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案例三： 

基于 MOOC SPOC的“遗传学”课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改

革与实践 

王淑芳 易乐飞 李福后 

遗传学是生物学和农学专业的基础必修课，在海洋科学专业、生物技术专业、

水产养殖专业和动植物检疫专业第三学期开设。由于遗传学在学生培养中的特殊

地位，如何吸引学生学习兴趣，打好生物学基础，一直是遗传学课题组的重中之

重，而期中教学模式和手段的改革是遗传学教学改革的重点。 

当前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代，通过手机、电脑学生学到了大量的知识，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说学生是我们的老师，因此利用好网络是我们课程组共同一致的认

识。2020 年春正遇新冠病毒疫情，学校响应教育部“听课不停学”的号召，在

全校推行在线教育，也给了我们一个契机。 

一、方法手段和教学过程 

1、在学校号召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育开始，三位教师统一思想，加入学校

雨课堂、大学生慕课、超星云平台等 QQ 群或微信群，加入讨论组，积极寻找适

合本校大学生开设的手段和方式。由于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的资源优质且丰富，

运行较平稳的特点，最终确定了采用中国好大学 MOOC建立自己的 Spoc进行视频

学习的主导方法。 

2、采用 MOOC 平台，满足了学生学习知识的需求，亦可以灵活安排学习时间，

但是缺乏课堂教学的集中管理，老师也难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采用

“对分易”为补充。对分易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不需要安装软件即可进行。 

具体来说我们采用了“对分易”如下功能进行管理和教学：（1）采用“对分

易”考勤功能，对课堂进行管理；（2）采用“对分易”的“在线练习”功能进行

测试。第一次上一节课易错题测验，第二次本次课基础理论测验，并可根据得分

率对测试题目进行排序，方便老师查找学生自学 mooc 的知识盲点，根据盲点进

行内容讲解；第三次较高要求和应用题测验，在知识点再次梳理后进行，可以掌

握学生的整体知识应用情况；（3）一些 MOOC 平台缺乏的课程资源可以通过该程

序的“课程资源”上传给学生学习和分享；（4）采用“对分易”的随机分组功能

进行分组开展讨论；（5）采用“调查问卷”功能对课堂的满意度进行调查，根据

调查修改上课的形式。类似功能的软件和程序很多，但在现在全校开展线上教学



 

 

的特殊时期“对分易”不需要下载软件，网页版功能更多，运行非常平稳，获得

了任课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3、根据“对分易”测验结果，利用 QQ软件“屏幕共享”功能完成以下教学

内容：（1）讲解测试整体情况，提醒分数较低的同学注意听讲，以便在接下来的

第二次测验中取得好成绩；（2）按照得分率排序讲解得分率较低的试题，并归纳

知识点；（3）对同学观看 MOOC 教学视频后和答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答疑；

（4）重点难点再现。按照 PPT课件，对本次课的重点难点内容再次讲解和总结；

（5）讨论与本次课相关理论或热点问题，学生分组讨论，结论需要语音提交到

QQ 群，并最终在中国大学 MOOC Spoc 讨论区分享；（6）总结本次课的主要内容

和学习目标； 

总之，我们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为：中国大学 mooc平台（视频学习）+对分易

