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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正文 

(一) 课题研究内容 

1. 通过和平区五校教师共建七年级信息技术教材（上册）MOOC 的实践，

研究以区域为单位的网络课程共建模式与方法。 



2. 通过对共建 MOOC的课程应用与课程实践，探索 MOOC在教学中的应用模

式，并为其他学科的 MOOC应用提供借鉴。 

(二) 课题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对 MOOC”、“自主学习”等理念及 MOOC 的发展现状、趋势等进行更深一

步的学习与研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教训，找到新的生长点，为课题

的研究提供框架和方法论。 

2. “行动研究法” 

通过七年级（上册）MOOC 课程及课例建设和教学实践来完成研究任务。 

3. “问卷调查法” 

分别对参加过该课程学习的学生进行问卷，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反

馈信息，及时对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进度等进行修正。 

(三) 结论与对策（本部分中所有截图见课题成果公告附件） 

1. 慕课是实现区域范围内网络课程建设，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有效途径    

   按照课题研究计划，我们以七年级《信息技术》教材（上）和普通高中信息

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 为依据，充分利用和平区二十一中学、六十一中学、

九十中学、汇文中学、十九中学等五所学校的九位初中信息技术学科名优教师资

源，以区域内教师共建方式完成七年级《信息技术》教材（上）的慕课建设，形

成优质课程资源。 

本课程覆盖教材全部章节，所有章节均以文字、图像、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展

现课程资源。课程地址：http://mooc.tjjy.com.cn/course/85566993.html。课

程封面、课程教师团队、课程章节、课程二维码、课程章节样例分别见图一、图

二、图三、图四、图五、图六、图七和图八。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该课程浏览量达到 17608 次。该课程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优质资源共享等教育均衡问题，同时也将为更多的师生提供一个“互联

网+”下开放的、支持移动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平台。同时该课程被确定为和平区

信 息 技 术 学 科 慕 课 课 程 资 源 ， 和 平 区 课 程 资 源 平 台 地 址 ：

http://hpjx.jichu.chaoxing.com/api/front/index/first，和平区课程资源平

台见图九。 

2. 慕课在课堂教学中的效果研究 



在高中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学中慕课有非常多的优势，通过两年时间开展的课

堂教学实践研究发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慕课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注意力 

在课堂教学的某些环节利用慕课进行教学，可以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特别是在微视频中还可以插入 PPT、字幕、测试题等，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注

意力，提升学习效率，强化教学效果。在《网页中的元素－音频、视频与动画》

一课，根据教学目标，将课程的学习设计为“知识概述”“技能掌握”“技术支持”

“一起来实践”及“知识拓展”五个环节（见图十－图十七）。特别是我们在视

频学习的过程中，插入了本视频前一部分知识学习的相关测试内容，只有在测试

问题回答正确的情况下，才可以继续播放视频的后面部分内容，如果测试问题回

答不正确，则要求学习者重新学习之前部分的内容，然后再进行测试，直到测试

通过才能再继续学习。 

2) 慕课有效的改变课堂教学模式 

利用教育信息化手段改变课堂教学模式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根据慕课自身的

特性，其更大的优势在于在线学习，但在基础教育阶段建设完全用于在线学习的

慕课课程在实用性上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必须要考虑

课程既要支持学生的在线自主学习，又要能满足课堂教学的需求。利用慕课平台

提供的“共享资料”、“题库”、“作业”、“考试”、“PBL（基于小组的问题式学习）”、

“讨论”、“评价”、“统计”等功能来实现课堂教学模式的改变。下面以慕课平台

提供的 PBL为例说明慕课在课堂教学模式变革中的作用。 

PBL（(Problem or Project-Based Learning）----基于小组的问题式学习，

这本身就是倡导“学生主体”课堂教学模式下，有利于学生能力培养的方式。比

如，在讲网页制作中的音频、视频和动画一课中，根据教学目标，以文本、图片、

视频、习题等多媒体资源形式展现课程内容，通过“知识概述”、“技能掌握”、

“技术支持”、“一起来实践”及“知识拓展”五个环节来完成教学。在教学过程

中，我们利用慕课平台 PBL将学生分为音频、视频、动画三组，学生按分组分别

利用慕课平台提供的文字、图像及微视频进行分组协作学习；再利用之前下载的

课程资源进行操作实践；参加 PBL 讨论区讨论并上传结果；最后展示讨论结果。

本教学过程中 PBL分组情况及相关要求如下，PBL项目及分组情况如图十八，PBL

项目说明如图十九，PBL音频组如图二十，视频组如图二十一，动画组如图二十



二。 

3) 慕课及时反馈课堂教学数据并进行分析，有利于实现分层教学与个性化

教学 

慕课平台通常都可以实时记录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在课堂反馈环节利用平

台作业、考试功能实现客观题的在线答题与自动批阅（如图二十三）；利用平台

的分析功能可以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分析和动态管理（如图二十四、

图二十五、图二十六）；还可以利用讨论区可以进行实时课程讨论； 

除此，学生的信息技术应该能力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是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遇

到的非常大的问题，我们通过在慕课中提供比教材更多的课程资源，实现分层教

学与个性化教学的同时，可以更好的记录学生的学习、实践与评价过程，而且使

用慕课平台完成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与实践，本身就是对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的提高和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 

(四) 成果与影响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段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2018年 7月 《七年级信息技术（上册）》MOOC 平台课程 所有成员 

2020年 11月 《慕课在区域性课程共建与应用中的实践研究》 研究报告 井沥涓 

 

(五) 改进与完善 

在课程建设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技术更新，我们遇到了与全

国信息技术课程改革相同的问题：现行使用的教材对于现有的信息技术总是相

对滞后，虽几经修改与调整，但总是因调整周期赶不上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

同时这也是信息技术学科今后面临的一个永恒的、待解决的问题。慕课不仅在

信息技术课程资源共建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更可以灵活的构建高中信息

技术区本课程，以此解决教材滞后的问题。为此，我们更应注重总结基于慕课

的区域性课程共建的经验与不足，探索基于幕课的区域性课程建设与应用的必

要性、区域内多校教师利用网络和幕课进行共同协作建课的方法，总结课程建

设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建设课程的时候应该给

共建老师提供更精准的课程设计与制作标准，使建设的课程更加规范；对于课



程的使用者，如何能将共建课程与自己的课堂需求进行有效的结合；对于学生

上传的各种资源如何能更好的转化为再生资源加以管理与利用等等，这些都是

我们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