性研究

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49

可汗学院式的那种边写边讲解的形式要比单独的使用演示文稿效果要好

有关MOOC视频的代表性研究

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50

那些专门为MOOC制作的教学视频在参与度上

要好于那些直接在课堂中录制的教师授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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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MOOC视频的代表性研究

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51

当教师语速稍快并充分体现教学热情

时，学习者的参与度会更高，且这一

现象随视频长度而变化更加明显

Guo, P. J., Kim, J., & Rubin, R. (2014). How video 

production affects student engage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f MOOC videos. ACM Conference on Learning 

@ Scale Conference (Vol.43, pp.13). ACM.

13问确定教学视频风格

1. 在讲课的时候、一对一辅导的时候或者答疑的时候，你喜欢的教学方式是什么样的？

2. 你认为一堂成功的课应该具有哪些基本要素？

3. 学生是怎样理解你所教的内容的？

4. 在你的教学过程中什么地方你会与学生互动？

5. 你的教学质量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听众表现?

6. 如果你需要听众，你希望他们担当什么角色？

7. 在上课的时候你会怎样形象表达和传递教学内容？

8. 你教课的时候会用什么工具或技术？

9. 作为教师，你觉得你最擅长什么？

10. 你觉得教学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1. 你认为网上教学以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你应对这些挑战？

12. 你和同事有多少时间来做这门课程？

13. 你是否有网上教学的样片?

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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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慕课视频制作的几点经验

⚫ 设计慕课是设计学生的学习路径和学习体验，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都可以制作成

教学视频，或转化成慕课中的其他活动。

⚫ 视频的形式是多样的，在一门慕课中，可以而且建议使用不同的视频形式；即使是在一

段视频中，也可以使用不同形式、不同方法。

⚫ 视频形式的选择首先要考虑到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其次是经费、时间、可以得到的支

持程度、项目团队的制作经验等。任何一种视频形式都能够获得很好的效果，前提是精

细的设计。

⚫ 确定视频形式的过程也是教师本人以及团队磨合的过程，教师需要选择出自己希望的视

频形式并且熟悉对镜头“讲课”，团队则需要和教师梳理出优化的工作机制。

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53

练习是学习的重要活动

学习

提取

Retrieval

编码

Encoding

• 提取是测试中的最为关键的环节，因此提
取对巩固学习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Jeffery，2008）

• 测验可以降低遗忘的速度，提升最初的记
忆强度（Roediger & Karpicke，2006）

• 学习后进行测验，比学习后进一步追加阅
读更能增强学习效果（McDaniel，2007）

• 与多项选择题相比，简答题形式的测验更
能促进学习效果（McDaniel，2007）

练习题也是重要的MOOC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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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练习

题目设计
• 更多的选项

• 答案

• 解释

答题设置
• 分数

• 尝试次数

• 随机出现

• 时间设定

55

对答案的解释

提交次数

分数

02
Part

慕课题库的建设
多样化、创新化、自动反馈

A
• 包含所有知识点

• 帮助学生自我诊断

覆盖面广

C
• 从难到易

• 支持不同层次的学习

难度差异

B
• 每次尝试题目都不同

• 支持在试错中学习

数量多

D
• 针对选项提供反馈

• 体现不同形式的互动

自动化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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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机制：同伴互评

首先建立信心：评分是否有效？

关键设计点

• 评价量规

• 作业范例

• 方法培训

Analysis by:

Matthew Salganik & Mitch Duneier，Princeton 
University Sociology Dept.

