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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基于内蒙古民族大学优慕课平台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兽医免疫学”课程中的教学

效果。选取内蒙古民族大学动物医学专业两个班级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分别对传统教学  (对

照组 ) 和混合式教学  (实验组 ) 的教学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混合式教学模式

可以有效提升课程内容的掌握能力。通过问卷调查得知，大部分学生赞成今后继续以混合式

教学模式授课。优慕课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本门课程中激励了学生主动学习态度，有助于培养

创新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较强的高校人才。  

关键词：混合式教学；兽医免疫学；优慕课；线上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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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to for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control group) and the blended teaching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respectively, and the teaching effects were further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ule improved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attitude along with their ability to grasp 

knowledge in class, and most students supported to use blended teaching in the future. In conclusion, the 

UMOOC-based blended teaching methodology stimulated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attitude toward 

veterinary immunology and helped to foster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Keywords: blended teaching; veterinary immunology; UMOOC;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1  高校“兽医免疫学”课程定位 

“兽医免疫学”是动物医学专业的一门专业

基础课，是研究动物机体免疫系统的组成、构造

及其对抗原异物产生免疫应答的基本理论与基

本方法的一门生物学科，是连接基础兽医、临床

兽医和预防兽医的重要桥梁课程[1]。通过本门课

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免疫学的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免疫预防、免疫诊断及

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学会生物制品制备的基本

程序和免疫诊断的基本方法。该课程为兽医病理

学、兽医药理学、动物传染病学、动物寄生虫病

学、兽医卫生检验与检疫及其他专业课打下理论

基础和技术基础。对于动物医学专业的本科学生

来说，毕业以后不论从事本专业相关的工作，还

是在生物类学科继续深造，免疫学技术都是最常

用也是最基础的工具之一[2-3]。 

2  传统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理论教学，即板书加课件形式，教师

与学生面对面授课方式。“兽医免疫学”课程理

论性较强，授课内容微观复杂，很多内容在传

统授课中很难延伸展开。因此在实际教学工作

中，本课程组也积极尝试了多种教学改革方案，

比如教学方法优化、强化重难点、问题式启发

教学等，并引入大量临床案例实施教学，得到

了显著效果。但随着科学的进步，教学内容也

逐步深化增多，在有效的时间内讲授讨论免疫

相关知识热点，仍存在一定的难度。传统课堂

主要以老师为中心，采用单向“讲授至接受”为

主的授课方式，这种灌输式教学模式只能凸显

课程内容的完整性，却忽略了对学生自主学习、

创新能力、思考能力的培养。老师在整个学习

过程中不能实时兼顾每名学生的学习情况，只

有通过期末考核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然而对

于老师来讲，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

过程非常重要。学生学习方式的改革是新一轮

高校教学改革的显著特征。 

3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MOOC 在线开放

课程广泛被关注[4]。虽然 MOOC 有诸多好处，

如学生可以自由掌握学习时间，并可以反复学

习。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如不能及时答复

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不能面对面进一步深入讨

论等。2017 年，教育部指出积极促进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5-6]。基于以上普及，

各个高校也不断改革教学手段，建立了混合式

教学模式[7]，即把传统教学与 MOOC 相结合，

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分类、共享、师生互动、信

息更新等功能[8-9]，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

创造性思维能力[10]。同时，教师也可以实时兼顾

每一位同学的学习过程及学习态度，随时转变教

学方式及策略，使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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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兽医免疫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实施 

本研究对比分析了基于内蒙古民族大学优慕

课平台建立的混合式教学与传统教学在兽医免疫

学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为互联网混合式教学模

式下的兽医免疫学教学方法改革提供有效参考。 

4.1  研究对象 
选取内蒙古民族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

学专业本科生 85 人为研究对象，按班级分为对

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2019 级动物医学专业

1 班 43 名学生，采用传统讲授式教学方法；实

验组：2019 级动物医学专业 2 班 42 名学生，

采用基于优慕课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验

组和对照组均同一教师授课，课程内容、教学

目标等完全相同，学生学习能力和基础无显著

差异，可以进行比较研究[11]。 

4.2  研究方法 
对照组利用传统教学方式授课。教师利用

板书及多媒体课件进行课堂讲授理论知识，课

下进行讨论答疑。实验组利用基于优慕课教学

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图 1)。混合式教学实 

 

 
 

图 1  兽医免疫学课程混合教学模式设计 
Figure 1  Design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l in Veterinary Immu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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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前 1 周，对照组和实验组都采用传统教学方

