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支持下 ＳＰＯＣ学习环境的设计

———以《病理学》课堂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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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变传统教学模式，制定适合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轨迹和学习行为，精心设计ＳＰＯＣ学习环境，提
升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能力，进一步推动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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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病理学课堂教学现状
通过对课堂教学过程和考试分析中发现，病理学的教学效果

在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人才、实用性人才方面存在不足，表现为：

１．教师常常用“满堂灌”的方式展开病理知识讲授，教学进度安排
不能参照学生的实际掌握程度进行调整，对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无

法“对症下药”。２．教学活动陷入“课堂效率低—学生掌握差—课
后拼命补”的怪圈。３．教师常受限于分数至上的思维观念，绝大数
教师主要把时间分配到备课和批改作业上，很少邀请同事评价诊

断自己的课堂教学，没有采纳和听取学生反馈意见［１］。由此可见，

推动课堂教学革命势在必行。

二、信息化教学变革：ＭＯＯＣ、翻转课堂和ＳＰＯＣ
在“互联网＋”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给教育的内容、模式和方法带来了变革。慕课、翻转课堂、ＳＰＯＣ已
成为课堂教学改革的流行语，大有颠覆传统课堂，迎来课堂教学革

命之势。ＳＰＯＣ意为“小型私密在线网络课程”，其结合了 ＭＯＯＣ
和翻转课堂各自的优势。ＳＰＯＣ既能够利用 ＭＯＯＣ优质教学的资
源，又融合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通过限制人数或提高准入条件

来为在校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学服务。２０１２年，圣何塞州立大学
的电子电路课程中，利用 ｅｄＸ平台开展 ＳＰＯＣ课程，学生的出席
率、参与程度、自信心以及对课程的喜爱程度都有所提高。２０１５
年，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基础护理实验教学中，周玲玲将 ＳＰＯＣ应用
其中，结果ＳＰＯＣ教学效果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模式。２０１６年，扬州
大学郑洁教授将ＳＰＯＣ应用于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中，学生的
学习热情、主动探究精神、团结协作、考试成绩均得到明显的提高。

目前，对ＳＰＯＣ教学模式的研究进入了高潮。
三、大数据支持下ＳＰＯＣ教学模式设计
为了解决《病理学》课程融入困难、学难致用、教学手段单一等

问题，利用教育大数据记录学生的学习轨迹和学习行为，挖掘与分

析教育大数据，优化课程教学方法，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的融合，

精心设计ＳＰＯＣ的学习环境。具体设计如下：
（一）教学目标设计

进行ＳＰＯＣ教学设计时，要优化教学环节，明确教学目标。了
解学习者目前的学习水平与期望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距，制定适

合不同学习者知识、能力、素质发展目标，使教学过程成为学生获

取知识、发展能力的活动过程，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二）教学策略设计

采用课前、课中、课后一体化设计。课前线上教学以教学平台

为依托，以基本实现知识目标为目的；课中线下教学即课堂教学，

通过开展有效教学活动，实现能力和素质目标；课后回归线上，完

成教学的考核与评价。

（三）教学过程设计

进行 ＳＰＯＣ教学过程设计时，要优化教学环节，明确教学理
念，使教学过程成为学生获取知识、发展能力的活动过程，有效的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１．课前：线上知识传授，发布学习任务。
（１）发布任务。教师将教学资源上传到教学平台并发布学习

任务，学生通过账号登录教学平台学习，老师与学生之间进行互动

与交流。

（２）分班。平台上采用测验形式了解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情况，
将其分为ＳＰＯＣ教学１组（成绩前５０％者）和 ＳＰＯＣ教学２组（成
绩后５０％者）。
２．课中：线下学习。
根据两个ＳＰＯＣ教学组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统计数据，精心

制定适用于不同组的个性化教学内容。

（１）课前学习成果展示。每组同学课前成果资料的展示和共
享，提出课前学习疑问。

（２）课堂答疑解惑。对各小组评论、点击较多的内容进行着重
讲解；提出的疑点难点、出现错题较多的试题，进行课堂解答。

（３）课堂讨论。根据每个ＳＰＯＣ组的课前学习情况，以小组为
单位开展针对性的课堂互动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质疑，深入讨论，

培养学生探究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３．课后：知识巩固，学习拓展。
（１）学习总结。每个组要求学生将碎片化的知识点进行整合，

总结学习内容，提交学习报告至教学平台，将优秀作品展示。

（２）线上讨论交流。组织学生线上小组讨论，与老师、学生互
动交流，分享学习心得。

（３）拓展教学资源。在平台上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拓展教学资
源，鼓励学生开展小组协作学习，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堂教学

内容，也让学有余力的学生掌握更多的高级技能。

（四）教学评价体系设计

以学生提高能力为核心，形成多种形式的过程性和总结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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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线结合相辅相成：“线上”“线下”齐头并进，办好第二

