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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慕课的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研究——以《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为例

季英伟

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中国·广东 湛江 524088

摘 要：基于慕课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线上线下教学融合式教学模式，意在为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探讨基

于慕课的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二者融合模式的优点，以及实施的方法，通过这种融合教学模式，既有助于提高教师

教学的效率，也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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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through	MOOC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dvantage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based on MOOCs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rough this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ers’	teaching,	but	also	significantly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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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在 AI 时代，高校的教学模式面临着科技发展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应用前沿的信息技术成果，改革和创新教学模式

势在必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是高校法学专业必

修基础课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这门课内容多，知识

点零散，相较于民法等法学课程不成体系，内容变动性强，

因而学习难度较大。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存在着教学理念保

守、教学形式呆板、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学习效能低等问题，

亟须创新教学模式，通过基于慕课的教学模式改革不仅可以

解决以上问题，而且相较传统课堂教学，其可以显著提高学

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1 慕课与融合教学

1.1 慕课
“慕课”是 MOOCs 的谐音，全称是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这一新型的教育理念是

加拿大学者 Dave Cormier 和美国学者 Bryan Alexander 在

2008 年联合提出的，是指由教师负责的，通过网络在线支

持大规模人群参与的，依托讲课视频、作业练习、论坛互动、

在线考试等各种方式的网络教学过程 [1]。慕课具有开放性、

大规模、公益性、专业性和交互性。慕课以其技术优势、可

行性和实效性可谓是对传统课堂的颠覆，即所谓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也是慕课的核心，其颠覆了

传统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慕课的

开发与设计都是围绕以学生为中心展开的。

具体而言，慕课指的是将教学内容通过模块化的课程

微视频制作，将课程核心知识点浓缩到 10~30 分不等的课

程微视频中，每个的课程微视频，都对应着相应的课程子环

节，如课程资料、签到、提问、抢答、习题练习、章节练习、

投票、讨论、点赞、弹幕、论坛等教学子环节，以微课视频

为教学内容核心，通过高度的开放性、交互性、共享性实现

了传统课堂教学所难以实现的“翻转课堂”。

1.2 融合教学
融合教学指的是基于慕课的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

即将慕课平台的线上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的有机融合。这一

融合教学模式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部分：线上部分是指在行

政法教学过程中，主讲教师制作课程微视频，上传到慕课平

台供学生学习，在课程微视频中一般会涵盖课程核心知识

点，突出重点和难点，方便学生提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线下

部分是指课堂教学中通过对学生学习微视频情况的检验，尤

其通过随堂小测试发现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

进行知识点的讲解，重点进行答疑和解惑，以及相应的知识

拓展，并通过线上签到、抢答、投票、习题练习等子环节实

现翻转课堂，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转变，二

者的有机融合，可以各自取长补短，最大化发挥基于慕课的

线上教学和基于课堂的线下教学的各自优势，实现 1+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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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不仅教师减轻了教学压力，学生减轻了学习负担，

而且增强了教学效果，实现师生的互利共赢，真正的事半

功倍。

2 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融合教学的必要性

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线上线下融合教学在《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课程中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和发展空间，在当

下高校教学改革与创新中获得关注是十分必要的，究其原因

是融合教学所具有的以下优势。

2.1 夯实传统课堂教学的基础地位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

课堂教学囿于其固定模式，乏善可陈，传统课堂教学的基础

地位面临挑战，亟须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既能保证传统课

堂教学的基础地位，又能积极应用慕课先进的教学技术和手

段。基于慕课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线上线下融合教学

可以充分满足这一要求。

慕课教育是大规模开发的互联网课程体系，具有开放

性、共享性和交互性等特点，几乎可以满足大学生在线的教

育所有基本要求。课程结构上，慕课的微视频围绕课程的核

心知识点进行制作，既能保证传统教学的基本任务，又可以

节省大量的教学时间，方便教师进行知识拓展和多样化的教

学，同时也方便学生利用的碎片化时间，打破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随时随地用信息终端进行慕课学习，这突破了传统课

堂教学的时空局限性，又夯实了传统课堂教学的主体和基础

地位。

2.2 实现教学手段的多样化
传统课堂教学，囿于时空的局限性，多以教师的课堂

讲授为主，难以实现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基于慕课的融合教

学通过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革新，可以实现教学手段的多样

化，具体通过以下三点体现：一是慕课教学手段的交互性，

通过利用慕课平台的先进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师生课堂实时

互动与教学反馈的即时性，如学生的投票、即时弹幕、随堂

测试等即是对教学效果的实时反馈，这是传统课堂教学所不

能比拟的。二是慕课微视频为教师通过了施展多样化教学的

时间和空间，教师可以在此腾挪的时空中开展案例式教学、

参与式教学、游戏式教学、情景式教学、模拟法庭教学等，

这也是受限于课时的传统课堂教学所难以实现的。三是通过

线上线下融合教学，可以更多用互动的案例式教学来提升其

在法学教学中的优势，通过线上慕课平台可以让学生充分参

与到案例分析和推理中，提高学生运用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

的理论和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3 增强学生学习的中心地位
教学过程中，通过优慕课可以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课程的每一章建立一个学习单元，每个单元按照课程内容又