法，教学内容为“抗原”。然后进行同一内容的

测试，并根据表 1 内容记录考核各班课堂参与

度情况。教学第 2 周开始进行对比实验，教学

内容为“抗体”。在混合式实验期间记录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表现，在混合式讲授结束后对照组

和实验组再进行一次同一内容的测试和填写混

合式教学调查问卷满意度表。根据学生课堂行

为表现、单元测试和调查问卷满意度数据评价

教学效果。 

4.3  统计处理 

数据分析与处理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数据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检验，P<0.05 为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5  教学效果评价 

5.1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课堂行为观察分析 
通过观察学生们 3 个行为视角，即认真听讲

情况、参与课程情况和互动讨论情况，评价学生

是否认真听课、认真学习、完成组内学习讨论任

务、积极主动参与课堂回答、有效表达自己的观

点、主动与老师互动和延伸学习等 7 个考核项

目。每个项目最高分为 5 分，满分 35 分 (表 1)。

如表 2 所示，对照组和实验组在混合式教学模

式实验之前的课堂行为考核平均分分别为

19.72 分和 19.45 分，无显著差异。经过混合式

教学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课堂行为考核平均

分分别为 30.93 分和 20.09 分，且差异显著。如

图 2 所示，实验前，对照组 37 人 (占全班 86%) 

和实验组 38 人 (占全班 90%) 集中在 11–25 分

范围 (图 2A)，而实验后，实验组 39 人 (占全

班 93%) 集中在 21–35 分范围，其中 27 人 (占

全班 64%) 集中在 31–35 分范围 (图 2B)。经

过混合式教学模式实验后学生们的课堂行为

考核成绩明显上升。说明混合式教改提升了学

生认真听课和认真学习态度，激发了自主创

新、主动与老师同学互动交流的学习兴趣，课

堂参与度及活跃度明显提升。 

 
表 1  学生课堂行为观察指标 
Table 1  Student class behavior observation scale 

行为观察视角 

Behavior observation angle of view 

考核项目 

Assessment items 

认真听讲情况 

Listening situation 

认真听讲 

Listen carefully 

认真学习及思考 

Study and think carefully 

参与课程情况 

Participating situation 

很好地完成组内学习讨论任务 

Complete group learning and discussion tasks 

积极主动参与课程问答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urse Q & A 

有效表达自己观点 

Express opinions effectively  

互动讨论情况 

Interactive discussion 

主动向老师提问互动 

Communicate with teachers actively  

对提出问题做出合理的思考进行进一步延伸学习  

Ask questions, rational thinking, extended learning 
The rating is 5 points: excellent: 5 points; good: 4 points; medium: 3 points; normal: 2 points; fail: 1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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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生课堂行为观察及单元测试成绩 
Table 2  Student class behavior observation and unit test results 

项目指标 

Project indicators 

对照组 

Control class  

实验组 

Experimental class  

参与人 

Number of student enrolled 

43 42 

实验前课堂行为考核平均分 

Average score of classroom behavior assessment before experiment  

19.72±5.01 19.45±4.78 

实验后课堂行为考核平均分 

Average score of classroom behavior assessment after experiment 

20.09±5.40 30.93±5.45* 

实验前单元测试 

Unit test score before experiment  

42.14±14.37 41.67±13.77 

实验后单元测试 

Unit test score after experiment  

42.95±15.54 73.30±20.26* 

*: P<0.05,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图 2  混合式教学模式实验前 (A) 和实验后 (B) 课堂行为考核 
Figure 2  Class behavior assessment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l before (A) and after (B) experiment. 
 

5.2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单元测试分析 

如 Garrison 等的研究，混合式教学模式可

以大大提高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性，从而建

立有效的线上线下学习网，有助于学生学习效

果的提升[12]。本次对比分析了混合式教学后的

两组同一单元测试成绩，测试题满分 100 分。

实验前对照组和实验组单元测试平均分分别为

42.14 分和 41.67 分，无显著差异。实验后实验组

单元测试平均分为 73.30 分，而对照组单元测试

平均分为 42.95，且差异显著 (表 2)。实验前对

照组 38 人 (占全班 88%) 和实验组 36 人 (86%) 

单元测试成绩集中在 21–60 分范围，且两个班级

71–80 分范围内只有 2 人 (图 3A)。实验后实验组

31 人 (占全班 74%) 集中在 61–100 分范围，且

81–100 分之间有 22 人 (占全班 52%)，有 2 人

得满分 (图 3B)。 

至于针对对照组实验前后的分数段波动，

如实验前 12 人在 51–60 分之间，而实验后变成

了 8 人。这可能因为测试的单元内容不同，一个

是“抗原内容”另一个是“抗体内容”。根据对照

组授课学生反应“抗体”教学内容要比“抗原”教

学内容难一些，因此导致人数出现小幅度下

降。但总体来讲，实验前后对照组大部分同学

还是徘徊在 31–60 分之间。而且实验前后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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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混合式教学模式实验前 (A) 和实验后 (B) 单元测试 
Figure 3  The unit test results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l before (A) and after (B) experiment. 

