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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混合式教学模式已经广泛应用于高职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但是现行的学分认定体系不能满足混合式教

学模式下的教育新生态的需求。为了提高高职专业课程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通过高职专业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实践探

索，提出构建切实可行的学分认证体系，从而提升教学评价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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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redit Certification System of Specialized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t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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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ended teaching mode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specialized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owever, the

current credit system has inabilit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new educational ecolog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pro-

fessional course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practice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 in specialized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o

as to propose a feasible credit certification system, thus, it help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evalua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lended teaching; specialized courses; credit certification

收稿日期：2019-10-12
基金项目：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教学改革项目“‘1234’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背景下学分制改革的实践探索——以商务英语
专业为例”（浙工贸院办[2018]11号）；2018年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教学类项目“数字外贸（英语版）”（浙工贸院办〔2018〕15号）

作者简介：王星远（1979—），吉林人，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育、教学的研究。

“互联网＋”时代的职业教育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成为高职专业课

程教学的主要教学模式[1]。如何认定线上学习的学

分并纳入高职学校的学分体系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之

一。2016年9月，教育部（2016）印发的《关于推

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意见》中强调高

校可“自主制定外校课程认定的种类、数量以及外

校课程学分所占最高比例”“建立健全学分认定机

制”等等。由此可见，教育部鼓励高校进行自主制

定校外课程学分认定办法。目前高职院校针对通识

课程、选修课进行线上学分认证的实践探索已不

少，但是针对专业课程、必修课程的学分认定还存

在很大分歧。基于中国大学慕课资源，构建合理可

行的高职专业课程学分认证体系，能够促进高职混

合式教学评价机制的创新。

一、高职专业课程的教学现状

（一）高职专业课程混合式教学现状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课程设置分

为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其中专业

（技能） 课程紧密联系生产劳动的实际和社会实

践，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培养，这与人

才培养目标相一致。因此，建设好专业课程直接关

系高职人才培养的质量。高职院校虽然已经开始混

合式教学模式，但为了保证课程的普适性，学校一

般主推公选课程依托第三方在线课程平台开展混合

式教学的尝试。专业课程还没有深入实践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

步，高职专业类课程依托网络平台开展混合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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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非常重大。

（二）高职现行学分认定现状

混合式教学模式已经被社会广泛认可，同时也

是高等学校学分互认最常见的一种教学模式。到目

前为止，虽然国家层面和省层面都出台了相关学分

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但是各学校在执行学分互认的

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学分转换类型、

在线课程学分占培养方案的比重等[2]，学分互认的

实施仍然缺乏系统性的科学标准。高职院校也在尝

试学分互认体系构建，其主要工作集中在学分认定

和学分转换两个方面，至于线上课程的质量如何和

师资如何都无从评定；线上课程如何使用，也全凭

教师以及相关的教学管理部门的经验做出决定。

二、高职专业课程学分认证体系构建

（一）认证标准制定

2015 年 4 月，教育部(2015)印发《关于加强高

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 (教高

［2015］ 3号)提出，“将通过本校认定的在线课程纳

入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并制订在线课程的教学效

果评价办法和学生修读在线课程的学分认定办法”

“鼓励高校开展在线学习、在线学习与课堂教学相

结合等多种方式的学分认定、学分转换和学习过程

认定”。

学习线上课程资源已经成为混合式教学的主要

方式，因此如何认证线上课程的学分并制定标准是

高职专业课程学分认证工作的关键。线上课程学分

认定包括本校线上课程学分认定和外校线上课程学

分认定两种形式。专业课程的教育教学目标充分体

现本行业、本专业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等，

切实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学分制为学习混合式教学课程的学生提供了一

种制度环境，为维护学生的学习成果提供了有效保

障。混合式教学中在线课程认定以在线课程遴选标

准和在线课程学分赋值标准为抓手，有效利用在线

资源，实施混合式教学。在线课程的选择首先选用

学分对等的课程；其次选择与开课学校类别等级相

近学校的课程（或根据专业课程和学生的实际情

况，选择高一级别学校的课程）；最后选择国家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省级在线开放课程。在线课程

学分赋值标准分为完全认可线上课程学分（慕课证

书可抵本门课程的所有学分）和部分认可线上课程

学分（慕课证书可抵本门课程的部分学分，专业类

课程建议比例1：1）两种方式。

目前，可从教育部 2017 年和 2018 年认定的

1291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遴选和认定，也

可以根据学生和专业的实际情况等遴选省级或本校

优质在线开放课程资源。结合专家评估、学生评价

以及综合评定等方式选择在线开放课程的学分的认

定类型，即完全认可学分还是部分认可学分并按一

定比例进行学分赋值。

（二）学分认证体系构建

目前高职高专院校践行的学分制改革主要涵盖

三个要素：在线资源、管理者和学习者。[3]在线资源

主要指在线开放课程，它是学分认证的对象，它的

课程质量决定了课程是否被认证，以及可以认证多

少学分。管理者一般指的是高校的教学管理部门，

它是学分认证的主体，在学分认证的过程中发挥着

指导、决策等作用。学习者是学生，是学分认证的

利益相关者，完成在线学习并获得学分。专业课程

的学分认证体系构建归根到底是进一步完善专业课

程的评价体系。高职高专专业课程在自身发展过程

中也需要更高级别的理论体系支撑，因此，引入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尤其是本科优势专业的专业课程作

