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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POC+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以大学英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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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化环境下，移动学习、远程学习、在线学习、泛在学习的日益普及促使教学逐步从静态走向动

态，使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为教学服务成为适应新时期教学改革的必然。该文采用对比实验、定量分析、问卷调

查、师生访谈的方法，对基于SPOC+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明：教学实验在提高学习者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和学习效果方面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避免了教师大量重复性劳

动，有利于实施创新性教学，但相比传统教学，学生学习成绩两极分化现象更为明显，教师面临的挑战更大，因

此，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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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
提出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来促进教育事业
发展，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注重信息技术
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1]；《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
求》也指出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进以教
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使英语的教与学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
和自主学习的方向发展[2]。因此，在信息化时代背
景下，静态化、教条化的传统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已
经无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个性化的需求，教学改革
势在必行。由后MOOC时代的SPOC平台与数字化教
学资源平台相融合所构成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集
网络教学、翻转课堂、数字化课堂优势为一身，无
疑为解决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解决路径。因此，研究如何将SPOC+数字化
教学资源平台的教学模式融入大学英语课堂，来提
高我国大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满足其学习需求，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是通过设置参
与准入条件(主要针对本校学生)而形成的小规模私
有在线课程，由微视频、即时练习、互动讨论和学

习测验等要素构成，是MOOC本土化的一种学习模
式，克服了MOOC无法与现有课程的教学对象、课
程目标、难度和学生已有知识积累相匹配的问题[3]。
这一概念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阿曼多·福克
首先提出，他认为将SPOC 用于课堂教学，可以增强
教师指导作用、学生掌握知识程度以及参与度[4]；哈
佛大学的罗伯特·卢教授认为，SPOC的重要性在于
在线学习已经跳出了复制课堂课程的阶段，正在努
力创造一些更为灵活和有效的方式[5]；康叶钦认为
与MOOC相比，SPOC在教学过程中将授课、视频
等要素相互交织融合，赋予学习者完整、深入的
学习体验，提高了课程的完成率[6]，从而提升了自
主学习效果。

目前，对于SPOC的研究多集中于教学模式设
计和教学实践两个方面。在教学模式设计方面，贺
斌等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SPOC的“时间—空间—
学习形式”的关系结构[7]，用来指导SPOC在教学中
的实际应用；陈然等根据SPOC资源特点和高校教
学改革实际需求设计了基于 SPOC 的混合学习模式
并以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为例设计了应用案例[8]，
认为这种模式有助于促进教学效果最优化和改变
学生传统的学习方式；林晓凡等构建了SPOC的创
新能力培养模式[9]，并用实践证明在混合学习环境
下SPOC能够提高学习者的创新力。目前，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清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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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浙江大学等知名大学纷纷尝试将SPOC应用于
教学之中，但是对新模式的设计研究多是针对文科
类应用类课程和理科类的操作性课程，而对英语类
课程研究仍显不足。

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中内置的海量、个性化
学习资源和教学资源以及便捷及时的智能化反馈
系统，为教学设计与研究提供了便捷直观的计量
分析工具，能够激励学生进行自我监控、自我测
试、自我检查、自我反思等活动，为学生创造了
舒适的，基于资源、情境、协作的学习环境，充
分体现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现代教学理
念[10]，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应用，
有助于鼓励、引导和启发学习者，有利于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学习热情、兴趣、提高学
生学习动机[11-13]。

由此可见，将SPOC课程与数字化教学资源平
台相结合，无疑为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模式的学习效
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对于新混合模式的研究
还处于摸索阶段，其有效性亟待进一步研究。有鉴
于此，在综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构
建出基于SPOC+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大学英语翻
转教学模式，并对此模式效果进行实证研究。

三、基于SPOC+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大学
英语翻转教学模式的构建

从学习生态学角度来说，信息技术可以帮助教
师和学生创造和维护一个新的学习生态系统[14]。因
此，SPOC+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环境为学习生态系
统中的教学设计者、学习共同体、虚拟社区、实体
课堂，提供了信息支持与帮助，从而形成了线上教
学、线下教学、线上学习、线下学习良性循环的动
态学习生态系统。

