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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普通高校招生规模扩大，在职人员进修专
科、本科学历人数呈现了逐渐减少的趋势 [1]。 在《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对高职院校实施
扩招，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 下岗职
工、农民工等报考高职院校，增加对高职院校的财政投
入，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设
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
办职业教育。 这一政策对现代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也给开放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
挑战。如今，开放教育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态势[2]，
与网络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考、职业教育等多种办
学形式竞争生源。 对此，只有寻求自身的改革与创新，
服务学生实际需求，提升教育质量和品牌声誉，才能走
出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开放教育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应
用息息相关 [3]，开放教育的优势之一，是以现代信息技
术为支撑，可以设计多种媒体教学资源用于课程学习。
丰富的课程资源作为学生重要的学习资源， 如何进行
更好的设计、更适合开放教育学生特点、更能帮助开放
教育学生学习， 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该文以通识课程
《审美入门》为例，从学生需求的视角，探索开放教育课
程设计的相关问题。

1 课程概况
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 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是

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 欧美发达国家高校普遍将美育
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视以美育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4]。我国教育部在 2019年 3月印发的《教育部
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体
艺[2019]2 号）中提出，高等学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
情操、塑造美好心灵。 切实改变高校美育的薄弱现状，
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
人、以美培元”。

《审美入门》课程，是国家开放大学实验学院响应
文件要求， 计划为专科学生开设的一门介绍审美入门
知识的通识类课程。课程主要包括审美及其起源、美的
本质、形式美法则、审美的领域、审美的主要形态、审美
鉴赏与美育等内容。 开设《审美入门》这门课程的指导
思想是，适应加强专科学生素质教育的需要，从各科类
专科学生的普遍需求出发， 兼顾文理科学生的不同审
美情趣和审美实践，注重通识性审美知识的传授。通过
课程教学，使各科类专科学生认知一般的审美现象，掌
握审美入门的一般性常识，培养学生的自觉审美意识，
增强学生的审美能力， 引导学生将所学的审美知识应
用于生活中的审美实践中，激发学生创造美的热情，提
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 学习者特征与需求分析
为了解学习者的特征和对该课程的需求情况，研

究者于 2018 年对国家开放大学实验学院直属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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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 54名学生进行了调查，收集、分析了相关数据。
2.1 学习者特征
2.1.1 学生在职学习情况

由图 1可见，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88.89%）
是在职人员，面临着工学矛盾突出的问题，只能利用工
作之余的琐碎时间来学习。针对学生这一特点，该课程
采用的教学媒体应该适应学生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利
用远程方式完成学习任务的需求。由此，该课程应建设
便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文字教材、基于网络的 5 min视频
课程和网络课程（适用于手机终端和 PC端）。

2.1.2 学生学习背景情况
由图 2 可见，绝大多数学生（94.44%）没有美学相

关教育的背景，不了解审美的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针
对学生这一特点，在课程内容的选取上，应尽量考虑从
最基础的内容切入，在课程内容讲解的方式上，尽可能
结合学生身边的审美现象和审美案例进行讲解， 降低
学习难度。

2.1.3 学生年龄、职业背景
该课程的教学对象是专科各个专业的学生， 由表

1 可见，学生的年龄、职业背景也各不相同。 针对学生
这一特点，在课程内容讲解和案例选取上，要尽可能考
虑通用性，同时要兼顾对学生后续课程学习的启发性，
注重提高学生的审美素质。另外，学生的工作环境和学
习条件优劣不一。该课程的学习者中，既有工作环境比
较好的学生， 也有条件比较艰苦的学生。 针对这一特
点，该课程的教学媒体设计要突出便捷性和通用性。
2.2 学习者需求分析
2.2.1 学生对该课程内容的学习需求情况

由图 3 可见 ， 调查结果显示 ， 绝大部分学生
（94.44%）认为审美相关知识的学习是有必要的，这与
《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中的要求相符，说明学生有提升审美素养的需求和
学习的积极性。
2.2.2 学生对学习方式的偏好情况

由图 4 可见，调查结果显示，在学习方式方面，大
多数学生（66,67%）选择了文字教材、网络课程和面授
课相结合的方式。可见，除了通过网络课程和文字教材

进行自主学习，学生对面授教学也有需求，开放教育不
能完全依赖网上学习的形式， 面授辅导和网上学习相
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更能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

