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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适应未来高等教育教学的发展和应对提升学习质量的挑战，系统梳理学习投入理

论和 SPOC 混合教学研究进展，进行基于学习投入理论的公共体育 SPOC 混合教学整体设计。课

程设计框架包括优质课程资源整合与开发、有效的教学与学习策略、课程实施过程、促进学习发

展的多元学习评价。结合 SPOC 混合教学的具体实施，对课程框架和教学流程的整体联系和衔接

关系进行了阐述，对课程资源呈现，创设自主和协作学习环境，建立多维师生交互空间的教育信

息技术手段的课程应用进行了分析。从关注学生发展的角度探讨以课程学习的真实性任务促进学

生的学习投入，促进课程高阶目标达成的原理与过程。SPOC 混合教学在促进学生学习投入、锻

炼行为延伸、课程满意度测评等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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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it in with the overall trend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development and better overcome the 

challenge of improving learning qual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researches on engagement theory and SPOC and proposes an overall design of SPOC in physical education (PE)  at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engagement theory. The design framework includes the following modules - the explo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resources, the strategies improv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iciency,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that push learning forward. Combined with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of SPOC courses, this paper also reveals the link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ules in the 

framework and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mean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course 

resources, and creating independent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ing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space. Meanwhile, focus on studen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principle and 

process of promoting students' learning involvement and achieving higher order goals through the authenticity task 

of curriculum learning. It is found that such teaching design has gained good effect in promoting students' 

engagement, and also improving exercise quality and measuring cours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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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来混合教学作为推动课堂革命的新型教学

模式受到国内外诸多研究者的关注[1-2]。混合课程将面

对面和在线两种课程进行有效整合，在课程资源开发、

师生互动、促进学生参与和学生自主学习等方面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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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潜在的开发优势[3]。尤其自 2020 年以来，新冠

疫情改变了全球高等教育格局和运作方式，全球各学

校采用混合学习模式的进程显著加快。由全球 79 位高

等教育专家组成，通过 Delphi 迭代研究方法和技术预

见方法等形成的《2021 年地平线报告(教学版)》，对未

来高等教育教学的宏观趋势、关键技术实践和未来发

展场景进行了分析，“广泛采用混合学习模式”“开放

教育资源”“高质量在线学习”被列为未来 5 年影响高

等教育教学的 6 项关键技术和实践之 3 项内容[4]。同时

指出，鉴于未来高等教育将继续依赖远程技术和数字

网络提供课程和学习经验，拥有数字优势的学生与难

以获得基本设备和网络接入的学生间的数字鸿沟只会

扩大。因此，把握高等教育课程模式发展趋势并应对

未来高等教育提升学习质量的挑战，对高校公共体育

课程改革与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理论背景及问题提出 
1.1  SPOC 混合教学模式的源起及优势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意为“小规模限

制性在线课程”)的概念最初由加州大学福克斯教授提

出 。 SPOC 起 源于 对大规 模在 线开放 课 程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应用推广及教育质量问

