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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以验光技术课程为例

徐 良，易际磐，冯美玲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目的：探索基于超星学习通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与效果。方法：以验光技术课程为例，基于超星学

习通平台开展混合式教学。结果：混合式教学模式紧紧围绕以教师为主导与以学生为主体相合的教学理念，能够较好

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提高了验光技术

课程的教学效果，对验光技术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结论：基于超星学习通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作为一

种全新的教学模式,既克服了远程教育中存在沟通交流的障碍，又打破了传统单一的课堂模式，并使二者优势互补，值

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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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lending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Superstar Learning APP
--TakingOptometry Cours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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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the Blending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Superstar Learning APP.

Method: Taking the course of optometry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and developing blended teaching based on Superstar Learning plat-

form. Result: The Blending Learning Model closely revolves around the teaching idea of teacher-led and student-centered. The initia-

tive of students can be better mobilized,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can be stimulated,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and teamwork abil-

ity of students can be cultivated, and the course of optometry technology can be improve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optometry. Conclusion: As a brand-new teaching mode, the Blending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Superstar Learning not only overcomes the obstacles of communication in distance education, but also breaks the traditional

single classroom mode, mak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wid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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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教育的深入发展，出现了混

合式教学模式，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进入 21 世纪，教育技术学界在总结近十年的网络

教育实践成果基础上赋予混合式教学新的内涵：

“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E-Learning 的优势结合

起来，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

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

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1]。

可见，如何有效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结合传统的

面授课堂教学形式，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目前

众多学者研究与关注的问题。充分运用超星学习通

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方式，旨在探索课堂教学内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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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让学生易于接受、乐于接受，从而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便于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进而提升学

生的的就业竞争力。

一、认识超星学习通

超星学习通APP是在大数据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一个可面向智能手机、电脑等集教学与学习为一体

的网络学习平台。通过该App可以在线浏览图书、

期刊、杂志、讲座等各种学习资源。教师可利用该

APP开设专业学习课程、进行分组讨论、分类管理

学习资源、创建个人专题、为课堂教学提供方便快

捷的学习服务。同时，其上传下载、分组讨论、通

知签到、作业评分、投票统计等基本功能强大，便

于实时记录并进行相应数据统计，教师开展的活动

与班级的学习过程能根据统计数据适时调整以适应

课程教学的开展，有助于教学研究。

二、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验光技术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各种验光方法的理

论与操作、各种屈光状态配镜处方的制定，采用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做”一体化的教

学模式进行，但是传统教学过模式仍存在如下

问题：

1.学生学习缺少主动性。验光技术课程与验光

员岗位是紧密对接的，需要学生深度学习，即能够

批判性地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将它们融入原有的

认知结构中，并能够将已有的知识运用到真实的屈

光不正案例中，解决实际问题。传统教学中，教师

以灌输的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停留在机械

地、被动地接受知识和孤立地存储信息的浅层学习

层面[2]，自身学习的主动性没能发挥出来。

2.师生之间缺乏互动。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

教师在面对面教学中，讲多练少面面俱到，很少与

学生进行互动；学生忙于完成任务，仅进行一些浅

层次的交流，教师难以得到学生的准确反馈信息。

3.验光硬技能不扎实。尽管采用了教学做一体

化教学，但由于课时限制，学生每次在课堂上能按

照步骤对 1位受试对象进行验光操作。然而验光硬

技能的提升依赖验光人数的积累，需要从反复的实

践中挖掘职业体验和感悟，因此教学目标难以

实现。

4.验光软技能欠缺。本课程与验光员岗位是直

接对接的，传统教学模式中注重验光硬技能的传

授，验光员所需软技能传授无法真正实现。软技能

即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和

知识应用能力等，因此课程与岗位出现了明显的

脱节。

综上所述，验光技术课程的改革创新迫在眉

睫，应根据眼镜验光员的工作需求探索出科学的教

学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三、基于超星学习通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实现

目前国际教育技术界的共识是，只有将面对面

教学与网络教学结合起来，使二者优势互补才能获

得最佳的学习效果[3]。因此，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

建必须建立在面对面教学与网络教学二者相互作用

的基础之上，通过不断进行综合性评价，逐渐达到

最优教学效果。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的实现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准备阶段

（1）根据教学目标制定教学内容。教师首先要

根据教学大纲制定教学内容，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

须制定独立的知识点以利于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4]。

为此，需要将整个课程按照知识结构分解成若干模

块，每个模块再划分为若干小的知识点。

基于上述思想，对验光技术课程内容进行解构

与调整，将课程内容划分为 7 个模块，如表 1 所

表1 教学内容设置

教学模块

验光流程

电脑验光

检影验光

主觉验光

老视验光

特殊患者的验光

配镜处方原则

知识点数量/个

2

3

3

3

3

4

4

教学内容

验光概念、验光三个阶段

电脑验光原理、操作方法、验光单的解读

检影验光原理、模型眼检影、真实人眼检影

主觉验光原理、操作方法、配镜处方的书写

老视验光原理、操作方法、老视的矫正

儿童验光、白内障验光、角膜病验光、低视力验光

近视处方、远视处方、散光处方、老视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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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模块之间相对独立，但各模块串联起来构成完

