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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和理念

学习变化

这是谁？ 怎么做？
外语怎么学习？

我爱背单词、网易词典、微软翻译
流利说-阅读、博数Busuu、多邻国

博客、youku、小红书
网易云课堂、腾讯课堂
------- 线上学习资源

MOOC 学习
你学过吗？
效果如何？

疫情期间线上直播



现状和理念

教
师

学生

图书资源

公共资源

口头传播

行为影响 入脑、入心、入行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建
设

吸
收

• 开启创造 改造世界

立德树人 价值塑造

传授知识 认知世界

启迪智慧 培养能力

教学目的



教学手段变迁

让知识呈现更加便捷化、形象化

让教师教学组织更加容易，提高教学效果

让学习者学习更容易接受知识、强化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教 学

媒 介

竹简 黑板 胶片机 投影仪

口述  耳听
不易记忆

口述  耳听  手写  
眼看

可促记忆 
信息量小

口述  耳听 播
放  眼看  

信息量大 静态
画面

口述  耳听 播放 
眼看  

多媒体展示 信息
量更大

学习效率逐步提高  信息量逐步增加  



发展趋势（ MOOC时代将被智能时代颠覆）

知识系统化  交互个性化服务智能化  
可自学改进

知识碎片化   交互单一化
服务标准化   无自主改进

智能教育MOOC视频资源

各类资源合集

无逻辑组织

无考核、无交互

各类资源合集

有逻辑组织

有考核、标准化教学交互性弱

各类资源合集

有逻辑组织

有考核、个性化教学交互性强

MOOC 智能教育

教学资源变迁



教是为学、学是为懂、懂是为行，入脑入心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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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师生比
优秀教师短缺，教师任务重

01

表达难
抽象概念语言表达难达意，不便理解

02

寻找难
资料多，难以精确定位

03

交互难

一对多交互，参与少，时空受限
04

激发少

启发式教学少，标准化教学
05

学受限

自学的时间少，场地受限
06



MOOC的问题

• 学情
• 课程为单位，不能适应所有学习者，别的高校使用MOOC学情不同，难以本地化；
• 资源局限课内，未充分利用网络互联、极大化资源的特点
• 传统教学模式的网络空间搬移，开放、互联、沟通做得不够，师讲生听的老模式上线
• 难以实现个性化学习，MOOC选课人数大，通过率低，要求难以把握和实施

• 校情
• 引用外部资源，广泛性和适应性受限；建设服务，难以顾及所有学习者；考核虚化，通过率低
• 没有理清和线下教学的关系，融合式教学模式难以增效，仅仅是线上线下切分

• 商情
• 缺乏合理的盈利模式，教师、学校、企业缺乏动力；学习者自律要求高

慕课是网络空间的课程，依靠网络开放、互联、沟通的特点有所变化，但没有打破传统，实现学习革命

多数是传统教学模式的线上实施。



• 与学习革命的需求差距

• 丰富的资源，MOOC原则上还是教师个人的资源，积极更新迭代，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供给方利益和态度，更新缓慢

• 挑战性学习，还是传统教学模式

• 个性化学习，智能化支持的个性服务



       苹果公司对作者、出版社、技术服务商给出的合作条件，即使到今天看来，

也是领先全球的。它是最早给予这几类人群足够的尊重和盈利空间的公司，每一

本App图书上架，苹果收取30%的平台费用，另外的70%分给图书供应商。

• 创建了一种盈利模式，作者、出版商、读者、IT服务商共同受益

• 创建了一种电子出版模式，撰写、包装、发布、宣传、推荐等一贯式服务；

• 创建了一种多媒体书籍模式，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融媒体，超文本

苹果的APP Store 出版 



       OneNote提供的资料整理模式，融合了云空间同步，树形结构，各种格式

的资源

OneNote 的超文本 



       “知识付费”做为知识互换的新生方式，拥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和巨大的需求

人群，其问世是以需求为导向性的自发性结果。

▶  所谓“知识付费”到底是指什么？

     “知识付费”是根据互联网营销和互联网技术商业逻辑，由传统式以商品为

媒介的知识互换方式转为新式的，以网络平台为媒介的知识互换方式。“知识付

费”的表达形式有很多，“知识付费”状况体现的不仅是技术性的发展和传播方

式的更改，更多方面体现在当今社会发展针对知识需求的提高。

“知识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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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共享、个性、智能”

网格化构建学生线上学习空间，融合线下翻转课堂，面向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培养

1.梳理知识图谱，编写“标签字典”

2.共享课程资源，建设学习资源矩阵

3.编制资源索引，构建个性学习路径

4.智能数据分析，优化学生发展途径



梳理知识
图谱

建设知识
资源 建系统 课程实施

课程大纲
课程计划

……

多模态
多层次
多难度

产教结合
教研结合

智能+教育支持

双师课堂
虚拟实验
综合评价

……



1. 梳理知识图谱，编写“标签字典”

