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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课”似曾相识“精品课程”



1999

开放式课件运动

高校教育资源开放

各国开始联盟交流

MIT Yale Harvad Standford Berkele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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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精品教学团队建设

精品课程系列建设 3000门

优质专业资源建设

中国国家

精品课程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高职资源库建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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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3 2006

高校开始推进在线学习平台

高校开始大规模建设录播教室

在线课程资源逐渐丰富

在线学习

课程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课程中心
北京大学 Blackbord 

Moodle Sakai Plon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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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3 2006 2008

基于课程资源的讨论越来越多

拟定一个主题学习者一起完善

cMOOC

连接主义

加拿大阿萨巴萨卡大学的乔治·西门子和斯蒂芬·唐斯基于联通主义的学习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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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3 2006 2008 2011

视频公开课
精品资源共享课

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推进
精品课程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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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3 2006 2008 2011 2012

上海课程中心

多校合作学分共享

上海高校推出学分共享模式
美国高校老师推出完全基于网络的大规模学习
Coursera Udacity Edx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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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3 2006 2008 2011 2012 2013

中国慕课
平台课程选课

1、清华大学成立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学堂在线、慕华教育、在线办
2、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加盟Courserain 平台
3、首批中文慕课课程上线，大规模的学生选修，大规模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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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3 2006 2008 2011 2012 2013 2015

教育部
2015年3号文件

1、教育部将认定国家精品在线课程3000门
2、鼓励平台多模式发展，鼓励高校开课，课程共享
3、鼓励高校老师开展多模式的慕课应用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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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3 2006 2008 2011 2012 2013 2015 2017

教育部
认定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1、教育部首批认定490门精品在线课程
2、各高校积极开展慕课的建设，课程数量激增
3、高校开始推进在线课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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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常见问题 课程设计 课程实施 课程视频

1999 2003 2006 2008 2011 2012 2013 2015 2017 2018

教育部
双万计划

双万专业、双万课程

1、教育部将认定双万专业、高职建设双高

2、“双万课程”促进各省市教育厅开展在线课程和混合式教学建设应用

3、在线课程认可度高，高校以课程建设为抓手推进课程教学改革



1999 2003 2006 2008 2011 2012 2013 2015 2017 2018 2019

教育部
打造金课淘汰水课

1、五大（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合、虚拟、社会实践等）“金课”的提出

2、高校开展挤水铸金行动，打造金课淘汰水课；课程思政大面积展开；

3、大力推进混合式教学的应用与实践，线下金课？线上线下混合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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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已有在线课程（4.6万门）开展线上混合式教学



从“课程”到“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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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moe.gov.cn/s78/A08/gjs_left/s5664/moe_1623/s3843/

7543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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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3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学校分布
国家级精品课程（2003-2010）
精品视频公开课（2011-2016）
精品资源共享课（2016-2017）
精品在线开放课（2017-2021）
线上线下混合课（2019-2021）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用TRIZ的S曲线分析在线教育

年份

发
展
阶
段

2003 2009 2013

精品课程

视频课程

慕课课程
混合式教学

50万门

2020

3000门
30000门

4000门
40000门

4000门
100000门

2026

500,000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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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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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精品课程（2003-2010） 3000

精品视频公开课（2011-2016）1000

精品资源共享课（2016-2017）3000

精品在线开放课（2017-2021）4000

虚拟仿真金课（2018-2021） 1500

线上线下混合课（2019-2021）6000

线下金课（2019-2021） 4000

社会实践（2019-2021） 1000

16500门国家金课

线上一流课程（含高职 30%）

线上线下一流课程（不含高职）

线下一流课程

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虚拟仿真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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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ooc.cn/fron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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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课程分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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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一流课程=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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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一流课程=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在线课程建设资源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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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 参考值
平均值（一门
课）

授课视频

总数量（个） 20-50个/学分 50

总时长（分钟）
200-400分钟/学
分

500

非视频资源 数量（个） 10-50个 30

课程公告 数量（次） 每周2-3次 30

测验和作业

总次数（次） 每2周1次 5

习题总数（道） 100-200 100

参与人数（人） 选课人数的10% 200-300人次

互动交流情
况

发帖总数（帖） 100以上 300-1000

教师发帖数（帖） 10次以上 100次

参与互动人数（人） 选课人数的20% 500人次

考核（试）

次数（次） 1-2次 1次

试题总数（题） 10-30道 15

参与人数（人） 选课人数的10% 200-300人

课程通过人数（人）
选课人数的3%以
上

60人以上

高校SPOC
使用情况

使用课程学校总数 3-5所 3所

使用课程学校名称

选课总人数 100人以上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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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分钟 50分钟/周