课堂“守正创新”

习近平曾指出，“教育实践活动一定要敬终如始、一鼓作气、善

作善成”［４］，“线下搞课改、推实践育人，线上借平台、行网络育人”

是福建农职院思政教育第二课堂“守正创新”的又一重要举措。

线下，福建农职院常态化实践活动，守好“人的社会化”之正，

探索总结一条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培育健全社会化人格的思想

政治工作道路，形成包含文化育人名师工作室、博雅论坛素质教育

模式、两走一拓实践育人活动、创新创业育人新机制、新型职业农

民新模式在内的“实践育人”道路。尤其是“两走一拓”（走出宿

舍、走下网络，拓展素质）主题活动，已成为团结和引导团员青年成

长进步的有效载体，活动覆盖文体活动、社团活动、青年志愿、社会

实践以及创新创业等多个方面。

线上，则是聚焦问题、力补短板，做好平台创新。学校以“智慧

校园”建设为目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共建与资源共

享，不断优化信息化育人环境，强化网络平台建设与网络成果评

价，充分利用高效思想政治工作网、易班网、大学习平台、超星学习

通ＡＰＰ平台等，建设新媒体矩阵，优化成果评价，积极培育网络力
量。

（三）三个共同体交相辉映：读书社、博雅班、国学社，培育思政

主体的“守正创新”

从２００７年第一个博雅班招生开始，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就
开始不断探索构建多元化的思政主体建设，逐步共建博雅班、国学

社（亲仁书院）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社三个

师生共同体，借助“师生共同体”的力量，实现思政教育守正创新的

相互统一。

２０１８年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申报、建立省级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社，以制度建设先行，不断主抓系列活

动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强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阵地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读书社先后编纂《习近平新

思想读书心得汇编》，开展“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现状”社会调查，

组织、开展了首届“新思想读书月”“大学生习近平新思想大宣

讲”、“不忘初心、勿忘国耻”、“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等系列活

动，深刻得扩大了读书社的影响力，掀起了习近平新思想的学习热

潮。

（四）四个平台珠辉玉映：把握时代脉搏，拓展思政学习平台的

“守正创新”

培育新时代的时代新人，离不开对学生广阔视野的培养，而培

育好复合的知识视野、宽广的国际视野、纵深的历史视野，更离不

开对思政学习平台的“守正创新”。

２００９年，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成立“相思岭讲坛”，坚持“让
专家、学者为师生服务”宗旨，架起一座智慧地桥梁、文化的桥梁、

精神的桥梁、文明的桥梁，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张名片”。经过

近十年的探索，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相思岭讲坛”逐渐成熟，搭

建了“红色讲堂、道德讲堂、时政讲坛、校友论坛”四个学习平台，诚

邀校内外教授、专家、学者宣讲时代精神、民族精神、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以思想为引导，服务立德树人。“相思岭讲坛”成立以

来紧扣时代脉搏，开展讲座上百场，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大学

精神、创建文明校园，达到了“润物无声”的良好育人效果，感染了

一批又一批农业的莘莘学子。

三、总结

习近平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我们教

育的根本问题［５］，因此，我们认为，农类高职院校应学懂、弄通、用

好“守正”与“创新”的辩证法，牢牢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从

课堂主渠道建设、线上线下结合、平台搭建等方面着手，不断创新

文化育人特色，明确文化育人的校本目标，将“农院精神”“职业文

化”“创新精神”深入田间地头，共筑全校师生厚德载物、学以致

用、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共同意志和奋斗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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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评价体系，促进职业教育目标的顺利完成。

１．过程性评价。
形成有学生自我评价、学生互评和教师评价等多种评价方

式，对课前、课中及课后的学习过程（如课前自主学习情况，学习

态度，课堂表现，学生互动情况等）进行评价。

２．总结性评价。
借助学习平台采用在线测试、问卷调查、课后作业等方式进

行评价。

四、总结与展望

利用教学平台反馈的大数据对学习者进行筛选，筛选出具有

相近的知识基础和学习水平的学生，创建 ＳＰＯＣ教学模式，有利

于教师提供针对性强，力度大的专业支持，促使学生实现从“要我

学”到“我要学”的转变。ＳＰＯＣ教学模式实现了课堂不再是教师
单向对学生进行知识输灌的场所。ＳＰＯＣ教学模式所带来的优势
应在职业院校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１］张定强．教师教学决策能力的现状调查及分析［Ｊ］．课程
·教材·教法，２０１２（１１）：１６－２１．

［２］孙田琳子．沈书生．影响 ＭＯＯＣ学习者持续学习的原因
分析［Ｊ］．中国远程教育，２０１７（１０）：５５－６１．

（作者单位：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山东 临沂２７６０００）

—２６—

教育论坛　　　　　　　　　　　 　　　　　　　　　探究立体化思　政推进大学生思政教育“守正”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