（考勤/测试/资源）+QQ群（解析/重点难点再现/讨论/课堂总结）。 

5、教学过程如下：(1)预习：提前一周发布课堂教学内容和讨论题目，开放

Mocc spoc相关视频和测试，供学生预习和测试，要求学生在上课前观看视频和

进行测试；（2）上课：打卡考勤——第一次测试——第二次测试——分屏解析易

错题——重点难点再现——第三次测试——分屏解析易错题——讨论——MOOC 

Spoc讨论区提交讨论结果——本次课总结——作业。 

6、成绩来源：“对分易”成绩分配：考勤 20%+在线练习 80%。 

MOOC Spoc 成绩分配为：视频学习 30%+测试 30%+讨论区帖子（主题帖+回复

贴）30% 

QQ 群电话和讨论：不参加讨论，Mooc学习不得分，记早退，参加不记分。 

期末成绩=在线学习 30%+期末考试 70%。 

二、教学实践 

遗传学 3 节课为一次课，基本上按照上述教学过程下来安排的满满的，学生

从课下预习到课上答题听讲再到课下复习、发帖非常忙碌，但是收获也很多，以

下是我们的教学实践数据。 

1、中国大学 MOOC Spoc数据： 

（1）学习过程管理。视频观看人数、文档浏览人数、随堂测验人数等数据柱状

图表示，学习进度一目了然。还可以通过统计数据了解具体每个同学的学习进度。 



 

 

 

图 1 MOOC Spot整体学习情况 

 
图 2 部分 MOOC Spot学习数据统计 

（2）学生学习成绩。提交成绩与否一眼可见。目前可以观察到单元测试 1 和 2

大部分同学已经完成，学生平均分和总分与满分接近。单元测试 4 正在进行中，

也是因为昨天的 28位同学刚上完课，27位同学已经开始预习并进行了测试。 

 



 

 

 

图 3 MOOC Spot测试情况统计 

2、对分易数据： 

（1）考勤情况：检疫 181 应到人数 28 人，考勤均为 28 人，没有旷课和迟到早

退。 

 
图 4 对分易考勤 

（2）随机分组： 

 
图 5 对分易分组 

（3）在线测试： 

 

图 6 对分易在线测验 

（4）测试结果分析：复习测试的成绩分布图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同学已掌握上次

课内容，还可以点击“答题分析”，了解错题得分率，并排序。 



 

 

 

图 7-1 对分易测验详情 

 

图 7-2 对分易测验详情 

 

（5）学生学习成绩：学生考勤和在线成绩合成后得到总成绩，可以看到总体呈

正态分布，题目要比 Mooc Spoc的基础测试难，这也是调查中同学反应的问题。 



 

 

 
图 8 对分易总评 

 

（6）调查问卷：通过调查问卷及分析，可以及时反馈教学中的一些细节和问题，

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节教学方法和手段。开始由于硬件设备问题，

只是用语音进行题目解析，采用 QQ 屏幕分享方式是取自同学的意见，既方便学

生查找对应分易题目，也对教学重点难点再次讲解强调，掌握的更牢固。 

 
图 9-1 对分易问卷调查 

 

 



 

 

 

图 9-2 对分易问卷调查 

 

图 9-3 对分易问卷调查 

 



 

 

3、QQ数据： 

(1)作业布置：利用 QQ的作业功能，可以实现作业的布置。  

 
图 10 QQ作业布置 

(2) 文件:文件功能用来传递教学资源和学习数据，后期学习资源转移到对分易

中。 



 

 

 

图 11 QQ文件资源 

 

(3)公告：公告用来发布本课程的评分办法和其他重要通知。 

 

图 11 QQ公告 

 

（4）聊天窗口：有问题的习题发送到聊天窗口，老师有针对进行讲解。讨论以

语音形式发到群里，部分防治了学生复制粘贴，不看资料，听到同学的声音，又



 

 

拉近了同学们之间的距离。 

 

图 12 QQ聊天 

 

三、教学特色 

总结一下遗传学课程组的教学特色： 

1、整个课程组采用同一种教学方式，以 Mooc为主，微信群、QQ群等为辅； 

2、教学手段多样，满足学习、考勤、答疑、课堂管理等的多种要求； 

3、分阶段测试，基础理论先测试，应用和较高要求题目讲课后进行； 

4、及时调整教学手段，满足师生多方面要求； 

4、记分办法明确，学生学习抓重点。 

鉴于筹备线上教学时间紧张，我们现在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还在不断完善中，

已有的一点经验，写下来与大家共享，欢迎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