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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环境生态学课程中实施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并构建了一个全面且多元化的课程

考核评价体系。该体系以学生为核心，以教师为引导，综合评估了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课堂互动以及

课后巩固拓展等各个阶段的学习特点和需求。学生的在线学习参与度、任务完成情况、线下课堂表现以

及期末考试成绩等均被赋予了相应的权重，以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效。此外，教师还根据平

台统计数据，对学生的在线学习行为进行分析，以更好地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难点，从而调整教学策

略，实现个性化教学。这种多元化的考核方式不仅允许学生在不同方面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而且能够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通过两轮教学实践的验证，我们观察到学生的课程总评平均成绩稳步

提升，同时他们在独立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方面的能力也得到了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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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blended online-offline teaching model in environ-
mental ecology courses and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ified course assessment system. 
The system centers on students, guided by teachers, 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students’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at various stages, including pre-class self-study, classroom inter-
action, and post-class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Th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task 
completion, in-class performance, and final exam results are all assigned appropriate weights to 
fully and accurately reflect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In addition, teachers also analyz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behaviors based on platform statistical data, to better understand students’ learn-
ing needs and difficulties, so as to adjust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achieve personalized teaching. This 
diversified assessment approach not only allows students to demonstrate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in various aspects but also stimulates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Through 
the verification of two rounds of teaching practice, we observed a steady increase in students’ over-
all course grades,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in their abilities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solve environment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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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 MOOC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和 SPOC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为代

表的一系列“互联网 + 教育”平台，突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由此产生的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正逐渐被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所采纳和应用[1] [2]。环境生态学是研究人为干扰条件下，生物

与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以及生态系统的内在变化过程、规律和机制，探索运用生态学理论来解决

全球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的一门科学[3]。在新时代环境保护人才的培养中，环境生态学占据着至关重要

的地位，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学科之一[4]。作为我校环境科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环境生态

学在大二上学期开设。为了提高环境生态学课程的教学质量，我们利用中国大学 MOOC 在线课程平台，

构建了环境生态学异步 SPOC 课程，并通过几轮教学实践证明了其良好的教学效果[5]。课程考核作为教

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其方式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和投入的精力[6]。因此，

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对于提升教学质量至关重要。本课程的教学团队在持续优化混合式课

程教学内容的同时，构建了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体系，并将其应用于教学实践。 

2. 环境生态学 SPOC 混合式课程教学内容优化 

作为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之一的环境生态学，其核心任务是运用生态学理论，阐释人类与

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寻求对因人类活动干扰而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重建和保护的生态学策略，

以确保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性。通过中国大学 MOOC 在线课程平台，利用河南城建学院的“环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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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程资源，构建了异步 SPOC 课程。结合本校环境科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选取李洪

远主编的《环境生态学》(化学工业出版社)和盛连喜主编的《环境生态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本

课程的官方教材和参考资料，并对教学内容进行了适当的筛选和整合优化。例如，生态监测与评价、环

境污染及其生态效应、生态规划等章节内容与后续课程如“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毒理

学”和“环境规划与管理”等存在重叠，因此在教学中不会作为重点内容进行详细讲解。此外，根据学科

的最新研究进展，及时更新和补充教学内容，例如在生物多样性与保育章节中，补充了蔡颖莉等(2024)的
文章“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演进、主要措施与发展趋势”[7]。在生态系统服务章节中，补充了郭宗

亮等(2022)的文章“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进展与展望”[8]等。基于此，我们构建了一个以生态系统服务为纽

带，涵盖生态学基础知识(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景观)的环境生态学课程教学内容框架(图 1)。 
 

 
Figure 1. Restructur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environmental ecology 
图 1. 重构环境生态学教学内容 

 
生态系统是由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无机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一个动态、复杂的功能单元[9]。为

了满足急剧增长的粮食、淡水、木材、纤维、燃料等物质性产品的需求，过去六七十年间，人类对地球生

态系统的影响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快速和广泛，这导致了全球变暖、环境污染、土地退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等生态与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是实

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

础。生态系统恢复的目标是在最大程度上恢复生物多样性，确保生态系统健康和完整性，实现人类福祉

[10]。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和合理管理现有的自然资源，以恢复或维持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已经

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 

3. 环境生态学 SPOC 混合式课程教学实践 

在当前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混合式教学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基于中国大学 MOOC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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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搭建的环境生态学 SPOC 课程，通过融合线上与线下教学资源，实现了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升级。 

3.1. 课前线上预习 

准备课前教学预习资源，是实施过程性评价和线上教学考核的基础。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在中国大

学 MOOC 平台发布学习任务，明确指定需要学习的课程视频、自制课件、阅读资料等，引导学生进行课

前线上学习。同时，教师需及时在后台监控学生课程预习过程的数据，以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线上学