Peer Grading Accuracy (Soc101, Princeton)

57

主观性作业

讨
论
板
的
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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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提问
头脑风暴引起深入思考

的话题
多个角度认识

的话题
作品/作业展示

人人有话可说

需要判断和取舍

论坛中的活动

鼓励学生

收集观点

互动的设计

视频中插入的简答题 视频中老师留给学生的思考时间 用假想的学生来提问，教师解答

清晰的作业或讨论活动教学指令 样例示范（好，中，差） 同伴互评评分量规 习题中的提示反馈

将教师的教学经验融入课程设计

即使没有太多助教帮助，自己跟着课程学，一样学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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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动学习的视角优化

反思

体验

信息
• 一手/二手
• 课堂内/课堂外

• 对内容/过程
• 自己/合作

直接
间接有效的活动序列应该

包括所有类型的活动

优秀MOOC是教师教学经验显性化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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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支持自主学习
动机激励
方法指导
过程引导

方法论：动机理论视角

64

帮助得高分

测验解释中给予反馈

测验与教学目标吻合

提供工作相关的例子

有点挑战

可见的进步

问题驱动

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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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技能的指导

65

提醒学习进度

• 频率不要太高

• 言之有物不空泛

• 表达留悬念

• 能链接到课程对应内容

• 提供学习指导：比如论坛发帖看帖

• 引导学生关注邮件

• 吸引学生进入课程

新的内容

发布

一周学习

总结

关键问题

回应

重要活动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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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机制

每周总结

组织论坛活动：优秀作业分
享

将优秀学员的发言作为课程
内容呈现

鼓励优秀学员

激发学生归属感

课程的价

值

教学的理

念和思路

为什么开

课

对学生的

期望和要

求

对学生的

建议

学习规则

• 欢迎信

• 欢迎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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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归属感

• 社区助教

• 邀请加入教学团
队

设定学习规则

论坛发言的规则

• 友好发言

• 网络交流礼仪

答疑的规则

• 固定时间

• 答疑方式

• 参与方式

评分的规则

• 分数的组成

• 测试的规则

• 讨论计分方式

同伴互评的规则

• 评价量规的使

用

• 评语如何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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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性引导

71

把课程作为一个生态系统

书籍、研究、讲座、实践、案例

新学员
老学员

管理者
一线教师

企业

实践共同体

线上的
线下的

研究共同体

跨学科、跨学段的交流平台、互学互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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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适度参与

73

截取自哈佛大学ChinaX课程 Week Office Hour

老师要成为发帖王吗？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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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的学生

学生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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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改进

• 继续学习比例高的课程，练

习平均尝试次数相对较低

• 改变：

 在问题后清晰地说明正确

答案的数量

 针对错误的答案增加了详

细的反馈

• 最终发现，三门课程通过改

变显著的降低了尝试次数，

并增加了第一次尝试的平均

分数

阿尔伯塔大学

改进设计

学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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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教学规划
1

内容到过程：主线逻辑
学习的视角

目标的视角

掌握的视角

重新设计课程
2

尽其所能：细节打磨

资源：视频、练习、讨论

活动：讲授、体验、反思

自主学习支持
3

环境营造：激励与支持

动机激励

方法指导

过程引导

MOOC教学设计的三个关键

+

慕课教学设计的思路转变

01

传统课程搬上网

02

整体化设计的思路

传统有效教学成功原则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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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发展：解放教学团队

自助模式

所有材料上线
循环开放

人工智能

答疑
智能推荐
作业反馈

虚拟现实

360度视频
VR资源

创新工具

多种题型
多种活动形式

多种选项

教学团队开展的活动属于增值服务

AI虚拟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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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发展：LearnerSourcing(Juho Kim)

平台的发展：同伴教学

• 回答问题

• 反思自己为什么这么选择

• 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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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发展：影响校内教学

Georgia Tech & MIT: 学生选择校内课程或者完全在线

荷兰代夫特理工大学和8所其他高校合作开展Virtual Exchange program，学习其他学校
课程来获得学分

国外某大学选课表内容（部分）

02 混合课程设计
概念-案例-设计思路

PART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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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学习（教学）

Blended learning, we can say, is a mix of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that 

are blended together in a way that helps 

learners learn more productively.