6-16周 20人次互动

8000人 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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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1
平台资格——无工信部ICP网站备案、无公安机关网站备案号、无信息安全二级以上等
级保护证书

2 平台资格——非面向社会或高校开放平台

3 课程资格——申报材料不齐备

4 课程资格——课程无法登录或无法打开

5 课程资格——无法显示完整内容和教学活动

6 课程资格——非慕课

7 课程资格——非本科/高职/专科教育课程

8 课程资格——开设时间或期数不符合申报要求

9 课程资格——教师无在线教学服务

10 教师资格——负责人非申报高校正式聘任教师

11 课程内容——存在思想性或较严重的科学性问题

12 造假——材料、数据造假

13 侵权——发现且确认有侵权现象

14 不适合网络传播——课程内容不适合网络公开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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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及描述 分数

课程内容

1-1 规范性

课程内容为高校教学内容，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等要求，

课程定位准确，教学内容质量高；课程知识体系科学完整。（若课程内容不规范，不适合

列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此项为0分。）

5

1-2 思想性、科

学性、先进性

坚持立德树人，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课程内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内容先

进、新颖，反映学科专业先进的核心理论和成果，体现教改教研成果，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水平，注重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若存在思想性或较严重的科学性问题，此项为0分，

请在否决性指标11中勾选，直接提交，结束评审此课程为0分。）

5

1-3 安全性

课程无危害国家安全、涉密及其他不适宜网络公开传播的内容，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内容

。(若存在有不适合公开的课程内容或有确凿证据证明有侵权情况，此项为0分，请在否决

性指标13（14）中勾选，直接提交，结束评审，此课程为0分。）

5

1-4 适当性、多

样性

课程内容及教学环节配置丰富、多样，深浅度合理，内容更新和完善及时。在线考试难易

度适当，有区分度。(若学分课程的内容过于浅显，或考核评判标准过低，此项为0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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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及描述 分数

课程教学设计

2-1 合理性 教学目标明确，教学方法与教学活动组织科学合理，符合教育教学规律。 5

2-2 方向性

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学改革方向，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志趣和潜能，增强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课程应用与课程服务相融

通，适合在线学习、翻转课堂以及线上线下混合式拓展性学习。

10

2-3创新性
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和发挥网络教学优势，各教学环

节充分、有效，满足学生的在线学习的诉求，不是传统课堂的简单翻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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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及描述 分数

课程团队

3-1 负责人
在本课程专业领域有较高学术造诣，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在推进基于慕

课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课程改革中投入精力大，有一定影响度。
5

3-2 团队 主讲教师师德好、教学能力强，教学表现力强，课程团队结构合理。 5

教学支持

4-1 团队服务

通过课程平台，教师按照教学计划和要求为学习者提供测验、作业、考试、答疑

、讨论等教学活动，及时开展有效的在线指导与测评。（若教学团队成员未参与

学习者答疑、讨论等教学活动，此项为0分。）

10

4-2 学习者活动 学习者在线学习响应度高，师生互动活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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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及描述 分数

应用效果与

影响

5-1 开放性 面向其他高校和社会学习者开放学习程度高。

5

5-2 课程本校应用

情况

在本校将在线课程与课堂教学结合，推动教学方法改革，有效提高教

学质量。（若未应用于本校课程改革，此项为0分。）

5

5-3 在其他高校和

社会学习者中应用

共享情况

共享范围广，应用模式多样，应用效果好，社会影响力大，受益教师

和学习者反馈、评价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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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一流课程=传统课堂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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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一流课程

主要指以面授为主的课程，以

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为重点，重

塑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打破课堂沉默状态，焕发课堂

生机活力，较好发挥课堂教学

主阵地、主渠道、主战场作用
刘西拉教授：“让生命燃烧，而不是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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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thunews/10303/2018/20181221093648965636159/20181221093648965636159_.html

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thunews/10303/2019/20191226155727298212018/20191226155727298212018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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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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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荐培养方案内的基础课、专业课和文化素质课程

2.推荐特色专业及一流本科专业核心课程申报

3.推荐校内标杆重点优质课程申报

4.推荐国家特需课程申报（如：“四新”课程）

所有本科线下课程，符合申报要求可申报线下金课

扶优、扶强、扶特、扶需
优质教学团队

强势学科基础

特色专业课程

国家发展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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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某高校的课程《大学英语》

该课程在校内选修人数较多，一直是校内最受欢迎的公共课，未使用线

上教学资源，但是《大学英语》有课程网站（SPOC）作为学生自学的平台，

不作为规定的教学环节。老师应该申报什么课程？

线下一流课程

线上教学环节未作为教学必须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大学英语等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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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门次

