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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工智能科技 

1.1  人工智能在教与学中的使用 

1.1.1  君谋（XIPU AI）在会计分析课程中的应用 

作者： 

张捷博士，副教授 

会计系，西浦国际商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Steven BATEMAN，首席语言讲师 

英语语言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课程背景： 

会计分析是大四会计专业一门的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使其具备全面的会计分

析技能，包括描述性分析、诊断性分析、预测性分析以及指导性分析。基于大二和大三课程中

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该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将数据分析技术应用于实际的会计场景。该课程的

核心工具为在专业会计领域中广泛应用的 Excel和 Tableau。 

 

然而，该课程在教学方面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学生学习初期有限的计算机知

识储备。精通数据分析软件对于有效进行会计分析至关重要。尽管课堂上演示过相关技能操

作，但部分学生仍然难以理解软件涉及的复杂操作。此外，过度依赖课堂演示可能限制学生在

不同会计场景中实践相应的软件应用，从而妨碍其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因此，该课程中一个

重大的挑战在于促进学生与相关软件工具的互动，同时加强他们对软件操作的记忆。另一项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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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在于缺乏全面覆盖各种会计情景的数据案例以及数据集，以供学生练习并提升数据分析能

力。而相关数据案例的开发可能非常耗时。 

 

为了迎接挑战，优化教学并提升学习效果，我们在该课程中引入了由 ChatGPT提供支持的

西浦 AI。本文旨在阐明西浦 AI在该课程中的变革性应用，并深入探讨其在教育、学习和评价

方面的关键作用。 

 

在教学中使用人工智能： 

西浦 AI在该课程中的教学中具有有两个主要目标： 

 

1. 概念解释和举例说明： 西浦 AI能够简化并阐述复杂的会计概念，提供实际案例以进一

步增强学生对理论概念的理解。这种互动方式促进更深层次的理解，提高知识留存率，激发学

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西浦 AI提供的任何现实生活案例都需要经过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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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成实践数据案例：西浦 AI的一个独特优势在于能够协助编写与会计科目中各种情景

相对应的数据案例，以供学生练习。这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实际经验，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该主

题的理解。 

 

 

 

在学习中使用人工智能： 

本课程鼓励充分发挥西浦 AI的强大功能，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 

 

1. 高度的便利性： 人工智能的显著优势之一在于其高度可用性。西浦 AI不间断地运行，

使学生能够随时提问并解决疑虑，消除了时间安排冲突的限制。这种全天候的可用性为学生提

供了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时间表学习的自由。 

 

 2. 促进互动学习： 西浦 AI促进互动式学习环境。学生不再被动地从静态材料中吸收信

息，而是能够与 AI进行积极互动，获得实时响应。这种动态、响应灵活的互动旨在定制个性

化学习风格，使学习更加愉快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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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数据分析项目支持： 西浦 AI在数据分析项目的各个阶段协助学生，包括头脑风暴研

究问题、指导数据清理的软件操作、协助数据分析、辅助数据可视化以及校对演讲稿。 

 

4. 促进问题解决： 除了提供答案之外，西浦 AI还是一个提供“从错误中学习”的平台。

学生可以询问操作的问题，错误操作背后的原理，通过理清误解，深入理解主题，从而提升解

决问题的能力。 

 

在评价中使用人工智能： 

西浦 AI还可以有效地用于设计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并提供建设性的反馈。 

 

1. 形成性评价： 西浦 AI能熟练生成与会计分析相关的各种挑战和谜题，作为形成性评

价。这一策略在检查学生理解方面非常有效，还具有即时反馈的优势。这种即时评估有助于学

生立即纠正学习方向，促进理解，减少重复的错误。 

 

 2. 考卷构建：西浦 AI在构建考卷方面表现出色，它具备几个关键优势： 

o 生成与概念相关的题目：西浦 AI有能力生成与特定会计概念相关的各类题目，全面

评估学生对主题的理解和掌握。 

o 多样化的题目类型：基于学习目标，西浦 AI可以创建多种类型的题目，包括选择

题、简答题和综合大题，以评估各类认知水平和分析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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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考试题目涉及的数据生成： 西浦 AI的独特优势在于其能够生成与会计科目中各种情

景相对应的多样化数据集。手动创建数据集对于出题者来说可能非常耗时。西浦 AI

简化了这个过程，将基于模拟实际情境的考题纳入试卷中，从而有效评估学生的分析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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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本文探讨了将西浦 AI融入会计专业本科分析课程的学习、教学和评估。该人工智能的融

入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更为动态、互动和有效的学习方式。通过简化复杂概念和提供实践数据