(一)构建基础与原则
1.理论基础与技术基础
诸多研究已经证明建构主义、人本主义、教学

系统设计与学习成绩、学习效果有着必然的联系，
也是我们构建SPOC+数字化学教学资源平台模式的
重要依据。SPOC依托 MOOC 平台的云学习环境、
数据分析、虚拟教室以及社交媒体功能，通过增设
限制性的课程准入条件，服务于小规模特定群体，
资源建设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可采用引入、自建
以及改造等多种方式。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采取了
语料库驱动技术，达到了反馈智能化、教学资源开
放化的目的。由此可见，SPOC+数字化学教学资源
平台不仅仅充分利用了MOOC中各种形式的多媒体
资源，而且最大限度地优化了资源利用效果。

2.构建原则
构建新模式原则有三个：情景性、自主性和整

体性。将虚拟社区与现实课堂相结合，教师通过创
设线上与线下英语学习情境，鼓励协作学习，共同
完成生成式资源建设，从而帮助学习者主动完成英
语知识的构建。SPOC课程中的微课可由英语教师
亲自录制和设计，激发了其教学创新热情；自主、
协作、探究、交流的学习方式有利于建立平等、和
谐的学习氛围，激发学习潜能，实现个性化英语教
学。从系统观出发，教学是准备、实施、评价和修
改的一个整体化过程，追求的结果是整体优化[15]。
新翻转教学模式构建是由实时课堂和虚拟课堂中教
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媒体、教学设备、教师团
队、班级规模、实验技术人员和教学环境等要素构
成，各要素相互配合、共同作用，并通过不断反馈
和修订，达到教学过程整体优化的目的。

(二)总体架构
基于教学实践与学习者需求，通过借鉴哈佛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清华大学的SPOC教
学模式，将SPOC平台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相融
合，笔者构建了基于SPOC+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
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如下页图1所示)。

基于SPOC+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大学英语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校园课程资源，将线上
与线下教与学相互融合。模式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
方面：线上教学包括提供资源、发布内容、在线
答疑、监控学习；线上学习包括自主学习、自我
检测、反馈问题、同伴互评；线下教学分为分析需
求、制作课程、设计任务和反馈评价；线下学习分
为成果展示、互动交流、知识内化和学习反思。

(三)内涵分析
研究主要从课程框架四要素(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教学组织和教学评价)[16]对基于SPOC的大学
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分析。

1.教学目标
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融合了多样化学习空间，

为学习者营造了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启发式的学
习氛围，通过提高挖掘隐性知识的能力，增强其英
语综合应用和自主学习能力。

2.教学内容
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利用SPOC平台中的语

言知识讲解、在线练习、测试功能以及数字化教学
资源平台中的自动评改功能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
能，在线上、线下交流互动中逐渐提高跨文化交际
能力与个性化学习策略，体现了英语教学实用性、
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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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组织
新教学模式以翻转式教学法和混合学习法为

主，采取跨时空的运作方式，帮助学生完成英语知
识的输入与产出。在大学英语学分压缩，课时减少
的趋势下，新教学模式确保了有限课堂时间的学习
效果，有利于实现线上学习与线下课程的无缝对
接，既解决了MOOC环境下师生永远处于时空分离
状态的问题，也能够帮助学习共同体产生强烈的集
体归属感。

4.教学评价
SPOC+数字化写作资源平台以定位性评价、形

成性评价、诊断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为辅。平
台通过学习分析技术所生成的同步、异步反馈为学
习者量身定制了个性化、可视化的学习评价；通过
自我评价、师生互评、生生互评和师、生、平台之
间的实时互评能多维化、立体化地反映学习者的学
习过程，生成更客观的多种评价机制。评价内容不
仅涉及听、说、读、写、译等单项内容，也包括了
展示、预习、练习、复习、反思等综合性内容。多
元化的学习维度与内容评价提高了英语学习者的学
习策略、增强了其自主学习能力，也帮助教师改进
了教学设计。

四、研究案例与分析

本研究通过设置考察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方式，
以国内某高校运用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进行大学英语教学为案例，旨在从综合成绩和学习
效果两个维度来检验所构建的教学模式效果，并提
出建设性意见。