整的验光系统。

（2）开发并建立课程教学资源。教师根据教学

知识点制作教学PPT、教学视频、微课等多种形式

的教学资源，并收集与教学知识点相关的网络资

源，将资源发布于超星学习通平台，供学生下载和

学习。教学视频可以由课程主讲教师亲自录制或者

使用网络上优秀的开放教育资源。对于课程中需要

动手实践的内容制作成微课，方便学生进行观看与

练习。PPT内容不能太过繁琐，应突出某一个知识

点。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将历届学

生中优秀的作业、实验置于在线教学平台中，供其

他学生观摩学习。

（3）在线教学平台培训。在课程开始之前，要

求班级成员下载注册超星学习通平台后加入教师的

课程，教师对平台的使用做详细介绍。

2.实施阶段

（1）课前准备。为了提高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效

率，教师在课前将每个模块的知识资源通过 PC端

上传至超星学习通平台，课前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

发布课前通知和预习内容，学生接到通知后，利用

手机端进行课前线上预习和测试，如有疑问可在讨

论区、聊天区展开生生讨论和师生答疑，同步产生

课前数据分析。验光技术课程的实训项目占总课程

的40%左右，课前操作视频的观看可以提高课上的

学习效率；其次在超星图书、扩展阅读和资源库等

调用相关实训项目的资源供学生参考，减少学生盲

目找资料的时间，提高学习效率[5]。

（2）课堂教学。首先，教师检查上单元课后练

习和案例收集情况，以小组汇报的形式展开，锻炼

学生的口头表达和思辨能力，促进知识的构建。然

后教师检查本单元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通常以提

问的形式开始，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选人或抢答功

能抽取，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根据学生的回答情

况，超星学习通平台可予以赋分，作为过程性评价

的依据之一。接着，教师根据课前的平台数据分析

和学生问题解答情况，剖析重难点与操作技巧。之

后通过超星学习通平台推送实训任务及作业，验光

技术的实训项目需要学生之间的相互协作方可完

成，通过超星学习通平台线上随机分组的模式，将

每一组学生分成 8 个小组，每次分组的成员不固

定，既增强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又避免分组疲

劳，而且增加了屈光案例的多样性。由于课前已完

成知识点的学习，课堂操作环节教师有较多跟学生

交流和答疑的时间。面授课结束前由学生在超星学

习通平台提交实训问题和作业，同时开启生生评价

和教师评价模式，考查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以及交

互式学习能力。在整个面授环节，要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使每一位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不断巩固并内化所学知识，促进对实验原理、每个

操作步骤含义的深刻理解，实现教学模式从原来的

“讲多练少”过渡到“精讲多练”，从原来的面面俱

到过渡到只侧重于重难点问题，进而提高教学

质量。

（3）课后练习。课后内容由教师在超星学习通

平台发布，包括阶段性测试、操作练习的成果展

示、拓展资料的阅读等，学生根据自己课堂掌握情

况和需求，有目标、有步骤地展开自主学习。成果

展示部分要求每个小组课后按照要求完成操作练习

和真实案例采集，小组成员需查找资料、挖掘角

度，进行验光配镜处方的制定与讨论，然后归纳总

结小组讨论的结果，形成小组成果在下次课堂上汇

报展示，每次由不同组员上台汇报讨论，课后将修

改稿和反思总结发布到超星学习通平台上共享给所

有同学。小组长负责检查、督促小组成员按时完成

案例收集，并及时召集小组成员集体讨论。讨论要

有讨论记录、视频或图片，以体现讨论过程。该部

分是过程性学习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档资料转

化为可重用、可再生的学习文化资源和教育改革资

源，以促使教育系统进入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超循

环”和自组织系统[6]。关于拓展资料，学生可以根

据自身情况安排学习，有助于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

3.评价阶段

混合式学习的评价应围绕学生线上、线下学习

的过程和结果展开，要打破传统教学评价单一性的

缺点，全面了解学生线上与线下的学习表现，重视

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7]。为此，在该阶

段根据岗位的能力需求合理设置真正能有效检验学

生能力的多元化考核项目，如个人成果汇报展示、

小组讨论、网络或课堂中交流的活跃度、操作技

能、理论知识等作为评估准则，既有硬技能的考核

也有软技能的考核，对学生的评价更全面、客观、

准确。所设计的评价体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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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计多元的评价方法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

进，评价的结果有利于教师对混合式教学设计的效

果作出评判，并为后期的改进提供依据[7]。

四、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混合式教学模
式的实施效果

针对本次课程所采用的教学模式，以所授课两

个班级70位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授课方式满意度；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情

况；实践动手能力提高情况；沟通表达能力提高情

况；团队合作能力提高情况；交流互动满意度。评

价共分为三个等级：满意、较满意、不满意。调查

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 2可知，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混合式教学

模式能较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提高了验光

硬技能和软技能，师生互动交流较多，该教学模式

引入效果良好。作为一种新型的线上教学工具，超

星学习通平台在实际教学中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有

助于教学。

五、结束语

传统教学中存在“学习主动性差”“实践能力不

够”“师生缺乏交流”等缺点，基于超星学习通平台

混合式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既克服

了远程教育中存在沟通和交流的障碍，又打破了传

统单一的课堂模式，使二者优势互补。围绕以教师

为主导与以学生为主体相合的教学理念，较好地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职

业能力，提高了验光技术课程的教学效果。混合式

教学模式对教师的教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关

注“如何教”，更要关注“如何促进学”，其开展有

效性受到教学环节的设计[8]、师生的有效交互[9]、学

习过程的监督管理等多因素影响；如何确保超星学

习通平台在混合式教学中的充分使用，使在线学习

资源与教育技术更好地推动教学的进步，还有待更

多的教学实践探索。

表2 学生满意度调查表

评价指标

授课方式满意度

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情况

实践动手能力提高情况

沟通表达能力提高情况

团队合作能力提高情况

交流互动满意度

满意

人数

66

56

53

49

60

57

比例/%

94

80

76

70

86

81

较满意

人数

4

8

14

13

5

11

比例/%

6

11.5

20

18.5

7

16

不满意

人数

0

6

3

8

5

2

比例/%

0

8.5

4

11.5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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