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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国内慕课环境下信息素养课程研究现状，结合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教学实践，阐述慕课融合
项目教学法嵌入信息素养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实施方案调整情况，讨论慕课平台选择等问题，为相关研

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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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资源的快速发展，大规模

开放在线课程，也称慕课 （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应运而生［１］。慕课提供免费、及

时、可随时随地获取知识的资源平台。目前国外慕

课３个主流平台为 ＥＤＸ、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和 Ｕｄａｃｉｔｙ［２］；国
内慕课于２０１３年起步，目前使用人数超过２亿，慕
课数量和应用规模位居世界第１位。慕课式教育理
论对大学图书馆主导的信息素养类课程开展产生影

响并推动其变革。本文以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开展

的限选课 “图书馆利用基础”为例，介绍在多元化

新媒体环境下将慕课融合项目教学法嵌入信息素养

教学模式的构建和实践情况，以期为信息素养课程

改革提供参考。

２　慕课环境下信息素养课程调研

利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以 “（ＳＵ＝信息素养
ＯＲ信息素质）ＡＮＤ（ＳＵ＝ＭＯＯＣＯＲ慕课）”为检
索式进行检索，同时结合维普、万方等数据库进行

文献补充。经过整理、分析、筛选共获得１６９篇相
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分析国内研究情况。钟云珍和

郑建明［３］从教学内容、方式、氛围、评价与反馈、

合作与共建５方面构建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慕
课发展模式；吴淑娟［４］探讨在慕课背景下将探究式

教学模式和信息素养教育融合在课堂中；陈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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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凡和何雪梅［５］构建慕课与翻转课堂相融合的多元

一体化教学模式；李燕和陈文［６］借鉴翻转课堂理

念，将慕课融入教学环节，构建以基本教学为基

础、以补充教学及拓展教学为辅的多维度立体式教

学模式。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探究慕课环境下信息

素养教育，构建慕课与信息素养相融合的多元化教

学模式，调研与分析慕课平台下的信息素养教育等

内容。

３　慕课融合项目教学法嵌入信息素养课程教
学的设计与实践

３１　概述

慕课融合项目教学法的信息素养课程教学模型

已应用于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开设的限选课 “图书

馆利用基础”。该课程是信息素养教育的基础课程，

面授对象为大一新生，目前有２０００余人。广州医
科大学以培养高级医学专业人才为目标，在 “互联

网＋”、大数据和新媒体时代，一方面通过线上开
展的信息素养慕课帮助学生全方位获取医学信息素

养课程内容；另一方面通过线下课堂讲授答疑与作

品展示的项目教学，围绕案例材料，帮助学生以小

组协作方式完成并演讲汇报项目案例，进而将信息

素养知识与课题研究技能、专业学习有机结合，提

高学生自主性、积极性，锻炼学生创新思维、批判

性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

３２　在线开放课程平台教学设计与实践

３２１　课程基本情况　 “图书馆利用基础”课程

线上教学依托人卫慕课平台中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教研室自建课程 “医学信息素养”，学生利用电脑

或手机观看教学视频。线上课程开课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９月１４日，教师根据平台管理规则手工导入学生
个人信息，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学号登录并完成线

上开课的６４个知识单元学习，２７个课间、课后测
试题和作业题，１个期末考试。
３２２　线上学习评价　由人卫慕课平台进行统
计，评分标准为：观看视频占５０％，非视频学习占
１０％，测验及作业占２０％，考试占１５％，在线讨论
５％，采用百分制计分。课余时间教学团队通过人

卫慕课平台、雨课堂、ＱＱ群、微信等教学工具及
时回复学生提出的问题。

３２３　课程方式　学生通过人卫慕课 “医学信息

素养”中医学信息获取、筛选与评价、管理与利用

３个模块内容的学习，实现在不同学习环境下医学
信息素养与学术研究的融合，解决生活、学习、科

研等实际问题。教师利用人卫慕课平台大数据跟踪

学生课前学习视频、课间答题及课后作业等进度，

掌握学生预习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讨

论案例分析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学生及时理解课程

内容。

３３　依托雨课堂开展课堂讲授

３３１　概述　该课程将雨课堂与线下项目教学相
融合，实现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通过雨课