大学英语 22

高等数学 13

大学物理 1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0
理论力学 10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9
财务管理 9
药理学 8

物理化学 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8

材料力学 8
组织学与胚胎学 7
中医诊断学 7
政治经济学 7

有机化学 7
现代教育技术 7

外科学 7

生物化学 7

机械原理 7
大学物理实验 7

数学相关课程 63门
物理相关课程83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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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物
理化学等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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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人工智能、大数据、
区块链、集成电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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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评书、昆曲、客家文化等
区域特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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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线上一流 + 线下一流课程



主要指基于慕课、专属在线课程（SPOC）或其他在线课

程，运用适当的数字化教学工具，结合本校实际对校内

课程进行改造，安排20-50%的教学时间，学生线上自主

学习，与线下面授有机结合开展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

，打造在线课程与本校课堂教学相融合的混合式“金课

”。大力倡导基于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应用的线上线下混

合式优质课程申报。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课程平台

1、慕课（MOOC）

2、私播课（SPOC）

3、其他在线平台（LMS）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数字化教学工具

1、平台的小工具

2、适当应用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结合校内课程

1、课程改造（加或减）

2、选择合适的课程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线上学习时间

1、自主学习时间 20-50%的时间

2、线下时间是否可以少？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推荐使用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1、基于优质资源的使用

2、结合校内课堂的改革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 “ 翻 课 ” 混合教 的 策

略和方 ， 颠覆了传 课 教 流程， 教

“ 教” “ ” 。

• 充分 “ 金课” 进 本地化改 ，

“ 金课” 的多 模 ， 打 合

本 点和 的“ 金课” 。

基于慕
堂与 合教学 ：

探 、案例 、 、

、 做 、以 代 、

同伴 、同伴 、教师导演

学 串演、……

上 下 堂教学新形式十余

基于国家推荐的4.6万门课程进行混合式教学

线下教学活动全变为在线：直播讨论、直播汇报、直播点评、直播答疑、直播辩论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线上学习时间(可估算)

线上学习时间 课堂学习时间+

< < 50%20%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考
试

线上10学时+线下22学时 31.25%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课程学时：32学时学分2 
线上学时：10学时
线下学时：22学时

10

10+22
31.25%=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考
试

线上16学时+线下32学时 33.33%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课程学时：32学时学分2 
线上学时：16学时
线下学时：32学时

16

16+32
33.33 %=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1 2 3 5 6 7 9 10 11 13 14 15
考
试

线上12学时+线下24学时 33.33%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课程学时：32学时学分2 
线上学时：16学时
线下学时：32学时

12

12+24
33.33 %=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知识传授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MOOC+SPOC+翻转课堂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MOOC+小规模在线辅导+小规模在线直播

MOOC+SPOC+翻转课堂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直播+录播+课件 讨论+线上测试+直播翻转

疫情背景下的混合式教学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第一类：“国家精品在线课程”+“翻转课堂”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第二类：校内SPOC+翻转课堂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W5BHGKg18E4wPkMwAyRGA  密码:58sr

















1、题库丰富

4、挑战度

2、闯关练习

3、适当计分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第三类：自建的MOOC+校内翻转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线上自主学习（数字化教学工具）

线下翻转课堂（课程思政）线下VR场景体验（虚拟仿真）

线下课堂辩论



第四类：获得国内认可的混合式案例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通过“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创新创业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等活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教育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培养学生认识社会、研究社会、理解社会、服

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建设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对接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助力精准扶贫脱贫。

实践团围绕“青春之歌”“红色记忆”“筑梦踏实”三个主题，通过寻访梁家河、走访“八

一”敬老院、参观革命旧址、聆听专题辅导、开展青年乡村创客沙龙、举办乡村创

客高峰论坛，学习和感受当地的精神财富，实地了解老红军、下乡知青们伟大而

艰辛的青春“创业”史，为创业青年提供了一次继承延安精神、涵养创业精神、坚定

文化自信的精神飨宴。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智援博士团”项目是学校将大学生“双创”活动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的创新工作模式，

充分发挥青年人热情与活力，引导他们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对于学校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双创”实践教育具有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https://cy.ncss.org.cn/redactivity/index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课程应为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的非实习、实训课程，配备

理论指导教师，具有稳定的实践基地，学生70%以上学

时深入基层，保证课程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

认定1000门左右国家级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有30%左右校内理论课程及校外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可以