题的反思。2012 年为 MOOC 元年并引发全球“一场教

育的风暴”，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快速兴起和推广。但

课程完成率不高、教学模式囿于传统、难以实现个性

化学习、学习体验缺失、学习效果难以评估，这些教

育教学质量问题以及 MOOC 成本难以持续发展问题，

引发对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重新审视，由此迎来了

后 MOOC 时代——SPOC 的兴起。福克斯教授开发的

SPOC 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并推

广到多所大学的教学中取得明显效果。目前，SPOC

主要针对围墙内的大学生和在线学生两类学习者进行

设置，前者是一种结合了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的混合

学习模式[5]，因此，当 SPOC 应用于大学课程教学时，

为反映其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混合学习特征，通常称

其为 SPOC 混合教学[6]或 SPOC 混合教学模式[7]。SPOC

强调在线学习和课堂学习的高度融合，在线学习根据

学习进程以学习和传授课堂基础知识为主，教师是课

程资源的整合者和设计者。当师生齐聚课堂时，则成

为教师指导、知识互动、学习体验、知识延伸应用的

学习场所。线上线下学习结合、同步异步学习结合、

课内课外结合，为学生提供系统丰富、灵活机动的学

习体验，以达成高效高质的学习效果。 

SPOC 混合教学以其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张力，近

年来受到我国高校管理层和实践层的重视。混合学习

环境是面对面教学与技术支持教学的结合，通过混合

课程模式可实现课程资源、学习方式、学习策略、学

习活动和学习环境的混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形成

了基于课堂教学的、自主学习的、数字的和混合的学

习场景，这样的学习场景在师生交流、自主学习、协

作和合作学习方面更为灵活和高效[8]，使得挖掘教学潜

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教育质量成为“最

具建设性的方法”[9]。混合教学促进学习者获得更为积

极和自我主导的学习体验，使学习成本和学习效果达

到最优化。 

1.2  SPOC 混合教学的学习投入研究 

学习投入指学习者积极参与学习活动和学习任务

的行为状态，即学习者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去

才能产生有效的学习。普遍的观点认为，在学生学习

投入的背后存在更深层次的投入，包括认知投入、情

感投入和行为投入。美国自 2000 年起发起的“全美大

学生学习投入调查”，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掀起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运动。我国高等

教育在同一期间前后，持续反思高等教育“规模扩展”

导致的高校教学质量下滑的不良效应，国际高等教育

对教育质量提升的学习投入研究受到了我国的关注。

一项对高等教育 SSCI 高影响因子期刊的研究显示[18]，

在 2008—2017 年的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student 

engagement”在前 10 个高频关键词里位列第八，显示

其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中国知

网对“学习投入”进行主题检索发现，10 年来文献数

量和环比增长率均有大幅提高[10]。 

由于学习投入理论对学生的学习投入、学习掌握、

学习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学习投入理论不仅作为独立

的研究领域开展，而且作为促进学生学习的教学策略

应用于多种课程模式研究。Randy Garrison 是国际最具

影响力的混合学习研究者之一，认为：“让学习者有更

多学习投入是混合学习的核心，混合学习在本质上就

是以提高学习投入水平为重要目标的教学重构过程[11]。

布兰等[12]在评价学习投入与混合课程的关系时认为：

“混合课程的学习场景与应对全球化的新挑战以及发

展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特别相关，因为它们可以

为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流、自主学习、协作和共享学

习提供工具。马婧等[11]通过分析混合学习环境特征基

础上提出混合教学设计的 8 个关键原则，并据此构建

了以活动为中心的混合教学设计框架，分析了不同流

程中的活动设计要点，阐释了每一阶段的教学策略。

武法提等[13]构建混合课程的学习行为投入理论模型，

模型由学习行为序列、信息交换活动、学习行为投入

构成。混合课程多点之间的互动与连接形成全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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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空间引起学习方式的变革，学习者使用不同种

类的适应性调节策略，在学习目标定向的影响下产生

相应的学习行为投入以及认知和情感投入，表现在学

习绩效的提升与学习目标的达成。混合课程模式和学

习投入理论均关注学习过程中的“社会交互”，包括师

生交互和学生之间的交互，这种交互是学生知识建构

的重要要素。张文兰等[14]从社会交互的角度对教师支

持对在线学习者学习投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教学具有学习的开放性、交

互性、合作性、课程环境延展性等特征，具有使用现

代信息技术呈现运动技术课程资源的适宜应用场景。

SPOC 混合教学的课程模式既可发挥课堂教学师生面

对面的学习优势，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

在课程资源采集、课程资源呈现、师生交互、充分利

用时间资源泛在学习等方面发挥优势。Mitchell 等[15]

发现体育课程应用混合教学，在课程教学、学习机会、

评估和反馈、学术支持、组织和管理、学习资源的整

体课程满意度得分显著较高。通过以上对 SPOC 混合

教学理论及应用的梳理以及对高校公共体育课程适用

性的分析，SPOC 混合教学的课程模式和学习投入理

论应用于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具有可行性。由于运动技

能学习相较其他学科的教学具有多方面不同特征，其

他学科 SPOC 混合教学模式难以直接移植到体育教学

过程中。因此，如何理解高校公共体育混合课程的结

构？线上与线下课程应如何流畅对应衔接？混合课程

的教学流程应综合考虑哪些教学过程要素？如何体现

学习投入的课程定位及提升学习效率的作用？课程环

境所涉及的多向交互关系如何理顺？基于问题导向和

整体解决方案的研究思路，通过对 SPOC 混合教学和

学习投入理论的核心特征分析，把握混合课程设计的

总体框架和课程设计关键原则，以创新发展思路开展

基于学习投入理论的高校公共体育 SPOC 混合教学整

体设计，对普通高校公共体育 SPOC 混合教学进行应

用分析及效果评估，为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优化与课

程目标的多途径实现提供研究参考。 

 