2.2.3 学生网上学习习惯分析
由图 5、图 6 可见，调查结果显示，在网上学习时，

44.44%的学生更喜欢观看学习视频的方式，38.89%的
学生选择了“文档学习与视频学习相结合”的方式。 在
学习视频的时长方面，大多数学生（61.11%）认为，每段
学习视频的时长最好控制在 5~10 min 左右。 可见，在
制作该课程的学习视频时，视频时长需要控制，以适应

学号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职业

188020******* 男 群众 2001-04-15 学生

188020******* 男 群众 2001-08-02 学生

188020******* 男 群众 1991-01-13 服务性工作人员

188020******* 男 群众 1980-08-03 专业技术人员

188020******* 男 共青团员 1987-07-04 服务性工作人员

188020******* 男 群众 1981-04-29 工人

188020******* 男 共青团员 1999-08-17 服务性工作人员

188020******* 男 群众 1991-01-16 专业技术人员

188020******* 男 群众 2000-08-11 学生

188020******* 女 群众 1992-06-12 商业工作人员

188020******* 男 共青团员 1997-10-19 商业工作人员

188020******* 男 群众 1996-05-16 工人

188020******* 男 群众 1979-05-23 专业技术人员

188020******* 男 群众 1998-11-24 服务性工作人员

188020******* 男 群众 1997-08-08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88020******* 女 群众 1996-11-21 服务性工作人员

188020******* 女 群众 1981-10-17 专业技术人员

188020******* 女 群众 1977-01-20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88020******* 男 群众 1996-02-15 服务性工作人员

图 4 学生对学习方式的偏好情况统计

表 1 招生系统导出学生信息截图（部分）

图 1 学生在职学习情况统计

图 3 学生对该课程内容学习需求情况统计

图 2 学生学习背景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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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生网上学习方式统计

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的情况；在制作网络课程时，
除了学习视频，也应进行适当的文字讲解，帮助学生更
好地掌握学习要点。
2.2.4 学生对考核方式的偏好情况

由图 7 可见，在该课程的考核方式上，调查中的所
有学生均选择了形成性考核的方式。由此，该课程考核
应认真设计形成性考核的形式、题型和内容等。

综上所述，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生认为审美
相关知识的学习是有必要的；在学习方式方面，大多数
学生选择了文字教材、 网络课程和面授课相结合的方
式；在网上学习时，大部分学生更喜欢观看学习视频的
方式， 认为学习视频时长最好控制在 5~10 min 左右；
在考核方式方面，学生倾向于形成性考核。 此外，在被
问及对该课程的教学有哪些期望时，不少学生表示，希
望课程内容理论性不要太强，能够与生活实践相结合；
作为通识类课程，希望课程考核的难度不要太高。

根据教学要求和学生的特点及需求， 该课程的设
计应注重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课程内容要实用，要少
而精，理论性不宜过强，并且要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贴
合；二是要做好课程形成性考核的设计；三是课程内容
的载体要相互配合，做好各类教学媒体的互补性设计，
使文字教材、5 min视频课程、 网络课程与面授课能够
有效结合，帮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体验。

3 课程设计与多种媒体教学资源使用
3.1 课程资源设计

该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总体目标是， 建设满足学生

多样化自主学习需求的多种媒体教学资源。 根据该课
程的情况和学生的实际需求， 该课程的多种媒体教学
资源应包括文字教材、5 min视频课程和网络课程。
3.1.1 文字教材

文字教材应由学科专家依据专家审定后的课程教
学大纲编写。 文字教材是本课程教与学的基础教学资
源，囊括了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是学生自学的基础，
是建设 5 min 视频课程、 网络课程资源和课程考核的
基本依据。通过对文字教材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审美
入门常识，包括审美的一般概念、审美是怎么发生的、
审美的基本法则、常见的审美现象、审美对生活的影响
等。 教材在体例和版式设计上应注重简练、明晰。 在教
学内容的传授上应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强调内容的通
识性。在行文风格方面，教材编写用语应亲切、自然、深
入浅出，结合学生的审美实践，促进学生进行有意义的
学习。
3.1.2 5 min视频课程

5 min 视频课程是与文字教材配套的专题性视频
教学资源，主要针对教学重点和难点进行视频讲解，突
出案例教学的展示性和体验性。5 min视频课程讲解体
例详见图 8。

图 8 5 min 视频课程讲解体例

3.1.3 网络课程
网络课程全面整合文字教材、5 min 视频课程资

源，补充教学活动、作业、考试、评价等环节，满足学生
基于网络完成该课程学习任务的需求。 网络课程可以
实现对文字教材、5 min视频课程等资源的集成、 动态
更新和补充，是引导和辅助学生自学的主要学习空间。
通过将学习资源呈现、在线交流互动、形成性考核作业
提交、 过程监控等功能的有机结合， 实现网上教学过
程。鉴于该课程强调与学生审美经验相结合的特点，将
注重内容呈现的直观性、生动性、通识性和丰富性。 该
课程的页面设计应简洁、实用、便于互动，给学习者呈
现出最直观的课程形态，提高学习者的使用效率。该课
程也应设计审美体验的学习活动， 为学生的审美实践
提供指导。