申报实践金课

1.推荐校企合作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课程申报，校内

有理论课程，并有教学成果。

2.推荐大学生创新创业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课程

申报（创业课程与大学生创业大赛相结合）

3.有签约且稳定的实践基地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第二课堂进培养计划规范化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虚拟仿真金课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到项目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通过什么渠道申报？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1.学校校内评审和推荐流程

2.确定推荐后辅导课程申请书及附件材料

3.评审确定推荐后制作“说课视频”

4.上传相关材料

部属院校（含部省合建院校）将由学校通过工作网进行申报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1.校内推荐后报省级评审

2.省级评审后完善申报内容及相关材料

3.确定后提交工作网

省属本科院校将由省级教育厅组织申报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申报限额



申请书 说课视频 评审标准 其他问题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省属800+

省属600+

四川大学1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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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设及应用



慕课

微课 翻转
课堂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教学平台



何为混合式教学？

http://ac.cnmooc.org/


“混合式教学”是

将在线课程的优势与传统课堂相结合



传统课堂 混合式课堂

上线

制作

设计

图片来源：余建波 绘制



《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



2009年立项建设
秋季开课

课程中心TOP1

2012年秋录像
共享课1.0

上海共享中心

2013年底
Coursera2.0

智慧树MOOC

2018年底
国精开

石河子大学
翻转课堂

线下 混合 慕课 混合



如何进行一流课程申报



课程负责人手机或座机



法人单位学校



填表指南：线下一流课程



课程类型：

文化素质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实验课

课程名称 物理异想

课程编码+选课编码
（教务系统中的编码） PH034 + 2018-2019-2-PH034-397789

课程类型 ○文化素质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实验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本科生

面向专业 所有

学 时 64

学 分 4

先修（前序）课程名称 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名称 量子力学

线下一流课程



书名 《大学物理》

书号 9787040396638

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教研室

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7月4日

上传封面及版权页
教材封面 教材版权页

教材



填表指南：线下、线上线下一流课程



课程名称 物理异想

课程编码+选课编码

（教务系统中的编码）

PH034 + 2018-2019-2-PH034-397789

课程类型 ○文化素质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课 实验课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本科生

面向专业 所有

学 时 32

学 分 2

先修（前序）课程名称 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名称 无



教材

书名 《高等数学》

书号 9787040396638

作者 同济大学数学系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7月4日

上传封面及版权页

教材封面 教材版权页



1、教务系统截图须至少包含课程编码、选课编码、开课时间、授课教师姓名等信息

2、申报课程名称、授课教师（含课程负责人）须与教务系统中已完成的学期一致，并

须截图上传教务系统中课程开设信息。

最近两期开课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上传教务系统截图）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上传教务系统截图）

最好是近三年的开课学期

课程编码、选课编码、开课时间、授课教师姓名



线上学习时间(可估算)

线上学习时间

学分、学时：培养计划中的学分、学时

+ 课堂学习时间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

（序号1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及团队其他主要成员总人数限5人之内

）

姓名 单位 出生年月 职务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教学任务

教学团队

1、1-5人，负责人需要在教务系统中排课，教学团队应出现

2、校外团队成员也可以写入



授课教师（课程负责人）教学情况（300字以内）

（教学经历：近5年来在承担学校教学任务、开展教学研究、获得教学奖励方面的情况）

教学情况

1、负责人教学相关的情况，尽量不写科研获奖或成果

建议突出:课程教学团队教学成果显著。课程团队教学改革意识强烈、理念

先进， 人员结构及任务分工合理。主讲教师具备良好的师德师风，具有丰

富的教学经 验、较高学术造诣，积极投身教学改革，教学能力强，能够运

用新技术提高教学 效率、提升教学质量。



（结合本校办学定位、学生情况、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具体描述学习本课程后应该达到的知识、能力水平。）

课程目标（300字以内）

课程目标

1、专业课应按照专业毕业要求来撰写课程目标（OBE)

2、通识课应按照通识核心模块的要求来撰写目标

3、目标强调知识、能力、素质、价值四位一体

4、课程目标应融入“课程思政”的要求

5、课程目标应明确、聚焦、能落地

建议突出:

 教学理念先进。坚持立德树人，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致力于开

启学生内在潜力和学习动力，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课程目标有效支撑培养目标达成。课程目标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人

