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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 类型 出现时间 
MIT OCW 课件 2001 

Khan Academy 微课 2006 
TED 视频公开课 2006 

MOOCs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2011 

教育教学信息化热词 



慕课之父——Stephen Downes 
大规模、在线开放 

2012年被称为MOOC元年 

Armando Fox（2013）提出 
限于小规模、特定人群 



混合式教学 

翻转课堂 

对分课堂 

…… 



2015年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开始推动混合式教学改革，《认知心

理学》成为第一批混合式教学改革校级立项课程。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程（大二下学期或大三上学期开设） 

 学习对象：心理学专业本科学生及有志学习心理学专业的同学 

 课程特点：有先修课程 

 理论性 

 方法论 

 前沿性 

 课程目标：知识、能力、素质目标 

《认知心理学》如何混合？ 



《认知心理学》混合式教学初尝试 







一、《认知心理学》在线课程的设计与开发 

二、《认知心理学》课堂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三、《认知心理学》教学实践的反思 



 

线上与线下的混合 

学与习的混合 

教学形式的混合 

教学策略的深层混合 

教学理念的混合 

…… 

 



研究性学习、 
问题解决 

课堂内 课堂外 

讲授知识 内化知识 

  

传
统
教
学 

 

混
合
式
教

学 

深度学习、小组活动 

   课中 
基础知识学习 

 课前 课后 

研究性学习、 
问题解决 

学习知识 能力培养 

深度学习、小组活动 

   课中 

内化知识 



课前的知识传递（基础知识讲授） 

一、《认知心理学》在线课程的设计与开发 

教学内容和形式不仅适合学生线上自主学习，尽量满足学生不同的学

习需要，而且要具备一定的挑战度，能激发学生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达到教学目标。 

学生通过线上看视频+课外自学教材+拓展文献+在线交流+在线测试，

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知识学习，突破课堂的时空界限。 



微视频内容设计 慕课呈现方式 

教学团队组建 课程教学设计 

突出课程特色 拓展课程资源 



主讲教师 

研究优势与教学结合 

课程共享共建 

课程助教团队 

    

教
学
团
队
组
建 

研究生 

网络平台工程师 



教师团队 



框架条理系统 

知识点凝练、清晰 

内容全面、重点突出 

开放动态，便于更新 

课
程
教
学
设
计 



科学、专业、精确 
 

注重理论、方法 
与实验逻辑 

 

兼顾趣味性与生动性 

由实例、实验或 
现象导入 

微
视
频
内
容
设
计 



知识点讲授为主 

动画呈现、辅助理解  

实验流程直观、清晰 

字幕精炼、图文并茂 

微
视
频
呈
现
方
式 





拓
展
课
程
资
源 



突
出
课
程
特
色 



课中的知识内化（ 深度学习开展 ） 

二、《认知心理学》课堂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课后的能力培养（重要问题解决） 

基础知识学习 

 课前 课后 

学习知识 能力培养 

深度学习、小组活动 

   课中 

内化知识 

研究性学习、 
问题解决 



课中的知识内化（ 深度学习开展 ） 

课堂采用混合式教学，形式灵活 

（难点知识讲解+疑难提问+小组研讨+展示汇报成果） 

基础性知识——自学+精讲整合 

提高性知识——提问+讨论 

拓展性知识——报告文献+展示作业 



2. 突出难点，使知识的掌握更具挑战性 

3. 引入新成果，使知识的掌握更具前沿性 

     

自
学+

精
讲
整
合 

       

基
础
性
知
识  

 

1.串连知识点，使知识的掌握更具系统性 

 



2.鼓励学生提问，提倡多种形式 
 

3. 组织小组讨论，加强提炼和总结 

          

提
问+

讨
论 

         

提
高
性
知
识 

1. 教师设计问题，引导思考和讨论 



 促进知识整合 

 促进深层思考 

 促进思辨质疑 

 

教师重视问题设计 



2.鼓励学生提问，提倡多种形式 
 

3. 组织小组讨论，加强提炼和总结 

          

提
问+

讨
论 

         

提
高
性
知
识 

1. 教师设计问题，引导思考和讨论 



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闪闪亮、考考你、帮帮我 课程要求 

利用平台 通过在线平台提出自己的问题 

引导提问 变化、追问、发现学生的问题 



   

要求列出学习过程中自己感受最深、受益最大、最欣赏

的内容等，至少1条，更多不限； 
闪闪亮 

考考你 

帮帮我 

要求列出自己弄懂了的、但是觉得别人可能存在困

惑的地方，用来挑战别人，至少1个，更多不限； 

要求列出自己不懂的问题，讨论时求助别人，至少1

个，更多不限。 

课程要求 





利用平台 



   

变化学生提问的角度和表述，使问题更专业 

继续追问学生的问题：使问题更具深度 

老师引导学生提问：使问题更具启发性 

引导提问 



2.鼓励学生提问，提倡多种形式 
 

3. 组织小组讨论，加强提炼和总结 

          

提
问+

讨
论 

         

提
高
性
知
识 

1. 教师设计问题，引导思考和讨论 



组织小组讨论 

思路有冲突、观点有差异、结果有不同 问题适当 

引导实时 

总结及时 

老师要有重点和选择地参与到小组讨论中，实时引导，

避免学生讨论出现低质量重复和跑题现象。 

要及时对学生的讨论内容进行提炼、总结和点评。 





1.提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中英文文献，引导学生注

意文献与教学内容的关系，并要求学生学习查阅

相关文献。 

2.要求学生对阅读的文献进行报告、展示，并提供

模板，让学生学习并逐渐掌握文献报告的框架和

主要内容。 

报
告
文
献 + 

作
业 

拓
展
性
知
识 





课后的能力培养（ 重要问题解决 ） 
（团队学习+基于问题或任务的研究性学习） 

1.从开始要求个人绘制每章的思维导图到要求小组间合作集体绘制：

集体的智慧、共享的思想 

2.从开始要求重复性和演示性实验到要求加强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 

3. 基于问题的研究性学习：针对一个具体的主题或主问题，有计划、

分步骤、递进式展开的学习活动 





基于问题解决的研究性学习 

 针对一个具体的主题，有计划、分步骤、递进式展开 

 由低到高、逐步进行 

 自主探索、合作探究 

 体现“做中学”的原则 

 研究性学习设计要有系统化，需要把教学内容蕴含于整体的活动

设计之中 





课程内容体现前沿性和时代性 

教学形式体现多样性和互动性 

学习过程体现探究性和个性化 

学习评价体现过程性与终结性 

混合式教学力求达到如下标准 



1、教学评价反思 

三、《认知心理学》教学实践反思 

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形成性评价真正融合到教学的整个过程之

中，起到调整教学、促进学习的作用 



2、线上与线下教学反思 

线上课程内容的动态更新问题 

线下学习的组织形式及时间安排问题 

线上线下、课堂内外的交流、回复问题 

线上学习效率的保证问题 



我们所见固然美好 

我们所知愈加美妙 

而那尚未彻悟的 

更是—— 

不胜其美，妙不可言 
 
 
Neils Steensen 
(十七世纪丹麦解剖学家和地质学家) 



敬请各位专家和同行批评指正！ 

Thank you 

E-mail: maoweibin@sd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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