多模态
文本
音频
视频
……

多难度
启发式
难度A
难度B
难度C
……

知识点1 知识点3 知识点3

知识点2 知识点4

视频

文本 音频

不同模态A B C

D 不同难度

梳理知识图谱，编写关键字“字典”；各类资源分片段呈现，按“标签”标注



2. 共享资源学习，建设学习资源矩阵

知识点

供给方

类型

• 资源多样化，课件、讲义、教材、录像、习题、

大作业、项目、项目讲解等；本地/链接

• 资源“标签”化，名称、 类型、关键字等

• 资源“上链”，以区域链技术包含版权，明确

责任，追踪来源

• 资源评价，生命力（热度）/法力（价值评价）

• 资源开放共享，目前校内师生可以学习利用所

有资源

• 资源付费，酝酿“知识付费”，推动优资优酬

• 初始资源，教师课堂录像，研究生剪辑



3.编制资源索引，构建个性学习路径

• 重复的、已有的，知识讲授型的可以“线上”

• 研究的、探索的、未知的、挑战的，“线下”翻转

• 教师可以编制资源索引，利用最优资源，引导学生学习

• 利用线上反馈，调整和优化课程设计，甚至实施个性化教学

教师甚至可以“不讲课”，角色转换为

导演 编剧 演员（主角/配角） 剧务 评估评价



3.编制资源索引，构建个性学习路径

例如：仅仅给出一种可能的预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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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学习补课

• 引导学生利用适合资源个性化学习

• 课上不能“放录像”，直接用别人的资源代

替自己讲授

• 线上自学，线下研讨；翻转课堂

• 均衡负担，减少课内学时

• 优化评价，侧重能力和素质
过程管理、持续改进

• 混合教学模式

• 教师的精力更多的放在“新、深、难”上

• 教师更多的关怀体现在过程和个性化上

• 教师利用资源，信息化素养



0

2

4

6

8

10

知识点1 知识点2 知识点3 知识点4

难
易
度

课程知识点

学生A 学生B 学生C

根据评价、交互等教学资源动态推荐

标准线

学生A
学生B

学生C

信息驱动的智能学习，学习革命

资源评价 学生学习行为评价

4.智能数据分析，优化学生发展途径



4.智能数据分析，优化学生发展途径

新生入学“体检”

课外行为“体检”

综合测评“体检”

课堂学习“体检”

能力素质“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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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开展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体检”，形成数字化报告，涉及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价值塑造，助

力学生的自我发展、教师的精准教学、管理的精准服务，提质增效，培养个性化、创新性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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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学习从小学持续到大学，至少12年以上，但是为什么反反复复，总是学不好？即使大学通

过CET4/CET6，也仍然无法流利使用。即使学生学习的非常努力，付出了很多时间，但仍然无法得

到长足进步，达到理想的效果？

       学习，是产出导向的，效果衡量的标准并非投入的时间和经历，也绝不是线性的关系，学生常

常只是“看上去很努力”，但没有把知识记住，能力内化和素质提升。自己做的才是自己的，“输

出”的才是自己的。

  外语学习 —— 语言教育的“三位一体”智能模式

学习行为

研究

智能技
术研究

教育

研究



    外语学习 —— 构建网状链接的知识图谱

构造课程、培养目标、知识点之间的达成度图谱。基于构造的知识图谱，通过大数据智

能分析，挖掘出掌握薄弱的知识点，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



    外语学习 —— 标注语料，形成多维多层次资源；构建系统，辅助“个性化”学习

学习
现状

节点
1

节点N
阶段
目标

“合适的输入”，非常重要；需要人为构建，智能构建，广泛的资源库

“正确的输出”，关键，智能技术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可以“一对一”辅导纠错

“适当的重复”，长期记忆，不断发展的必要手段，智能规划和支持



  外语学习 —— 全英文学习结构；智能推荐，输出评价

   以阅读为核心，综合学习全英文结构；

   根据学习路线，智能推荐“合适”的阅读材料，“任务性”驱动，资源自我更新

   输出为重，智能评价；听说读写译，全面练习，智能支持



   工科课程的教改经历

师讲生听 翻转课堂 分组学习 分类学习

传输线方程课上研讨议程
时  间 90分钟

1. 微波单线传输讨论
时  间 10分钟

  讲解要点：
（1）为什么低频传输时，认为电流在线上均匀分布；微波频
段有什么不同？
（2）信号在金属导线上单线传输时，能量如何流动？能量在
线上传输吗？
（3）说明微波导线传输的数学模型设定，如何建模趋肤效应
显著时电流分布？
（4）推导正确，说明详细，得到正确结论，并适当约简。
（5）从重量和电阻的角度，说明金属导线传输是不现实的。
（6）是否可以通过改进手段，使得微波信号可以采用金属导
线单线传输？微波信号如果采用金属导线单线传输，还存在
其他问题吗？



   未来学校什么样子？

• 开放、共享、线上+线下、理论+实践，学习中心

• 学生集中学习、共同学习、协作研究，社交、活动、辅导中心

• 自主学习、开放学习、终身学习

促进学习革命，学校理念、体制、机制、评价、管理、服务需要变革

晨钟已响，今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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