才培养目标，注重知识、能力、素质培养。

 强调两性一度



1. 结合本校办学理念、培养方案、毕业要求

2. 结合专业评估要求或OBE梳理知识、能力、素质的目标

课程目标

办学理念：厚基础 培养方案：新工科



毕业要求1 毕业要求2 毕业要求3.1 …… 毕业要求12

课程1 H M L

课程2 M H M

课程3 L M

基于“OBE”专业要求及课程设置



课程建设及应用情况



（本课程的建设发展历程，课程与教学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课

程内容与资源建设及应用情况，课程教学内容及组织实施情况，课

程成绩评定方式，课程评价及改革成效等情况。）

四、课程建设及应用情况（1500字以内）

课程建设及应用情况

1.本课程的建设发展历程

2.课程与教学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3.课程内容与资源建设及应用情况

4.课程教学内容及组织实施情况

5.课程成绩评定方式

6.课程评价及改革成效等情况



建议突出: 

•课程教学设计科学合理。围绕目标达成、教学内容、组织实施和多元评价需 求进行整体

规划，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设计合理。

•课程内容与时俱进。课程内容结构符合学生成长规律，依据学科前沿动态与 社会发展需

求动态更新知识体系，契合课程目标，教材选用符合教育部和学 校教材选用规定，教学

资源丰富多样，体现思想性、科学性与时代性。

•教学组织与实施突出学生中心地位。根据学生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创新教 与学模式，

因材施教，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资源共享、知 识生成，教学反馈及时

，教学效果显著。

•课程管理与评价科学且可测量。教师备课要求明确，学生学习管理严格。针 对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组织等采用多元化考核评价，过程可回溯，诊 断改进积极有效。教学

过程材料完整，可借鉴可监督。



一）课程建设及应用情况

1.课程的历史沿革（学校基础课，专业基础，几代人传承）

2.课程教学改革所面临的问题（知识更新，教学方法改进）

3.课程教学改革所采取的措施（融入新知识、新技术、新模式）

4.课程的内容建设（知识点更新符合创新性、高阶性）

5.课程内容从知识、能力、素质、价值、策略等（体系更新）



1. 资源包括课程的多媒体课件

2. 视频课件与非视频课件（线上）

3. 课程的习题库

4. 引入的优质资源及自建资源

5. 建设完整的高质量课程资源

6. 引用使用教材及自编或出版教材

二）课程资源建设



1. 如何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设计

2. 如何体现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学活动设计

3. 如何引导学生参与式学习

4. 如何解决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方式

5. 如何使用数字化教学工具提高教学效果

6. 如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思辨能力、创新思维

7. 如何利用智慧环境（教室）进行教学

三）课程教学活动设计



四）教学评价

1.课程评价方式（考核、考试、大作业、实践等）

2.与课程目标对应的知识、能力、态度等评价

3.强调过程评价（随堂、形成性测试、总结测试）

4.教学过程评教（评教、评估、课程标准等）



五）评分的比例

1.平时成绩一般不少于30%

2.总评成绩一般不低于30%

3.混合式课程需考虑线上成绩，建议不少于20%

4.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建议实践考核不少于70%



六）改革成效

1.学生评价，课程评教优异

2.同行评价，高于平均水平

3.专家评价，评分优良以上

4.成果获奖，相关的教学改革成果

5. 论文发表，教学及教学改革论文

6. 新闻报道，相关媒体的报道

7. 其他成效



（概述本课程的特色及教学改革创新点。）

五、课程特色与创新（500字以内）

课程特色与创新

1、线下课程如何打破课程沉默的传统模式

2、混合式课程如何利用在线课程的优势

3、社会实践课程如何突出实践的环节

4、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特色

5、课程的改革与特色创新分析



课程特色与创新

1.课程思政，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改革

2.模式创新，创新模式突出以学生为中心

3.技术创新，巧妙结合、深度融合技术创新

4.课堂创新，课堂教学设计创新



（今后五年课程的持续建设计划、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改革方向和改进措施等。）

六、课程建设计划（500字以内）

课程建设计划

1、课程的教学不断创新与教学团队传承

2、课程的共享机制与经验分享，辐射

3、课程的过程评价等



附件材料准备



1. 课程负责人的10分钟“说课”视频（必须提供）

2. 教学设计样例说明（必须提供）

3. 最近一学期的教学日历（必须提供）

4. 最近一学期的测验、考试（考核）及答案（成果等）（必须提供）

5. 最近两学期的学生成绩分布统计（必须提供）

6. 最近两学期的学生在线学习数据（仅混合式课程必须提供）

7. 最近一学期的课程教案（选择性提供）

8. 最近一学期学生评教结果统计（选择性提供）

9. 教学（课堂或实践）实录视频（选择性提供）

10. 其他材料，不超过2份（选择性提供）

七、附件材料清单



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你的问题？

政策解读 附件材料 说课视频 其他问题 其他问题申请书



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分享
目录

CONTENTS

慕课背景下的教学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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