为评价的一部分符合高职专业课程教学的需求。

但学分制改革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

例如如何鉴定课程的质量，如何确定在线课程在学

分中的占比，本科专业课程的理论体系是否适合高

职高专学生，在线课程的教学内容如何取舍等等。

因此，构建第三方学分认证机构是当务之急。第三

方学分认证机构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不

仅为高校教务部门遴选课程提供依据，而且架起在

线课程和学生之间的桥梁，保证学生学习的质量，

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专业课程学分认证模型构建如

图1所示。

三、高职专业课程学分认证实践探索
——以商务英语专业课程《外贸英语函电》
为例

（一）O2O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工贸学院）已与

福建农林大学签订慕课合作协议书。福建农林大学

主要负责提供优质的在线课程学习资源，即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外经贸英语函电》，保证课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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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开放时间。工贸学院教师积极配合在线开放课

程的学习，对学生做好监督、管理和推动学习的工

作。两校教师共建外贸函电课程教学和科研团队，

共同备课并制定线下教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实现线上线下教授内容一体化。

根据布鲁姆认知目标层次理论，将教学目标分

为浅度学习目标和深度学习目标，浅度学习目标通

过线上学习慕课完成，深度教学目标通过线下面对

面学习完成。慕课教学团队与本校教师教学团队共

同商讨教学进度，整合教学内容，满足高职学生对

专业课程的需求。同时，本校教学团队针对本校学

生专业学习的特点，构建线上与线下有效互动的混

合式课堂，即线上课内、线上课外、线下课内、线

下课外的四域课堂。线上学习是混合式教学的难

点，线上学习不仅有慕课团队教师的指导、监督和

考核，而且本校教师在线上课内和线上课外教学过

程中通过下发学习任务单，超星平台发布慕课学习

线上测验，在线讨论，在线直播等等，切实提高学

生在线学习的学习效果。本校教师线上的监督和指

导是保障学生线上学习成效的关键。外贸函电课程

混合式教学的具体流程见图2。
（二）评价体系重构——学分制改革

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已经成为当今高校教学

图1 专业课程学分认证模型

图2 混合式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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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主流，教学评价的机制体制也应该随之而改

变。高职的学分制改革是基于学生职业需求分析，

从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根据混合式教学的要

求，将线上学习效果真正纳入考评体系中。以高职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外贸函电》为例，线上慕课学

习已经完全纳入学分考评体系中，并执行线上线下

学分互不相抵原则，但线上、线下均可补考、重

修。学分体系构成比例见表1。

（三）学分制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在线课程质量参差不齐，高职专业课教师选

择课程困难重重

在线开放课程都是基于名校名师效应确定的，

并没有形成严格的课程标准与评估机制[4]，因此一

门课程应该授予多少学分完全由授课学校凭经验决

定，这样就造成了广大教师对课程质量的担忧。本

科院校的在线课程数量远远高于高职院校，高职专

业课教师在选择课程资源的时候时常担心学生的知

识基础是否匹配本科院校的在线课程，因此校际学

分壁垒问题非常突出。

2.学分的认定类型以及认定权重标准模糊不

清，管理机制不够完善

从现行的学分制管理体制看，大多数学校规定

在线课程的学分完全可以抵选修课的学分，但是对

于专业课程，并没有就在线课开放课程的学分占培

养方案总学分的比例与权重做出标准，专业课程学

分认定比例与权重设置的随意性较强。另外，学分

制改革后，在线开放课程与教务管理系统不能融

合，例如，教师评定学生的最终成绩还需要手动完

成等等。

3.在线学习的成果难以有效测评，学生在线学

习的可信度遭到质疑

线上学习课堂中师生处于不同学习空间，即使

教师一直在线指导和监督，也无法完全保证学生的

有效学习时间，评估结果可能出现偏差。线上学习

环境中，外界干扰因素较多，学生学习的有效性与

学生自身的自觉性和自控能力息息相关。因此，如

何保证混合式教学中线上学习的有效性受到各方面

的质疑。

综上所述，混合式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大势所

趋，高职院校专业课程结合行业特点和岗位需求，

依托国际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开展线上学理论，

线下练实操的并联式教学方式。与之相匹配的学分

制改革顺应混合式教学模式，使学生评价更加客

观、公正，但是在学分制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也出

现了许多问题有待各方一并解决。高职专业课程的

学分认证初步体系已经构建，但是更期待权威的第

三方学分认证机构全面把控学分认证的比例和权

重，切实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有效性。

表1 外贸函电课程学分构成表

专业课程《外贸函电》总学分4学分

线上学分：2学分

慕课平台考
核（中国大
学MOOC）
本校教学平
台考核（超
星学习通）

线上签到：10%
慕课平台讨论：10%

慕课平台测验和作业：40%
线上直播参与：10%
外贸常识测验：10%
信函撰写作业：20%

线下学分：2学分

个人自评：20%
小组互评：30%
教师评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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