集，西浦 AI 能够成为加强教学过程的重要工具。此外，西浦 AI在评估中的应用，提供了按需

生成考题和实时反馈，极大地改进了评估设计和反馈流程。人工智能在学习中的应用不仅提供

了便利，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还提供了体验式学习，有助于学生提高数据分析能力，更全面地

理解会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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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君谋+图书馆 强强联合 助力学习和研究 

作者： 

滕超 

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西浦图书馆 

 

陆姣 

图书管理员，西浦图书馆 

 

王思云 

图书管理员，西浦图书馆 

 

 

随着人工智能（AI）的不断普及，掌握使用 AI的方法已经成为我们学习和工作中不可或

缺的技能。然而在做研究时，我们不能完全信赖 AI生成的文字，因为它所生成的内容可能不

够准确，会产生误导，甚至是完全捏造的。当你学会利用图书馆资源武装 AI，AI就会变成强

有力的辅助工具。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些西浦 AI君谋和图书馆强强联合，助力学习和研究的

案例。 

 

1. 利用君谋和图书馆资源为选题排忧解难 

 通过有效的提问，君谋可以助你缩小论文选题范围，发现适用于搜索图书馆资源的关键

字，推荐契合论文主题的图书馆数据库或图书，然后根据你对图书馆资源的有效使用和头脑风

暴，思索出感兴趣的主题。 

 

下面就是我们通过君谋和图书馆来为你选题的一个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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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你可以登录西浦 AI君谋的网站 https://xipuai.xjtlu.edu.cn。 

 

第二步，输入有效的提示语1。 

 

 提示语是用于指示 AI去完成一项任务。使用的提示语越恰当，你就会获得更具相关性和

意义的回复！下面是一些有效的提示语例子： 

 

       (1) 给出具体的信息，并提供语境； 

       (2) 可以进行角色扮演，并考虑受众和风格； 

       (3) 限定输出模式和长度； 

       (4) 举例子； 

       (5) 给出关键词； 

       (6) 根据前文继续提问。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下述方式对君谋进行提问：角色扮演、提供具体语境、限定输出模

式、限制长度。 

 

 例如： 

       你是一个专业的学术图书馆员[角色扮演]，我现在需要写一篇有关社会学的论文，我需要

你帮我构思一个主题。我对气候变化相关内容感兴趣[提供具体语境]。请给我提供 10个选题[限

定输出模式，限制长度]。 

 

 
1 更多详细建议：https://mp.weixin.qq.com/s/iFyT_8_hcSsWxHwEDZX8JA 

https://xipuai.xjt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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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你可以查看它回复你的内容，告诉君谋你想使用哪个主题，然后请他提供一些子

题目或研究问题，并向它询问搜索图书馆资源时建议使用的关键词。如果其中没有你想要的主

题，你可以要求它再提供一些主题。 

 

例如： 

我喜欢“Social justice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nalyzing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请提供 10个子题目或研究问题。同时，请列出一些我在搜索图书

馆资源时可以使用的关键词。 

 

或者你可以说：上面主题我都不喜欢，请再提供 10个主题。 

 

 

第四步，你可以看到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子题目和研究问题。如果你都不喜欢，你可以继续

提问，直到你选到满意的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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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你就可以用这些关键词或者短语在西浦图书馆的发现系统中进行检索和查询，以

找到你想要的相关文献。 

 

 

 

第五步，你也可以问君谋图书馆的哪些数据库适合你选择的研究主题。 

 

例如： 

请推荐三到五个图书馆数据库，以便我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搜索。 

 

 

 

第六步，你可以前往我们的图书馆数据库列表 https://libguides.lib.xjtlu.edu.cn/az.php，查找

是否有君谋推荐的数据库。如果没有，向君谋询问以获取更多适合你主题的数据库。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有效的提示语来缩小我们的选题范围，并且通过检索图

书馆资源，我们再进行研究。在对话过程，如果我们持续问问题，君谋都会给我们想要的答

案，所以我们无需重复前面已有的对话。但是如果我们想换一个新话题，我们最好开启一个新

的对话，因为在前一个对话中我们已经给君谋指定了一个角色：专业的学术图书馆员，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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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中途换问题，它可能会感到迷惑。最重要是，我们要时刻谨记，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能依赖

君谋或任何 AI生成文字的回复，因为它会虚构文献来源，所以一定要利用图书馆的资源。 

  

2.  通过君谋概括图书馆下载的文献，优化文献综述过程 

当你通过君谋和图书馆资源确定了研究主题之后，你可能会从图书馆下载很多符合这个主

题的科研论文，你也许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读那么多的长篇文献，甚至有些文章是使用其他语言

写的，这也会影响你的阅读。在这种情况下，君谋就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它可以阅读你下载的