总体而言，该课程旨在建设通识性强、形式轻松、
与学生审美实践贴合的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的建设采
取“文字教材 + 5 min 视频课程 + 网络课程”的模式，
充分发挥不同媒体资源的特点， 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
务，使学生能够认知一般的审美现象，掌握审美入门的
一般性常识， 将所学的审美知识应用于生活中的审美
实践中，培养自觉审美的意识，增强审美能力。

在考核方式方面，基于学生需求和课程特点，该课
程的考核应采用随学随考、100%形成性考核的方式进
行，基于网络课程的学习过程完成。由于该课程教学注
重审美的体验，考核内容注重结合学生的审美实践。通
过形成性考核的方式，引导学生重视学习过程，达成学
习掌握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目标。

3.2 课程教学设计与多种媒体教学资源使用
基于学生需求，该课程拟采取以学生自主学习为

（下转第 139页）

图 6 学生每天学习视频时长统计

图 7 学生对考核方式的偏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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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 学习参与度 自学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学习满意度 考核方式

2017-2018 60% 弱 弱 58% 卷面+平时（课堂+作业）

2019-2020 90% 中等 较强 80% 卷面+平时（课前+课堂+课后）+额外激励

绩，改革为平时每隔一段时间就公布学生的平时成绩，
让学生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完成学习的情况， 让教师及
时发现自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改进。

除了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估之外， 还应设置学生对
教师的教学评估。 这个过程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进行。调查的内容可以分为：对该课程教学目标达成的
满意度评价；对教师讲授的教学过程、内容、方式、师生
互动情况以及课程难度进行评分； 在学习该课程中遇
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对课程和教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通过这个环节，可以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对这门课程
的学习过程的评价，有利于教师改进自己的教学模式。
3.4 教学改革效果

根据以上的教学成果评价体制， 以陕西能源职业
技术学院的机电专业为例， 得到改革前后学生表现情
况对比表和成绩情况对比表。

4 结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注重学思结合。
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改进教育
教学评价，根据培养目标和人才理念，建立科学、多样

的评价标准”的指导思想与 OBE教育理念是相契合的。
将 OBE 理念引入高等数学教学中，是一次积极的

尝试。 通过对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部分专业的教学
实践，基于此理念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 增强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学
生的学习成绩及学习满意度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及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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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 优秀(>=90) 良好(80-89) 中等(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
2017-2018 2% 2% 2% 50% 43%
2019-2020 3% 11% 18% 53% 15%

表 3 高等数学改革前后学生成绩情况对比表

表 2 高等数学改革前后学生表现情况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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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辅导教师导学为辅的教学设计方案。

文字教材、网络课程均应设置导学模块，为学生提
供学习该课程的指南，为辅导教师提供辅导该课程的
指南。

学生按照学习指南分模块自主学习课程教学内
容。 学生的学习路径见图 9。

图 9 学生的学习路径

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特点和学习习惯，按照计划，
自定步调地完成包括阅读文字教材、 进入网上学习空
间、观看 5 min 视频课程、学习网络课程、完成练习、参
与在线讨论、进行学习测评等一系列活动。辅导教师的
导学路径见图 10。

图 10 辅导教师的导学路径

教师应以“六网融通”为导向 [5]，引导学生充分、合
理利用课程的多种媒体教学资源。根据教学大纲要求，
以网络课程和文字教材为依据， 课前安排学生阅读文
字教材、观看学习视频，并布置预习作业。 建议组织学
生成立课程学习小组， 发挥学习小组在学习活动实施

中的作用，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 在面授过程中，结合
文字教材和 5 min 视频课程，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同时
解答学生的提问，布置和指导课后复习作业等。辅导教
师应根据教学需要，通过在线课程论坛或建立 QQ 群、
微信群等方式，及时了解并解答学生学习中的疑问，组
织各类在线学习活动，如答疑、讨论、调查等，对学生的
自主学习开展及时有效的支持服务。

另外，该课程注重学生的审美体验，辅导教师应鼓
励学生积极开展课后审美体验活动， 引导学生将审美
体验与学习体会在课上进行交流与分享， 或在课程讨
论区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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