习各任务点的完成度将成为课前预习成绩的评判标准和主要组成部分。作为教学的主导者，教师将通过

后台对未参与预习的学生发送消息提醒、督促他们完成课前预习，这将为后续课堂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

的基础。 
此外，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教师可以设计一些互动性强的预习任务，如在线

讨论、小测验或问题解答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预习材料，还能促进学生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这些互动环节，教师能够及时发现学生在预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课堂上给

予针对性的解答和指导。同时，这些互动活动的参与度和表现也将作为评价学生课前预习效果的参考依

据之一。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在进入课堂之前就已经对即将学习的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思考，为深

入学习和讨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2. 课堂线下知识内化 

环境生态学课堂教学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重视培育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结合多媒体技术和中国大学 MOOC APP 慕课堂，主要采用“问题驱动法”教

学模式，该模式强调通过训练学生“发现并解决问题”来促进从表层学习到深层学习的转变。依据学生

的课前预习情况，教师团队应在学生遇到困难的地方深入讲解，在学生容易理解的地方则简略带过；对

于学生能够自主掌握的知识点进行简要说明，而对于难点和重点知识则进行详细和精辟的讲解。此外，

课堂上还适时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鼓励学生之间“兵教兵”，以确保不同水平的学生能在适宜的环境

中解决自己的疑惑。对于关键和难题，教师还可以通过慕课堂发布预先设计的随堂测验，以评估学生的

学习成效。为了提升课堂氛围并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的课堂参与行为，如积极发言和抢答等，都

会被记录下来，并根据回答的准确性以及讨论的质量进行评分，这些评分将计入课堂互动考核。 
在课堂知识内化的过程中，教师团队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通过案例分析、

角色扮演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鼓励他们提出独到见解和创新解决方案。

同时，教师应适时提供反馈，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思考的盲点和误区，从而促进其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此外，课堂上还应设置一定比例的开放性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答案，旨在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和自

主学习能力，使他们能够在课后继续深入研究，形成持续学习的习惯。通过这些综合性的教学策略，学

生不仅能够掌握环境生态学的知识，更能提升其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3. 课后拓展提升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过程摆脱了时空的束缚，学生可以在课后通过完成章节测

验来检验和巩固学习成果。同时，教师会在平台上推送与章节内容相关的书籍章节或期刊文章，供学生

选择性阅读，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并实现个性化拓展提升。为了加强学生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

的能力，专题汇报展示和环境问题调研被设定为奖励性积分活动，不强制要求每位学生参与，仅鼓励感

兴趣的学生自由组团，自由选题来完成。这既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又培养了他们的团结协作能力，

同时确保了提交的课件或调研报告的质量。专题汇报的主题会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及内容不定期发布，例

如在绪论部分的“DDT 的功与过？”、生物与环境部分的“红树林的生存之道”、“火龙果果园晚上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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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通明为那般？”、种群生态学部分的“蝗虫缘何聚群成灾？”、生物多样性保育部分的“高原鼠兔，

是破坏者还是关键种？”、退化生态系统修复部分的“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控磷 or 控氮？”等。希望获

得奖励性积分的学生可以自由组队认领专题，查找资料制作课件，经过班级评议小组评分后，排名第一

的小组将有机会在线下课堂向全班同学分享汇报。 
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动交流的双边活动，是认知探究的过程，也是理解与联系的过程。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中，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在课程平台的讨论板块发帖或

回帖，共同就课程学习过程中的疑惑或环境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平台统计数据可以作为学生讨论部分的

考核依据。 

4.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环境生态学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Figure 2. The whole-process assessment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ecology courses based on blended learning  
图 2.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环境生态学课程全过程考核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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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构成了人才培养的根基，而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作为其核心环节，不仅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成

效的关键工具，也是教师获取反馈、审视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它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指导和调

节作用[11]。“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结合传统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平台，将讲授型课

堂转变为自主探索式学习环境。依据混合式教学的特性，环境生态学课程的考核分为形成性评价和终结

性评价两个部分。形成性评价贯穿于课前、课中及课后整个教学流程，包括学生出勤、线上学习活动如

视频观看、讨论、作业提交、章节测验、模拟考试以及线下翻转课堂的分享汇报、环境问题调研等评价

指标。而期末考试则作为终结性评价的依据。环境生态学课程的全过程考核评价体系详见图 2。 
创建一个既合理又科学的学生成绩评价机制，目的是在点燃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也能够对教学成

果进行有效评估。针对“环境生态学”课程，我们以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为指导，基于全过

程的多元化教学评估体系，制定了合理的课程综合评价标准和权重比例。课程评价标准考虑了学生在不

同阶段的学习特点和需求。形成性评价主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通过持续的反馈和指导，帮助学生及

时调整学习策略，提高学习效率。终结性评价则侧重于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最终检验，确保学生在课程结