2  高校公共体育 SPOC 混合教学设计 
基于学习投入理论的公共体育 SPOC 混合教学整

体设计包括混合教学结构和教学流程两个部分。 

2.1  高校公共体育 SPOC 混合教学结构 

课程设计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利用教育技术手段，

创设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学习环境，建立流畅的师

生交互空间，促进和关注学生的学习投入，在学习过

程中通过建立知识之间的有意义联系，促进课程高阶

目标的达成。SPOC 混合教学的结构包括优质课程资

源整合与开发、有效的教学与学习策略、课程实施、

促进学习发展的多元学习评价 4 个相互联系的模块。

混合课程的设计还注重通过与课程学习相关的真实性

任务和活动，有效促进学生的学习投入。同时，建立

混合教学活动设计策略也需要考虑线上课程与课堂教

学的相互匹配(见图 1)。 

 

 

 

图 1  基于学习投入理论的公共体育SPOC混合教学整体结构 

  

1)SPOC 课程资源的整合与开发。 

对课程资源的整合与开发主要通过 3 条路径进

行。(1)开放平台的优质课程资源：通过搜索与分析国

内高校同类课程的 MOOC 课程资源，对课程资源进行

整合应用于混合课程教学。(2)校本课程资源：深圳大

学的优课联盟作为首个全国地方高校优质 MOOC 课程

资源共享平台，汇聚 130 多所国内大学的国家精品课

程、省级精品课程、高校推荐课程，提供纯 MOOC 教

学、开源共享 SPOC 教学、自建 SPOC 教学等，为本

课程的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3)自主课程资源开发：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习目标需求，利用运动项目丰富多

模态、最新的网络视频资源，由教师搜索和采集与课

程相关的学习资源，通过剪辑软件和配音软件进行课

程资源整合与开发。 

在信息化时代，人们对于课程的画质、镜头切换、

动画制作等要求也不断提高，在线体育课程的设计与

制作过程中，新型技术的添加会使课程增色不少[16]。

充分利用优质课程资源和网络视频资源的整合，不仅

丰富了课程资源的类型，而且视频课程资源的动态技

术展示、技术关键环节展示、运动技能运用展示等方

面，SPOC 课程资源都比单一的教师示范拥有巨大的

优势。SPOC 体育课程资源对运动学习内容动态呈现

的媒介技术应用，改变了课堂教学中单一的以教师示

范作为技术手段的呈现方式，通过增强运动技术视觉

表象、技术整体结构以及运动技术感染力等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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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学习的 SPOC 课程资源可使学生对学习内