堂可以接入教师教学所用的 ＰＰＴ和微信，在结合虚
拟课堂和实体课堂的基础上，实现教师和学生在课

前预习、课堂教学、课后复习中的有效互动。

３３２　自主学习　教师通过雨课堂创建虚拟课
堂，推送微课、习题、预习资料、课后复习资料以

及同步课堂教学课件，教师通过学生标记的 “不

懂”或 “收藏”课件内容，实时了解学生预习和复

习情况，及时调整课堂教学和实践内容设计。

３３３　课堂学习　教师将雨课堂嵌入教学，学生
通过雨课堂同步查看教学课件，随堂完成在线测试

题，设置随机点名上台实操、发送弹幕、投稿、发

红包等环节丰富学生学习方式，活跃课堂气氛，增

强学生学习动力和自信心。通过学生答题正确率、

答案分布情况统计以及词云分析等功能，及时了解

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

３３４　课堂数据分析　教师通过雨课堂网页端收
集并下载课堂、课件、试卷、公告单次或全部日志

详细数据，数据包括单次课以及汇总的总分、观看

推送学习资料页数、签到次数、到课率、弹幕总次

数、投稿总次数、阅读公告等。教师对收集到的学

生行为数据进行分析，查看学生学习轨迹，从而调

整或改进课程教学方案、教学内容、授课进度与侧

重点，激励学生学习，更好地实现教与学融合。

３４　慕课融合案例的项目教学设计与实践

３４１　课程前期准备工作　 “图书馆利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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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任务由图书馆兼职教师承担。图书馆需要

协调除教研室以外有教学资质的教师组建团队并培

养年轻教师。教研室组织备课会和试讲课，教学管

理部门、图书馆、教师之间针对课程教学方案改革

达成共识。由教研室统一准备教学资料，包括学生

人卫慕课登录名单、学生分组名单、案例材料、教

学方案、课件、组内评分表、教师评分表等。

３４２　课程实施过程　 “图书馆利用基础”课程

共安排４次线下理论讨论课、３次作品展示汇报课。

教师介绍项目教学方案执行流程并向学生公布线上

人卫慕课学习账号及网址，学生在课余时间完成线

上视频内容学习，通过学习小组确定项目课题名

称、选取小组长并分配任务。线下第 ２－４次课，

教师通过雨课堂讲授文献检索相关知识，学生在课

堂上讨论项目执行遇到的关键问题或难点；在课余

时间按照课题任务要求与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共同

实施项目并制作 ＰＰＴ。教师通过 ＱＱ群、邮箱、微

信、雨课堂、慕课平台等通讯工具全程跟踪指导。

线下理论、讨论课结束后的３次作品展示汇报课，

小组以ＰＰＴ形式向全班同学分享项目课题成果，每

次随机选择４个小组上台汇报、答辩。作品展示汇

报课有助于提高学生思辨和团队协作能力。学生成

绩评定包括师生双方共３个维度，即线上慕课学习

评价、学生组内互评、教师对作品 ＰＰＴ评价。通过

课堂内外多维度评价方式组合，确保３个维度评分

比重合理公平。

３４３　课程结束后统计、分析、调查工作　课程

线上、线下内容结束后，教师可以根据人卫慕课平

台统计报告统计学生线上总成绩、视频观看数、完

成测试作业题数等数据，通过雨课堂收集全部学生

学习日志详细数据，利用Ｅｘｃｅｌ表格统计学生选题、

组内评分、教师评分等。教师可以获取学生学习进

度数据，分析学生各项指标数据从而掌握其整体学

习情况。课程结束后，一方面收集学生问卷调查数

据，了解学生通过人卫慕课线上与课堂讲授、讨论

等学习情况，掌握其医学信息素养提升具体情况；

另一方面收集学生课程评价、建议等评估资料，对

课程教学方案、内容设计、教学方法等方面做进一

步改进。

４　课程实施方案调整

４１　目的

从２０１４年起教研室对 “图书馆利用基础”课

程进行相应教学方案改革，通过项目教学法提升学

生医学信息素养。收集学生课程建议和评价，发现

新的教学方法受到欢迎。随着新媒体时代发展，学

生信息接受方式日益多样化，因此教研室对 ２０２０
级实施方案做了进一步调整。

４２　增加线上人卫慕课内容学习

２０１７年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文献检索教研室获
得校级和广东省级 “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项目”资助，建立专门教学团队，拍摄 “医学信息