束时能够达到预定的学习目标。 

5. 环境生态学课程混合式教学评价指标与权重 

基于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及慕课堂，将课前、课中、课后学生主要活动和能力目标为依据，参考杨

晨晨(2021) [12]、尹小华(2021) [13]和王祥仲(2024) [6]基于混合式教学的课程考评体系建立环境生态学课

程混合式教学考核指标及考核评价方法。通过各阶段开展的活动完成对学生知识技能、能力素质培养过

程原始数据收集，通过数据分析为每位学生进行精准的学习状态画像和评价。学生主要学习活动、能力

目标和评价指标及权重见表 1。 
 

Table 1. Students’ main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 weights in environmental ecology courses 
表 1. 环境生态学课程学生主要学习活动及评价指标权重 

评价阶段 评价方式 项目 能力目标 评价方式 权重 所占分数 

课前 过程性评价 

1) 是否浏览课件、观看

视频时长 学习态度 数量：系统统计 0.25 15 

2) 完成课前测试 知识技能 主观题(教师评价) 
客观题(系统评价) 0.05 3 

3) 指定资料阅读与查询 信息素养 任务点完成情况 0.05 3 

4) 平台提问(反馈学习

难点)、师生互动 
交流互动、 
学习能力 发言次数：系统统计 0.05 3 

课中 过程性评价 

1) 出勤 学习态度 数量：系统统计 0.05 3 

2) 课堂测试、课堂提问 知识技能 被随机抽取次数：系统统计 
客观题：系统评价 0.05 3 

3) 翻转课堂 学习能力、创新

能力 

次数：系统统计 
质量：教师评价 +  

学生互评 
0.05 3 

4) 小组活动 学习态度、知识

技能、交流协作 
任务完成质量：学生组间 

互评 + 教师评价 0.0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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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后 过程性评价 

1) 课后作业、期中考

试、专题调研 
学习态度、知识

技能、创新能力 

次数：系统统计 
客观题：系统评价 

主观题：学生互评(教师 
修订) 

0.35 21 

2) 拓展知识体系 学习能力、信息

素养、创新能力 学生互评(教师修正) 0.05 3 

期末综合 终结性评价 期末闭卷考试 理论知识的记忆

及应用能力 教师评价 0.4 40 

6. 环境生态学全过程多元化课程考核效果分析 

在 2022 至 2023 学年的秋季学期，本院环境科学专业的 2021 级和 2022 级本科生在环境生态学课程

中试行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化课程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对 2021 级和 2022 级环境科学本科生在环境

生态学课程中实行混合式考核评价体系的两年实践，我们观察到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我驱动力显著

提升。学生在课前积极预习、主动寻找资料，并且在课堂上积极参与讨论、深入探讨问题。他们主动参

与专题研讨，制作课件，并在展示中表现出较强的专业素养和沟通技巧。学生通过自主研究，有效地发

掘和分析了环境问题，并撰写出质量上乘的调查报告。从学期末的开放式问题回答中，学生们展现出对

环境问题的深刻理解和解决能力的显著提升。 
这种注重过程的评价体系，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管理、综合分析、团队合作以及

创新思维的发展，这种模式的推广也反映在学生课程总评成绩的稳步提高上，见图 3 和图 4。 
用两个年级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和教学过程中收集到的每位学生的相关数据，以学习能力、学习态度、

交流协作能力、创新能力、信息素养和专业技能等考核指标为考察对象，利用 SPSS 软件进行克隆巴赫可

靠性分析，结果如表 2。 
从表 2 可见，α 信度系数均大于 0.7，说明建立的混合式教学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教学质量评价具有较

高的可信度。对于教师而言，混合式评价体系的实施也促使教学方法的更新和优化。教师们通过设计更

具互动性的教学活动和案例分析，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讨和批判性思考。同时，教师利用在线平台对学

生的学习进度进行实时跟踪，并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反馈。 
 

 
Figure 3.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otal evaluation scores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students of the class of 2021 
图 3. 环科 2021 级学生总评成绩频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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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otal evaluation scores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students of the class of 2022 
图 4. 环科 2022 级学生总评成绩频率分布图 

 
Table 2. α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analysis 
表 2. α 信度系数分析表 

 总成绩 专业技能 学习能力 学习态度 交流协作 创新能力 信息素养 

α 信度系数 0.732 0.739 0.704 0.747 0.739 0.709 0.762 

7. 结语 

随着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广泛采纳，课程考核体系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如何与

混合式教学的特色相契合，如何全面衡量课程学习成果，以及如何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这些都是影响

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方面。在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建立并实施《环境生态学》课程的多元化考核

评价体系，不仅能够增强课程教学的成效，还能点燃学生的学习激情，培育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

题的技巧，推动学生全面能力的提升。当然，课程教学的考核与评价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未来的

教学活动中，我们将继续优化这一评价体系，以促进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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