容、学习目标、学习要求、运动技术特征、练习要求

与过程在总体上形成清晰的理解，视频课程资源学习

的过程也是运动表象强化的过程。根据运动技能学习

的特征，从运动表象感知到学习掌握需要反复的练习

和巩固。因此，线上 SPOC 课程资源的设计要提供生

动完整的学习资源，线下学习则要体现教师对学生学

习的具体指导过程，实现运动表象强化(线上)—运动

技能学习(线下)—运动技能掌握(线下)的学习过程衔

接。这一过程需要根据教学目标、不同的学习进程进

行线上与线下的设计与重构。 

2)学习投入的学习策略设计。 

促进学生积极有效率的学习是学习投入的主导思

想。在促进主动学习方面，根据学习内容提供相关的

课前、课后短视频资源，学生可在自主掌握的碎片化

时间观看。当代大学生在数码环境中成长，这种在课

前、课后以真实任务驱动学生投入的过程，与学生日

常休闲时观看短视频的过程大致一样。因此，技术改

变了学习的方式，但学生的学习却在一种习惯和熟悉

的环境中进行。在师生交互方面，在超星学习通上建

立“开放的交互平台”“一对一的交互平台”“班级互

动平台”。开放的交互平台使学生有任何问题均可以在

任何时间提问，教师和班级学生均可以回答。一对一

的交互平台主要针对学生遇到问题时，可随时随地向

教师提问，由教师对学生进行释疑与解答。班级的交

互平台总体上由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在回答问题的同

时，还可以对班级其他同学的问题进行应答和讨论，

由此促进交互学习和协作学习。在学习的各个环节、

各个进程都体现了以课程任务促进学习投入的教学策

略设计。 

以促进学习投入原则的学习策略设计，要充分利

用 SPOC 混合学习的优势。线上搭建的师生、班级、

一对一的交互平台具有全方位、全天候、及时反馈等

“线上优势”。当回到课堂的线下学习时，教师需要根

据学生练习掌握情况对学生进行指导，对练习效果进

行反馈。同时，教师还需要根据线上互动的情况，及

时小结相应学习阶段的普遍性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

论和互动，教师对学生的讨论互动进行归纳性和指引

性评价，对学习内容的难点和重点进行梳理，通过创

设良好的线上线下交互学习环境和氛围，促进学生的

学习投入。 

3)课程实施设计。 

体育教学过程中有多重教育任务，要完成多重教

育目标[17]，但就教师的教、学生的学而言，主要围绕

教学大纲的学习目标进行。课程实施设计以运动技能

学习与掌握、巩固与提高来促进学习发展，即促进学

生的学习与锻炼行为发展为主线进行设计。从高校体

育教学创新与发展的角度，课程实施体现 SPOC 混合

教学对教与学的结构、过程和方法及其关系的整体重

构，包括课程模式 4 个部分的衔接关系、各部分在教

学的应用关系、线上线下如何流畅实施的关系、促进

学生学习投入的学习效率与适度学习负荷问题。例如，

关于线上课程和课堂教学的关系，课外的自主学习、

互动讨论及协作学习过程中，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留

下学习过程的痕迹，不仅可以帮助教师掌握学生的学

习过程，还可以对学习掌握的情况进行评估分析，进

而在面对面的课堂教学中针对性地解决学习问题。通

过混合教学打破学习时空的限制，扩充课堂学习的外

延，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锻炼。 

4)教学评价设计。 

SPOC 混合教学整体设计最后的部分是多元学习

评价，主要采用学习痕迹、学习过程和期末考试评价

方式对学习效果进学习评价。学习痕迹主要包括线上

学习评价、协作学习等评价。学习过程主要对线上、

线下学习过程包括自主学习、协作学习、课堂学习表

现评价等。期末考试评价根据教学大纲制定的评价方

式进行，由此形成教学过程、学习过程及考核维度的

多元学习评价。 

2.2  高校公共体育 SPOC 混合教学流程 

SPOC 教学流程是对混合教学结构的明晰分解，

使之成为体现课程结构的教学操作流程。SPOC 混合

课程的流程实施以“课前”“课中”“课后”3 个部分

的渐进和循环进行(见第 99 页图 2)。 

“课前”为线上教学，“课前”的学习对所学课程

内容进行学习指引，包括教学目标、重点难点、练习

方法和要点等。课程资源以短视频为主，教师根据该

单元的学习内容，将预先开发的课程资源上传至学习

平台。课程资源的文本材料采用现代媒体传播广泛采

用的、风格活化的“标题提示+高清大图”“配图+导

读”的组织与呈现方式，触发视觉新体验，提高学习

专注，强化学习投入。课前的线上学习部分还考虑学

生学习掌握的个体差异，提供单元知识的相关链接。 

“课中”的线下教学为体育课堂教学，按照课程

教学大纲和课时安排指导学生学习、掌握和改进技术，

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强化指导。

在教学组织方面，主要采用灵活的多种教学组织方式，

包括个别指导、小组学习、问题探究、学习掌握原理

的多角度分析等，通过提高学习兴趣，自觉的学习投

入，达到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的目标。课堂教学过程

中，任何一个环节均可根据学习内容和学习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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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思政教育。例如，线上视频课程资源在思政教育