Laurillard, D. (2015). Blended Learning Essentials: Getting Started

混合式学习

• 激发动机
• 个性化指导
• 建立相关性
• 流利表达

• 结构化

• 及时反馈

• 同伴交流

• 随时随地

• 按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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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实验效率，促进反思

普通化学实验B 4学时/每周

助教讲解 学生实验

课
堂

学生课前预习

无人指导 无关联 无人指导

学生讨论 写实验报告

课前预习

课
前

网上讨论 预习测试

结构化预习任务

助教讲解

课
堂

学生讨论 做实验 写报告 网上讨论

针对性的讲解 提高效率 促进反思

多层次的讨论 教学效果的监控

知识扩展型翻转模式

基于课前学习数据

观看视频

课前慕课

客观测验

比慕课学习难度深

论坛讨论

课上

课前回顾

课堂总结课堂互动

新知讲授

压缩课堂课时
冯菲, 于青青. 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 中国
大学教学,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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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练习导向的混合模式

压缩课堂课时

基于课前学习数据

课上

课前回顾

观看视频

课前慕课

客观测验

课堂总结课堂讨论

难度和综合程度不同

论坛讨论

课堂练习

冯菲, 于青青. 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 中国
大学教学, 2019(6).

学术对话型翻转模式

课上

课前回顾

课堂总结

观看视频

课前慕课

客观测验

论坛讨论

小组课前任务

小组阅读相关文献

开展小组项目研究

与教师讨论

准备课上汇报

挑战提问小组1汇报 挑战提问小组2汇报

基于课前学习数据

基于课前充分的准备

课前学习

为研究基础

冯菲, 于青青. 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 中国
大学教学,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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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驱动的多轮翻转

观看视频

课前慕课

阅读测验

课前任务

修改完善论文

检验

阅读效果

课

前

阅

读
客观测验

同伴互评论文

基于

反馈

课上

讨论论文修改

优秀论文赏析

压缩课堂课时

冯菲, 于青青. 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 中国
大学教学, 2019(6).

学习工作量需要重新核算

课上：2小时，进行知识讲授

课下：8小时

课程预习，提前阅读材料

课程复习，总结

完成作业

部分脱

节，并

没有达

到要求

的学习

时间

课上：2小时

进行知识深化和应用

课下：8小时

课程学习，完成知识传授

课程复习，总结

完成作业

知识传授

前移，让

学生更好

地利用课

下和课上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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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学习效果优于传统面授

改进了

教学设计

学习指导

更加明显

更容易参加

学习活动

个别化

学习机会

社交促进

学习投入

按时

完成任务

案
例—

—

北
大
信
息
学
院
：
刘
田
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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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实践中的矛盾问题

能够提高成绩
学习负担重

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教学设计和教学支持

混合式教学：适度教学

101

1

2

3

4

学习目标

学习流程

学习负担

学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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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s practice 

attempt

The theory of the Conversational Framework 
- the learner’s developing experience

117

Learner’s 

conception as 

practice = 20%

Learner’s 

conception = 

10% teacher’s

Teacher’s 

conception
Other learner’(s) 

conceptions

Teacher-designed 

task practice 

environment

Other learner’(s) 

conceptions as 

practice

Offers answers, 

ideas

Questions, 

offers ideas

Feedback 

on action

Action to achieve goal

Shares practice 

attempt

Adapts approach 

to task to current 

conception
Adapt a Task practice 

environment for 

learners’ needs

Reflects on 

feedback

Reflects on 

alternative 

practice

Reflects on 

learners’ 

practice

Hints, comments

Present concepts

Task goal

Revises 

action

Presents 

conception 

as product

Questions

Learner’s 

conception = 

20% teacher’s

Learner’s 

conception = 

40% teacher’s

Learner’s 

conception as 

practice = 40%

Learner’s 

conception = 

50% teacher’s

Learner’s 

conception as 

practice = 50%

Adapts approach 

to task to current 

conception

Learner’s 

conception as 

practice = 60%

Learner’s 

conception = 

60% teacher’s

Discursive/theoretical level

Practice/practical level

“the best predictor of quality of output is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Theory level

Practice level

课前 课堂上

讲授者（视频）

组织者（学习任务）

督导（练习题）

指导/促进者（反馈） 促进者（共同讨论学习）

组织者（小组活动/控时等）

讲授者（集中问题讲解/补充）

指导/促进者（答疑解惑）

混合式学习中教师的角色与作用：导演/游戏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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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类MOOC项目
http://tmooc.icourses.cn/

从慕课制作到混合课程设计

冯 菲

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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