(一)实验教学环境
教学实验利用了爱课程网和网易云课堂联合推

出的中国大学MOOC平台中的SPOC功能，以自建的
方式开设大学体验英语学校专有课程(如图2所示)，
依据不同话题，选取优秀教师录制微视频。每个话
题的视频课程包括：课文导入、单词拓展、课文
讲解、难句分析、文化对比欣赏和课文总结等部
分。课程模块分为公告、评分标准、课件、测验与
作业、考试、讨论区6大板块。根据课程进度，新
话题的上线将以公告形式通知学生；评分标准包括
观看视频、完成练习和测验以及论坛区表现。为了
鼓励学生参与，教师团队建立了公众账号“贝壳英
语”，以配合课程进度，定期推出基于学习任务的
学生优秀作品，激发其学习英语兴趣。

实验利用了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如下页图3所
示)中内置的课件、范文、作文、练习、作业5类经
典资源以及个性化教学资源和自动反馈系统，为
提高学生学习自主性和翻转课堂的有效实施提供
了保障。

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研讨会、交流会、微型
沙龙、第二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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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SPOC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图2  大学体验英语SPOC网络平台页面和微信公众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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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对象
研究以北京市某高校非英语专业大一在校学生

为受试，对之进行分级考试，选取整体语言水平相
当的两个组，组成实验组(120人)和对照组(120人)，
平均年龄19. 3岁，教育背景、认知能力基本相同。

(三)实验工具
实验过程中，对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的有效

性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对前测和后测进行英语水
平统计，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分数差异程度。测
试题型与四级考试相同，满分为100分。为保证信
度和效度，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由3位大学英语
教师流水批改，采用SPSS17.0软件对所收集数据进
行处理和分析。同时，制定了学习效果调查量表，
为证实问卷调查结果，抽取实验组60名学生进行半
结构式访谈，并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分析相关数
据，以便深入了解基于SPOC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
的有效性。

(四)实验过程
教学实验持续16周，实验组与控制组均使用

《大学体验英语综合教程》，为对比研究效果，控
制组仍然采用传统方式授课(每周4个学时)；而实验
组，采取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授课
(每周2个学时为面对面课堂教学，另2个学时为基
于SPOC+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在线自主学习)。
实验教学分为为四个阶段，即线下教学、线上教
学、线下学习和线上学习。

1.线下教学
教师团队采用主题与任务驱动法将大学体验英

语分6个不同话题，针对每个阶段的教学要求，分
析学习者特征、教学重点与难点、细化教学目标，
进行整体英语教学设计；通过不同方式，针对不同
话题所涉及的重点与难点，制作微课，并对微课内
容进行限定：主题鲜明、导入新颖、线索清晰、收
尾快捷。微课制作分为两种类型：话题导入与总
结，采用真人拍摄型(选取教学比赛中获奖大学英
语教师)；单词拓展、难句分析、课文讲解、文化
对比欣赏等部分则采用录屏型。编制配套的相关教

学辅助资源，通过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分享给学习
者，以帮助学生掌握知识节点，为结成知识网络做
足准备。

教师根据学习者的练习、测试以及反馈结果，
课下对学习效果不佳的学生进行指导和帮助；课上
将学生以3-5人为单位分成不同的讨论组，教师分
配学习任务，学生通过小组协作、相互探讨的方式
解决问题，进行成果汇报，以实现知识内化；教师
定期与小组负责人交流，了解学生对新模式的适应
情况，以便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服务，及时调
整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师根据课堂中学生的个人讲
述、学习汇报、成果交流、自我评价、小组互评等
活动表现，对学习成果与效果进行反馈和评价，并
将综合评价记入学习者的电子学档，形成英语学习
成长记录单，帮助学习者快速诊断学习问题、激励
其学习热情。

2.线上教学
教师团队提供在线课程资源更新服务，并将通

过公告方式及时告知学生。同时，教师精心设计在
线学习任务(如表1所示)，为了集中学习者的注意
力，教师团队将视频中重点，以提问形式嵌入到微
视频之中；通过SPOC平台在线答疑、在线交流、
在线评测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自我反馈功能，
记录进度、收集问题，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
掌握程度，对其进行有效监控；同时，学习者也可
以通过SPOC平台的交流区对大学英语课堂提出建
议，促进教师改进课程设计。

表1  在线学习任务单

大学体验英语
第一册

第一单元
大学生活

项目 具体内容

阅读查询
通过观看SPOC的第一个话题中的课文
讲解部分，要求班级的每个小组共同寻
找课文内的事实与观点

在线课程 完成SPOC中的第一单元在线练习与测
试

写作尝试
改写第一段文字，替换相应的动词、形
容词及副词，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
进行自动反馈