方面具有主题的突出性和内容的综合性特征，教师在

“课中”可将视频思政内容统合到课中的学习情境中，

形成思政教育与课程学习的融合性教学。 

“课后”的线上教学主要针对学习与锻炼、深度

学习、知识扩展的“延伸性”进行设计。公共体育课

程将培养学生锻炼兴趣、提高自觉锻炼意识、促进体

质健康发展作为课程的同步目标。学习投入理论对于

解决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锻炼问题是一种有效的教学

策略选择，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通过课后的线上教学，

主要解决 3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深度学习问题。高校

公共体育课的学习内容，一般而言是面向初学者进行

的课程教学。但是，一些项目如篮球、乒乓球、羽毛

球等课程，相当部分学生具有良好的基础，为他们提

供深度学习指导可以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包括成为

具有一定竞赛能力“高手”的学习需求。二是促进学

生课外的自主锻炼。通过建立课程学习与提升体质健

康的意义联系，鼓励学生应用体育专项经费卡，每周

定期预订场馆进行课程内容练习。三是对学生的个体

学习困难、提问、课后练习或锻炼中的问题。利用网

络的便利进行答疑和指导。增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

学群之间的互动氛围与归属感，延伸体育课堂空间，

促进学生课后锻炼参与。 

混合课程需要考虑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的混合

比，需要根据不同的学习内容、学习难度等确定混合

比；需要根据学生学习掌握的情况进行混合比的调节，

不能以刻板的混合比固定模式对教学进行机械切割。

SPOC 混合教学 3 个阶段需要教师对学习过程的深度理

解和精心设计，合理安排课程内容，充分做好时间管

理，避免堆积大量在线资源造成学生过多的学习负荷。 

 

 

图 2  SPOC 混合教学实施的教学流程 

 

3  高校公共体育 SPOC 混合教学实施效果 
3.1  学习投入 

在混合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教学

环境，课堂进行的体育课程学习，由于教师和学生进

行面对面的教与学，教师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和组织

方法，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投入。而线上教学

主要通过自主学习、师生交互、主题学习、泛在学习

的方式，并通过及时反馈、合理评价、情感支持等关

注和促进学生的学习投入。 

当前对在线学习的学习投入主要依据网络学习平

台记录的学习行为数据，如学习者登录的次数、观看

视频次数、参加活动的次数等，学习行为数据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学习投入的特征[18]。图 3 为一周的学生在

线学习统计，自主学习是学生在线的“课前”自学，

主要观看视频及相关学习要点；主题讨论为教师在平

台上发布的“课前”主题讨论，包括技术要点、练习

方法、学习感受、竞赛规则等。师生互动是学生在“课

前”学习中遇到学习问题时，教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

释疑与指导。超过 80%的学生在体育课的当天完成“课

前”学习任务。这个结果对教学的积极意义为：当学

生在体育课的当天完成“课前”的自学，使“课前”

与当天的“课中”学习形成衔接，在“课中”可与教

师进行互动、探索与求证，从而提高课中的学习和练

习效率。从“课前”的自主学习完成率来看，体育课

当天没有完成“课前”学习任务的学生，在体育课的

后两天会继续完成课程学习内容，也有部分学生在未

来一周的体育课前，将两周的自主学习任务一并完成，

表现出混合课程学习的泛在性[19]。 

 

 

图 3  在线学习分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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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移动环境下的在线学习突

破了时空限制，学习者的在线参与特征趋势也正在变

化，学生可以通过碎片化时间学习，提高时间资源的

应用效率和学习自主安排。学生通过移动客户端的学

习比例为 56.6%，移动端的学习已成为在线学习的主

要方式。网络学习空间的交互性、协作性功能是促进

学习者使用网络学习空间的重要动力[20]。在师生互动

方面，通过开放的交互平台、一对一的交互平台、班

级的交互平台的设计，保持与学生流畅沟通。一个学

期提问 5 次的学生为 63.2%，提问 3 次的学生为 27.4%。

在混合教学过程中，网络互动与课堂互动存在一定的

相关联系。例如，师生交互中有部分同学在“课前”