素养”课程教学视频，其内容基于 “高等教育信息

素养框架”标准，主要介绍生物医学信息获取渠

道，利用不同的摘要型、全文型数据库检索，融入

医药信息筛选技巧，通过文献调研方法精选高水平

生物医学文献，利用个人知识管理工具对课题相关

文献进行检索、整理、阅读和跟踪等。２０１９级以前
的学生只能通过线下６个学时掌握信息素养内容，
基础内容拓展性不够，因此针对 ２０２０级学生提供
近４００多分钟的线上人卫慕课微视频学习和３６０分
钟的线下理论、讨论课，帮助学生更加系统地学习

医学信息素养方面知识，培养其问题意识、科研意

识和批判性思维。

４３　作品展示课学时调整

“图书馆利用基础”课程由１８个学时构成。以
往该课程一直延用 “课堂讲授 ＋上机练习 ＋考试”
的教学方式。自 ２０１４级起课程引入项目教学法，
将课堂教学与项目实践相结合［７］，不断改革与完善

课程。２０１９级起作品汇报课由以往每个小组汇报改
为抽检８个小组汇报，理论课由以往３次变成６次。
２０２０级则引入教研室开设人卫慕课的线上教学资
料，学生课余时间完成线上学习，理论课调整为４
次，介绍课程实施方案、本校数据库资源使用并针

对学生项目中的案例进行分析，对项目实施、线上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不易懂内容进行讲解，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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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学生知识体系。

４４　细分评分标准、调整师生评分权重

评分方式以及师生权重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积极

性。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级教学方案中，学生总成绩由学
生组内及组间、小组 ＰＰＴ汇报、综述报告评分构
成。学生通过课堂、课余时间完成评分，占用学习

时间且评分过程繁琐。自 ２０２０级开始调整评分标
准和师生评分权重，学生总成绩由线上慕课总成

绩、小组内评分、提交ＰＰＴ报告或抽检汇报评分组
成。学生个人能力由线上总分体现，小组各成员合

作度由组内评分和ＰＰＴ汇报总分体现。学习过程中
注重激发学生科研创新兴趣，有助于提升学生自主

学习、团队合作、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能力水平。

５　讨论

５１　慕课平台的多重选择

教研室制作的慕课视频依托学校云平台和学习

通，仅供校内学生使用。按照教育部严抓本科教

育、打造金课的要求及学校课程建设需要，教研室

将视频同步面向社会开放。目前主流慕课平台主要

包括学堂在线、中国大学慕课、人卫慕课、慕课中

国等，其收录资源数量及分类、平台搭建内容、课

程推广、课后数据统计分析功能等各具特点。教研

室需要对社会托管平台做进一步调研，根据医学院

校课程性质，针对不同层次医学专业人员学习习惯

等行为轨迹选择慕课平台。

５２　人卫慕课平台管理系统使用

线上慕课课程具有较强可控性和操作性，针对

开课时间以及课程进度均设有具体要求，一方面要

求学生对学习时间进度合理规划，自主完成慕课平

台提供的视频、文本材料等学习并参与课程平台互

动讨论；另一方面慕课公司需要派指导团队，对教

师团队在视频拍摄手法、课程内容平台搭建、时间

规划、课程推广等方面给予一定指导。

５３　提高教师信息素养

慕课融入传统课堂教学中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

为获得良好教学效果，教师制作课程微视频时需要拆

分知识点并融入大量图片素材、情景材料、实景操作

等多样化学习材料。学生通过学习慕课课程，加深对

医学信息素养知识体系的理解，同时线上自主、预前

学习方式有助于为学生补充大量课外材料内容，提高

线下课堂中项目教学效果。教学团队建设是保证线

上、线下课程持续开展的关键因素，需提高教师个人

信息素养能力，助力课程建设。

６　结语

慕课与项目教学法相结合嵌入传统信息素养教

学中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习兴

趣，增强团队协作意识和拓展创新思维能力。调查

问卷和课程评价结果显示此门课程获得学生普遍好

评。慕课融入传统课堂教育依赖于互联网慕课平

台，其中慕课课程运维需要得到学校、图书馆相关

部门支持，所涉及慕课课程内容应根据相关数据库

及互联网资源变化、大数据发展、信息素养教育理

念等方向的改变而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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