文化比较

要求每组负责一个段落，找出课文信息
中哈佛大学与自己大学的不同之处，通
过SPOC课程交流区和数字化教学资源
平台进行互动，找出其背后传递的文化
信息

词汇收集 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收集与大学
校园相关的词汇

3.线下学习
鼓励学习者参加教师组织的朗诵比赛、演讲

比赛以及微型沙龙与论坛，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交
流、营造英语学习环境。通过个人讲述、学习汇
报、成果展示、自我评价、小组互评、教师评价等
活动，提升语言表达与创新思维能力，实现知识内
化。同时，要求学生每周撰写英语学习反思报告，

图3  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TRP3.1)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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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诊断学习问题、了解自己学习特征与风格。
4.线上学习
学生可随时随地利用各种移动设备或PC终端

获取资源进行SPOC课程学习，通过数字化教学资
源平台中海量优质的学习资源和可视化的自动反馈
巩固学习知识，了解自己学习效果。自行控制学习
时间、学习量、学习内容以及学习地点，通过多种
交流方式与同伴进行在线协作互助学习。

(五)实验结果与讨论
1.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模式对大学生综合英语

水平的影响
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实验

组和控制组进行实验，收集前测、后测数据，用
SPSS17.0软件予以分析，结果如下(如表2所示)：实
验组和控制组的综合英语水平在实验前没有显著差
别(t=0.17，p=0.86>0.05)。实验后，实验组的综合
英语成绩均值为83.41，高于控制组的均值79.58，
两者存在显著差异 (t=3.10，p=0.04<0.05)。由此可
见，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模式对提高学生综合英
语能力作用明显。

表2  实验组和控制组综合英语成绩测试成绩

指标 前测 后测

组别 实验组
(N=120)

控制组
(N=120)

实验组
(N=120)

控制组
(N=120)

平均分 78.21 77.88 83.41 79.58

t值 0.17 3.10

p值 0.86 0.04

   注：* p<0.05； **p<0.01； ***p<0.001。

教学实验后，我们将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学生考
试成绩分为“优”(85分以上)、“中”(70至85分)、
“差”(低于70分)三个等级。统计显示，实验组
中，考试成绩“优等”学生数占总人数的42.50%，
高于控制组的30%；考试成绩“差等”学生比例为
20.83%，高于控制组的13.33%。由此可见，新的
教学模式虽然总体上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英语成绩，
但学习成绩两级分化现象比较严重。

2.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模式对大学生英语学习
效果的影响

学习效果是衡量教学模式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之一。为了解实验教学模式对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影
响，笔者对实验组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81%的学
生认为新的模式有助于端正学习态度和激发学习动
机，英语学习兴趣在不断增强；90%的学生认为有
利于帮助自己快速掌握重要知识点，较好地解决了
抓不住学习重点、耗时耗力、学习效率低下的问
题；74%的学生认为把知识点制作成微课供学生课

下学习有助于完成作业；84%的学生认为有助于复
习并巩固所学知识；79%的学生认为实验教学模式
有助于提高课堂听课效果；75%的学生认为有助于
思考所学内容，取得举一反三的效果，因此可以说
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模式对学生学习效果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

问卷调查也发现87%的学生认为新模式对自主
学习能力要求较高，而学习控制能力差、注意力不
集中的学生，很难独立完成课下自主学习所要求的
内容，影响了学习进度和学习效果；86%的学生希
望教师能合理地对自主学习给予指导与监督；另有
5%的学生因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较差、信息素养不
高，表示很难适应新的模式。但总体而言，实验组
的学习效果优于控制组，新教学模式优于传统教学
模式。

3.实验反馈
与定量分析的结果相印证，与学生的访谈显

示：新的教学模式提高了学习效率，提升了自主
学习能力，但也发现了一些教学设计中需要注意
的问题。

第一，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督促学生学习，
但需要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注意力。有学生表
示“SPOC可以节省课堂时间，能记笔记，不懂可
以反复观看，增加了学习时间；随时随地学英语能
帮助学生更灵活地支配学习时间，培养了自主学
习能力，能够更好地巩固单词、短语、句式”“数
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及时反馈，迫使我不停地修改
自己的作文，一段时间后，我发觉自己的作文水平
提高了”。但也有同学表示“新教学模式对我帮助
很大，但因为是在网上完成，学习主动性差，时间
稍长一点，注意力就不能集中，希望精简内容和练
习”“SPOC录课形式只采取单个教师授课方式形
式过于单一，建议能够采取多种形式的授课模式，
增强SPOC课程的趣味性”。