线上对教师提出学习问题，期待教师在将要进行的课

堂中进行学习指导，相当于在网络“预约”教师对其

进行重点指导。因此，师生交互是网络学习的一个重

要方面，是指学习者在网络学习过程中知觉到的与教

师之间沟通的质量[21]。混合教学的课程环境形成的学

习空间，最大程度体现了学习交互性，教师指导学生

的学习发展，学生感受教师对其学习需求的关注，由

此形成学生求知、教师指导、师生交互的混合教学循

环。将教学活动结构性、系统性的变革和教与学的关

系在时间、空间、程序上整合联系，促进学生的学习

投入和教学质量的提升。 

3.2  拓展延伸 

拓展延伸指课程学习的知识扩展和锻炼行为延

伸。课程质量的核心不仅是学生学习掌握技术，促进

体质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课程学习和教师指导，

通过体育教学对学生的学习和行为变化起有效的影响

作用，促进学生自主的体育锻炼是体育课程追求的高

阶发展目标。课程设计是形式，课程实施是内核，课

程实施效果取决于教学理论的综合应用能力和组织能

力，促进学生学习行为转变需要基于相应的理论支撑

和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学生处于青春期，对健康相

关的体重问题、肥胖问题、体型塑形问题等，都有强

烈的个体需求意愿。学生个体的健康需求是锻炼行为

延伸动力的起点，教师通过教学进行锻炼价值的有效

阐释，建立和强化个体健康需求与课程学习之间的意

义联系，激发学生的锻炼需求动机，促进行为方式乃

至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混合教学实施结束的期末问

卷调查中，每周锻炼 3 次的学生为 68.3%。对学生课

后锻炼行为拓展延伸的活动形式、活动过程和活动动

机的统计表明，增进健康和学习掌握是学生课外锻炼

延伸的主要动机；协作学习的形式继续延伸到课外，

而且构成了与水平基本一致、与课中同伴以及与同学

室友等更为广泛的课外锻炼活动形式，体现了混合课

程协作学习和行为延伸的效果(见表 1)。 

 
表 1  学习与锻炼行为拓展延伸统计 

序号 活动形式 活动过程 主要动机 比例/% 
1 体育俱乐部、社团活动 实战应用 增进健康、熟练提高 2.60 
2 与技能水平相当的同学练习 协作学习 增进健康、掌握提高 18.9 
3 与课堂同伴一起练习 协作学习 增进健康、学习掌握 35.8 
4 请技术好的同学、室友带领练习与指导 协作学习 增进健康、学习掌握 26.7 
5 其他 个体习惯 增进健康、综合锻炼 16.0 

 
3.3  课程满意度 

大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学习过程既是学习掌握

的体验过程，也是期待学习收获的过程，学习是否达

到预期目标，学习是否满意对学习质量具有重要的影

响。大学生学习满意度对于学习质量的影响具有内在

持久性，是深入研究大学学习质量本质的必要通道[22]。

混合教学实施结束的期末问卷调查中，采用 5 个测量

维度对学生课程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为使实验班的

学生进行更为细粒度的选项应答，采用李克特五点式

问卷设计，学生根据对课程的满意程度，从“完全不

同意”“不同意”“部分同意”“同意”“完全同意”进

行选项回答。在统计处理时，将学生答项的“同意”

“完全同意”划分为“满意”类别，计为 1 分，将“完

全不同意”“不同意”“部分同意”划分为“不满意”

类别，计为 0 分。对学生问卷的“满意”和“不满意”

两个类别采用卡方统计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各维度感到“满意”的学生与“不满意”学生的差异

具有非常显著意义(P<0.01)。学习满意度是从学生的视

角对课程满意程度和课程质量的评估，是学生对 SPOC

混合教学的学习过程、学习适应和学习结果的主观感

受。近年来对学生学习投入逐步从学习的行为观转向

综合的认知、心理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研究，发现学习

投入内部心理特征与外部行为表现之间呈现复杂的动

态关系，大学生课程经历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

因此，学生对学习各个维度和学习过程感到满意可以

通过积极情绪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并对学习质量具有

良好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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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满意度调查 

测量维度 n/人 满意 不满意 Chi-Square(χ2) 显著性

课程资源 65 57 8 36.93 P<0.01
教学方法 65 54 11 28.45 P<0.01
学习氛围 65 53 12 25.86 P<0.01
学习质量 65 53 12 25.86 P<0.01
总体满意 65 51 14 21.06 P<0.01

 
基于学习投入理论的高校公共体育 SPOC 混合教

学设计，根据运动技能学习的特点提出课程资源、教

学策略、教学流程和教学评价的混合教学设计框架，

拓展了体育课程混合教学的理论探索和应用领域。线

上线下课程整合与实施的过程，是丰富优质课程资源，

激发学生学习投入，充分利用时间资源泛在学习，强

化师生教学交互，促进学生锻炼延伸，促进课程高阶

目标达成的统合过程。课程框架的各部分衔接需要根

据课程进展进行综合考虑，课程实施效果取决于教学

理论的综合应用能力和组织能力，通过融入多种教学

理论促进学习要素的组合和学习效率的提升。应用

SPOC 混合教学还需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展进行评估，

需要关注 SPOC 混合教学不同学习阶段“混合比”的

调节，形成“线上”“线下”教学的协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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