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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 SPOC课程学习体验及其优化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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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SPOC作为一种新的课程范式，正在将传统的网络学习模式向深层次、专业化的教学模式推进。学习个性化问题、

互动效率问题和学习反馈问题是这种教学模式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满足这些问题的重要衡量指标是学生的学习体验。基

于此，本研究将探讨 SPOC在高校课程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意义，以及高校 SPOC课程学习体验影响因素及现存问题，并探究

高校学生 SPOC课程学习体验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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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course paradigm,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is advancing the traditional online learning model towards

a deeper and more specialized teaching approach. The core issues that this teaching model aims to address are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teractive efficiency, and learning feedback.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s th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SPOC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courses. It will also

examin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SPOC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problems. Furthermore, the study will investigate strategies to optimiz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SPOC courses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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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线开放课程的推广与普及已成全球教育改革

发展的热点。SPOC中文译为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它作

为“后MOOC时代”的一种课程范式，相较于MOOC 而言

更加的精致小众，既融合了 MOOC 的优点，也能够弥补传

统课堂及线上教学的不足。高校要充分发挥 SPOC课程的优

势，调动学生参与的热情和提高学习效率，解决学生学习体

验问题是关键。

一、SPOC在高校课程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加之互联网技术

在教育领域不断深入，SPOC这一种课程范式也逐渐被我国

各大高校所关注。一方面，SPOC课程的学习交互性较好，

师生在一个开放、共享、合作的空间内开展教学活动，教师

的主导型和学生的主体性能得到较充分的发挥，进而有效提

升高校教学质量。另一方面，不同学生的基础能力、认知特

点和学习风格都有差异，传统的教学方式无法满足学生个性

化学习需求，而 SPOC的出现可以很好的解决学生的个性化

学习需求问题。比如基础能力较差的学生，他可以重复学习

平台生的视频资源；不善于言谈的学生可以通过交互平台开

展线上交流和请教，这是传统课堂无法满足的。此外，利用

SPOC开展教学活动，有利于增强教学活动的针对性，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学习体验，还能够锻炼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二、高校 SPOC课程学习体验影响因素及现存问

题

2.1高校学生 SPOC课程学习体验的影响因素

SPOC课程学习体验是指学生对SPOC课程的学习环境、

学习活动、交互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心理感知和行为反应。高

校学生的 SPOC课程学习体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1）课

程环境因素。课程环境一般包括课程平台、学习资源、技术

支持等方面，它们是影响学习体验的根本性因素。课程平台

方面包括网页设计是否美观大方、板块布局是否合理、导航

是否清晰等；学习环境方面包括资源形式是否丰富多样，知

识点是否连贯，微视频画面是否清晰流畅等；技术支持方面

包括平台操作是否便捷、是否提供学习交流平台或工具等。

（2）课程设计因素。一般来说，良好的课程教学法设计、

作业与评价设计、课程灵活性设计等都能给学生带来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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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体验，从而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

[1]。（3）教师自身因素。教师对待课程的态度、教师的教学

准备、教学反馈等都影响到学生的学习体验。优秀的教师能

够通过自己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语言表达等将复杂的问

题简单化,让枯燥的知识变得有趣,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

（4）学生个体因素。持有不同学习动机的学生在课程学习

过程中的状态和积极性往往是不一样的，其学习体验感和学

习效果也是不同的。偏好自主学习、开放式学习和线上学习

的学生会更愿意参与 SPOC课程的学习，其在课程学习过程

中的表现也更加积极和投入，并获得较好的学习体验和学习

效率[2]。（5）社会交互性因素。课程平台中拥有良好的社会

性交互渠道，营造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也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 SPOC课程学习体验。

2.2高校 SPOC课程学习体验的现存问题

近年来 SPOC课程在我国教育领域受广泛关注和应用，

每个高校都建立各种各样的 SPOC课程，但从学习体验角度

来说，这些课程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的解决。（1）课程设计

缺乏系统性。有些课程知识点为分解、讲授过于深奥；有些

课程知识虽然分解了，但逻辑关系不清晰；有些课程的知识

点与其他课程重复；有些课程提供的课程资源与学生能力本

位需求不相匹配；有的课程资源尚未达到国家在线课程资源

建设标准。（2）未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SPOC课

程的应用为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提供了便利条件，但部分教

师个性化教学意识较为薄弱，未充分尊重学生差异性，往往

采用“一刀切”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十分吃

力，且学习反馈体系不够健全，使得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3）缺乏深层次互动交流。虽然很多 SPOC 课程都通过创

建主题讨论或 QQ交流群组等形式试图加强互动交流，但很

多互动仅仅停留在表面，在线学习共同体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4）课程应用多停留于“教”层面。因教师对在线课程态

度、学校教学评价机制等因素影响，SPOC课程尚未真正应

用于高校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学生对课程的体验往往仅停

留在“教”层面，而“学”层面的体验存在不足。

三、高校学生 SPOC课程学习体验的优化策略

3.1优化 SPOC课程设计

高校 SPOC课程的设计需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1）课

程环境的设计。首页要直观呈现课程基本信息和清晰的知识

地图，便于学生形成对课程的第一印象；二级页面要全面呈

现资源提供服务、社会交互服务和技术支持服务，同时要为

后续的升级奠定好基础。（2）内容和资源的设计。学习内容

和学习资源的呈现形式是也学生形成对课程第一印象的依

据。课程建设者需要根据课程性质和线上学习的特点，尽量

提供高质量的学习资源。在学习内容的设计上要遵循微处理

的原则，课程知识点尽可能模块化、颗粒化、关联化，并渐

进式地呈现这些资源，以适应微时代的学习习惯和降低学生

的认知负荷[3]；（3）学习活动的设计。既要提供视频观看、

主题讨论、在线作业和同伴互评等常规性线上学习活动，又

要提供教育游戏、实践性活动等趣味性学习活动来提高学生

的兴趣和参与度。（4）课程灵活性设计。设置较为宽松的学

习时间，允许学生以多种方式完成课程任务；课程的视频资

源可支持下载，以供学生离线观看[4]。

3.2拓宽互动交流方式

教学平台上不仅能实现教学直播、签到抢答、集体讨论、

红包话题等实时交互方式，还要积极探索学习伙伴推荐、智

能学习小组组建等智能化交互方式。多样化的互动方式才能

提高师生之间互动交流的频率和深度，进而有效解决学生自

主学习中出现的问题。通过互动交流，教师也可以更好地把

握学生学习情况，进而在下一次教学开展更具有针对性的课

堂教学活动，更好地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使学生主体地位得

以发挥。

3.3利用 SPOC巩固课堂所学

SPOC课程不仅要常态化应用于辅助教师的“教”，还要

贯穿于学生课后的“学”和“思”，以使这一课程范式的积

极意义能够得以充分发挥。一方面，教师可以在课程平台上

布置课后作业并上传参考答案，以便学生开展互评或自评，

这有助于学生对 SPOC课程产生更加积极的学习体验。另一

方面，教师还可以在课程平台上开展一些单元测试或知识竞

赛活动，学生在完成测试后能及时了解自己对知识点的掌握

情况，也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教师通过查看测试结

果，可以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掌握情况，并据此重新编制

课程资源和重构课程教学，不断优化 SPOC的学习体验，提

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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