第二，新的教学模式的实行需要考虑教师
教授形式和学生学习适应性。有学生认为“课程
录制中每位教师授课形式和风格不同，自己需要
花费很大力气去适应不同课堂，建议统一录制风
格”“我很不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因为来自偏远
山村，对于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在学习中的使用还
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线课程给我带来很大
的压力，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落下了很多在线学
习任务”。

从参与实验的教师反馈信息中发现，新的教学
模式减少了教师的反复讲解和反馈问题的时间，避
免了大量的重复性劳动，引导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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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教学设计、课堂活动组织和对学生个别指导和
人文关怀等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上来，提高了教学效
果，激发了教学热情。

五、结语

与传统英语课堂教学相比，基于SPOC+数字化
教学资源平台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模式改变了一刀
切的集体授课模式，适合不同学生的英语学习风格
和习惯，呈现出人性化、个性化特征。新模式既避
免了填鸭式教授方式和枯燥教学内容，也避免了陷
入娱乐的教学误区，将教授知识严肃性、严谨性和
教学形式活泼性、生动性相结合，最大化地发挥了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势，更有效地完成了知识的
内化和固化，有利于大幅度地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成
绩和学习效果，有助于减轻学习压力、增强学习
信心、提高学习兴趣，促进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与
理解，为教学注入了新活力。新的模式完全颠覆
了传统模式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避免了教师大
量重复性劳动，使教师真正成为教学的创新者。
角色的改变对教师要求也不断地提高，不仅仅要
从教学目标出发了解所授内容的重点和难点，还
需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提升自身教学能力及信
息素养为教学服务，帮助学生最大化利用信息资
源、提高学习效果。

但研究也发现，新的教学模式中学习成绩两极
分化现象更为明显。由于实验教学大幅度地削减了
线下课时，相比传统教学模式，教师与学生面对面
交流的机会减少，更加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
究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强的学生能够较快适应新
的教学模式，而学习主动性差，信息素养不高的学
生，由于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调节，没有形成外在
动机内化的心理机制，造成了SPOC课程学习效率
不高、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使用不及时、作业拖延
的现象，间接地导致了学习成绩下降，因此，对于
这部分学生，传统课堂仍具有优势。同时，我们也
应该看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提高新型教学
模式效果和缓解两级分化现象的关键路径。因此，
教师指导作用仍然不可或缺，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合
理规划学习时间与进度，从线上、线下、多角度、
全方面地对学生进行必要的管理、监督以提高学习
效果。

基于SPOC+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的大学翻转课
堂模式促使教学逐步从静态走向动态，实现了以学
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堂教学理念，是适应新
时期教学改革的必然。但必须指出，新的翻转课堂
模式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需要扩大学生样本的

数量及范围，延长研究周期，深入研究其广泛性和
有效性，以便进一步地为大学英语教学以及高校教
育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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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Construction on Factor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b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Kang Yueyuan, Wu Libao, Wang Guangming

(School of Teachers Educ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Abstract: Ability to app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 required professional ability for teachers in the ag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know status quo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b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better train the 
teachers regar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research has tak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Tianjin as research 
objects for making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data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questionnaire measurement and SPS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primary factor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by the teachers include five dimensions: office 
software and multi-media; online courses; professional skills; mobile learning; theoretical methods.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bilit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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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Effect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 for 
SPOC+Teaching Resource Platform as Applied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Lv Tingting, Wang N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m-learning, remote learning, on-line learning and u-Learning are popularly applied. 
Consequently, college teaching changes in mode from what was static to what is dynamic mode, pointing to the necessity of 
utiliz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the wake of the advent of the new era of teaching. By establishing a SPOC+Teaching 
Resource Platform to be used i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ffect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 of application of the  SPOC+Teaching Resource Platform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by means of comparative 
experiment, quantitative analysis,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aching mode under study is constructive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all-round ability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learning effects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However, students' grades are 
more evidently polarized and the instructors are faced with greater challenges. From this, a conclusion is made that for more effective 
teaching, the key lies in how to reinforc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heighten the instructor's information acquiring capacity. 
Keywords: SPOC; Teaching Resource Platform; Flipped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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