 
元测试平均分分别为 42.14 分和 42.95 分，无显

著差异。 

实验后实验组单元测试成绩明显上升，说

明此次混合式教学帮助学生提升了课堂行为指

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让学生有效掌握了课程重难

点内容，进而提高了教学效果。 

5.3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调查问卷满意度

分析  

混合式教学对于学生而言是否值得推广？

学生们对这种教学模式是否满意？是否能够帮

助学生更有效地掌握学习内容？为了寻找以上

问题的答案，在实验结束 2 周后，对实验组学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能够及时地发现

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生的满意度可以

直接反映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否激发了他们的学

习兴趣，从而真正理解课程内容。调查问卷设立

了 7 项内容：混合式总体教学模式、线上资源、

混合式教学指导、激发学习兴趣、小组讨论、自

主学习积极性和教学课堂氛围等。如图 4 所示，

相比于传统授课，近 91%的学生赞成混合式总

体教学模式，其中非常满意占 51.8%、满意占

38.8%、中立 8.2%、不满意 1.2%。对于线上资

源的学习资料，68.2%的学生非常满意，满意占

31.8%，说明大部分学生愿意利用课下时间去学

习线上资源，巩固加强学习效果。对于混合式

教学指导，52.9%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满意占

30.6%、中立占 15.3%、不满意占 1.2%。通过

一周的学习，近 95%的学生认为混合式教学方

法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约 76.5%的同学愿

意积极主动参加小组讨论；约 92%的学生认为

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了他们自主学习的积极

性；约 91%的学生认为经过课改后的课堂学习

氛围明显提高，学生的主动参与度大大提升。

从以上混合式教学模式满意度调查发现，大部分

学生赞同混合式教学模式，因为除了课堂教学时

间外，还可以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学习线上

资源，可以巩固加深学习内容。而极少数学生表

示混合式教学会占用较多时间，占据了学生大部

分的精力，从而表示中立或不满意态度。 

6  总结与展望 

随着生物科学的延伸，兽医免疫学教学资

源及教学方法也在不断更新[13]，高校学生培养

方案也在不断地修订。高校学生们的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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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混合式教学模式满意度调查 
Figure 4  Survey on satisfaction with blended teaching model. 

 
也随之增多，而上课时间无变化。那么在有效

的时间里如何让学生们充分掌握更多的学习知

识？针对这一问题各个高校出台了各种教学改

革模式[14-15]。混合式教学模式最为突出的一点

是教师并非全用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授课[16]。它

主要利用混合式教学网络平台，建立健全的教

学资源库。例如课程标准、案例库、试题库、

图片库、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等教学资料，与传

统教学的结合，让学生加深对课程内容的认识，

帮助学生巩固理论知识，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17-18]。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点在于让学生带着问题去

听课，因为学生可以通过利用线上教学资源提

前预习。教师通过学生的好奇心，精心设计教

学内容，利用丰富的教学资源创设教学情境，

唤起学生的主观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其积极思考，兴趣盎然地进入学习状态[19-20]。 

本次以“兽医免疫学”课程为例，做了一次

对比分析，成效显著。经过混合式教学，学生

们上课的精神面貌及思考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大

的提升，而且互动中所提出的问题更为突出鲜

明，掌握学习内容的能力极大提升。对于个别

同学，我们要进行因材施教。混合式教学还可

以监测每个同学的线上学习效果。不同学生的

学习能力、学习速度和学习习惯有所不同。教

师要抓住学生们的个体差异性，针对不同学生

要做到因材施教。 

在本次基于内蒙古民族大学优慕课平台兽

医免疫学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实施过程中，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提高，然而还有少部分学

生反映学习任务过于繁多，课下需要花费大量

的精力去学习才能掌握课程内容，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学习其他课程的时间。因此在今后的

教学中，针对此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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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与时代发展同步，吸收最前沿的科研动

态作为课程资源，引导学生创新学习能力，使

学生在更少的时间内掌握更多的学习内容，达

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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