可分为几个小节，每小节都包含单元导学—预习课件—在线

测试—问题讨论—课程作业等部分。学生在课前可以根据单

元导学了解每节课的教学框架，通过预习课件结合课本对将

要学习的内容进行预习 [2]。教师通过检验学生学习微课视频

情况，变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通过基于慕课的线上教学，可以增强师生的互动性和

学生的参与性，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可以寓教于乐，增

强学习的趣味性，提高学生学习的能动性。最终实现翻转课

堂，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中心地位。

2.4 提高学习效能
在基于慕课的线上教学中，教师通过建立教学群（如

学习通平台自带教学群），将教学计划、教学安排和任务通

知学生，教师布置每周的教学任务，定期将行政法的案例资

料等提前发给学生进行学习，督促学生在课前观看课程微视

频完成课程的预习，并完成线上测试、点赞分享、课程讨论

等教学子环节。

基在于课堂讲授的线下教学中，教师除了讲授慕课微

视频所未涵盖的知识点之外，还可以对重点难点释疑，回答

学生的关心的问题，并结合线上慕课学习的情况，有针对性

进行课程辅导，且能深化到个人（某位同学），凸显慕课人

性化、个性化的优势。

通过线上与线下融合教学，可以拓展学生学习的知识

广度和深度，提高学生运用行政法学的理论和知识分析和解

决法学案例的能力，可以明显提高学习效能。

3 线下教学的弊端

传统的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的线下教学，在信息和人

工智能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愈来愈凸显出其不足和弊端，

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课程资源滞后性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是一门具有较大变动性的法

学课程，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现实的行政

法案例是传统的行政法教科书所缺失的法律空白，凸显了传

统课堂教学知识资源滞后的困境，这主要是因为《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的教材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难以与时俱进，落

后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传统的《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的教材知识结构较为陈旧，重理论，轻案例，知识

体系较为零散，缺乏内在关联性，更勿论滞后于德国、法国

和美国等世界行政法理论和实践比较发达的国家。传统线下

课堂教学资源的滞后性，难以满足中国现代高等教学对教学

资源现代性的要求。

3.2 学习缺乏中心性
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依然是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

学习为辅，难以避免会落入“填鸭式”教学的窠臼，而且这

种教学方式较为保守和陈旧，而且教学资源的陈旧和教学结

构的不合理，导致学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较差，灌输式教学

也缺乏足够的趣味性吸引学生长时间保持高度的注意力集

中，难免会导致部分学生出现厌学和逃课的问题。究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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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传统的线下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中心性，在教学关系

中，学生始终是教学的对象，是学习的主体，应该居于中心

地位，而传统线下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中心性，导致教学过程

事倍功半，尤其是在教师祛魅化的信息时代，更是凸显传统

教学吸引力不足的尴尬境地。

3.3 学习效能较低
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在激发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方

面乏善可陈，存在着学生学习效能低的问题，主要有这些弊

端：①灌输式教学导致学生缺乏参与感；②行政法琐碎的

知识点增加学习的难度；③陈旧的课堂资源难以吸引学生关

注；④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导致教学手段的单一化；⑤落后

的教学手段导致教学的吸引力下降；⑥重理论、轻案例不利

于提高学生的法务实践能力。

4 基于慕课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线上
线下融合教学的探索

基于慕课翻转课堂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改革探索，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4.1 制作高质量的微课视频
开放的慕课资源离不开高质量的微课视频，而要制作

高质量的微课视频需要做以下要求：以内容为核心的微课视

频。微课的内容要以高质量为要求和标准，只有高质量的微

课视频才能保证慕课资源长久的生命力和吸引力。高质量的

微课视频要涵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主要知识点，

尤其是重点和难点，要包括行政法的主要知识和理论、行政

法案例、行政法系统和行政法知识拓展等，一般来说微课视

频的案例要与该章节的理论和知识密切关联，同时要以专业

性和艺术性的互联网语言、镜头语言和肢体语言表达出来。

理想中的微课视频要求主讲教师既能以专业性的术语将行

政法的理论知识准确清晰地表达出来，又能以风趣幽默的语

言将抽象晦涩的理论讲得通俗易懂，吸引学生的主动关注。

4.2 构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

的老师，也是翻转课堂教学的设计者、组织者、监督者、倾

听者、协调者、引导者、评判者，更是推动学生从被动学习

向主动学习，获得学习中心地位的有力和关键推动者。而学

生不仅是传统课堂教学的对象，也是学习的主体者、能动者、

参与者，通过主动学习慕课资源和完成线上教学相应环节，

获得学习的中心性和主体地位，从而真正意义上完成了翻转

课堂中的教学转变，即从被动到主动，从去中心化到中心化。

4.3 构建线上 + 线下的融合教学模式
在线上 + 线下的融合教学模式中，教师和学生有不同

的分工，各司其职。

在线上教学中，教师以团队形式负责维护慕课，及时

更新慕课资源、课程资料和回应学生的疑问和要求，并保持

与学生良好的互动关系。而学生以观看和学习微课视频的自

主学习为主，完成教师所布置的教学任务和教学环节。

在线下教学中，以教师针对教学重点、难点讲解和答

疑、辅导为主，并以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实现寓教于乐，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演讲、辩论、模拟法庭、

证据质证等多种教学手段来提供学生的法务实践能力。而学

生要认真学习教师的课堂教授，积极地参与到教师组织的各

项教学互动任务，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学习能力和实践分析

能力。

4.4 完善线上 + 线下的考核机制
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融合教学具有线上和线下的双重

考核机制，而且二者紧密结合。

线上教学需要学生下载慕课资源的学习资料，按时完

成视频学习和观看，完成每个章节的随堂测试（一般是选择

题和判断题为主），完成每个学习周期的单元测验，完成教

师布置的案例讨论等。

线下教学要求不仅要认真学习教师的线下讲授，而且

需要通过慕课平台完成日常的签到，积极参与到融合教学中

的答题、抢答、投票、点赞等环节，最后通过线下平时考核

和线上的期末考试考核构建完善的融合教学考核机制。

5 结语

信息技术和 AI 技术飞速发展，探索基于慕课翻转课堂

的融合教学改革模式既必要也可行的。通过翻转课堂融合教

学模式的改革可以充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积

极性和创造性，回归其学习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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