所有文献，并且你可以要求他写出这些文献的摘要或者要点，如果是外文文献，它也可以把摘

要和要点翻译成你的母语。如果你对那篇文章感兴趣，你就可以再精读这篇文章，同时你也可

以向君谋提出关于文章的问题。这可以有效地帮助你撰写文献综述。但是，现阶段君谋不能上

传文件进行阅读，所以你必须把文章复制然后粘贴到对话框中。如果文章中有表格或者图片，

这个办法就行不通。 

  

3.  在使用 AI 生成的文本时，请注意 AI 检测、引用和发文政策 

君谋可以生成文本，同时它也可以进行文字润色，它可以提供很好的建议让你的文章写的

更好。除了君谋以外，一些其他的工具也可以润色你的文字，例如 QuillBot、DeepL、

Wordtune、Trinka、Fireflies和 Rytr。尽管君谋和这些工具都很智能，你仍然要咨询你的老师，

这门课是否可以使用 AI生成文本或 AI润色文本，不要因为 AI生成的内容而违反了课程要

求。因为老师很容易就可以通过 Turnitin查出哪些文字来源于 AI生成。这里也为大家介绍一些

其他的免费 AI检测工具，例如：AI Content Detector、Content At Scale、ZeroGPT.com、

GPTZero、CrossPlag和 Sapling。因为 AI检测工具并没有被完全测试，并且结果也并不可靠，

同时考虑到隐私和安全问题，请谨慎使用。同时，这里也介绍一些引用 AI生成文字的引文方

法，例如：MLA、APA和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如果你完成的文章含有 AI生成文本，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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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发表，你应该了解你要发表的期刊或者出版社是否允许使用 AI生成文本。这里抛砖引

玉，介绍一些出版社针对 AI生成文本的政策：Elsevier、Wiley、Springer、Sage、Taylor & 

Francis、IEEE Submission Policies、PLOS ONE和 Cambridge。 

  

结论 

有效地使用君谋可以帮助用户生成和缩小选题范围，发现适用于搜索图书馆资源的关键

字，推荐契合论文主题的图书馆数据库或图书。本文提供了一个实践例子，并介绍了输入有效

提示语的几种方法和技巧。同时，本文介绍了君谋在辅助文献综述方面的应用，并且指出了君

谋无法上传文档进行阅读的不足。本文也考虑到使用 AI生成的文本可能会违反课程规则，并

介绍了几款 AI文本检测工具和 AI文本引文方法，还告知用户在发表论文时应考虑期刊或出版

社有关 AI生成文本的政策。文章多次强调，君谋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但是不要完全信赖它

的回复，而是应该检查和评估君谋反馈的文本。最后，我希望本文能启发大家更多地思考，如

何让君谋和图书馆在学习、教学和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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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西浦君谋在创业学院本科教学中问卷设计的应用初探 

作者： 

荀继尧博士，副教授 

企业与创业港，西浦创业家学院（太仓） 

 

 

注：2023年 7月 28日，西浦学习超市发布了基于 Chat GPT而开发的一个具有西浦特色的人工

智能生成平台-君谋，所有西浦在校师生均可免费使用该平台。最新版基于 ChatGPT4.0，也在

2023年 11月 27日对外发布。 

 

近期，我们在本科大四相关课程中开展了问卷设计的教学。观察到部分学生在课堂上采用

君谋 AI人工智能的情况后，我产生了一些思考。总体而言，人工智能能够自动创建问卷设

计，快速生成问题和选项，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相较于传统方式，设计一个完整的市场调

查问卷可能需要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需要考虑适当的问题选择、确定选项和设置逻辑跳转

等。然而，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这个过程可以大大加快。使用类似君谋 AI的技术使得问卷设

计的过程更为高效，同时提高了设计的规范性。然而，潜在的缺点是，可能压缩了学生思考的

过程，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锻炼和提升，同时也降低了人工设计者结合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定

义问题、选项和问卷流程的能力，从而影响问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下面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说明。 

 

以我们课堂互动的问卷调查设计为例，有一组学生希望设计一份关于戒烟产品的创业市场

调查问卷，以了解潜在消费者对该产品的需求和接受程度。借助君谋 AI，这组同学能够根据现

有戒烟市场的相关数据和算法自动生成一份调研消费者喜好的问卷设计。手动由人工设计师创

建这样一份问卷，这样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并需要经历多次修改和优化。然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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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问卷，我们可以快速自动生成一份与调查目的相匹配的问卷，同时避免人为的错

误和主观偏见的可能性。 

 

这个例子证明了人工智能在自动创建问卷设计方面的高效性，可以显著节省时间和人力成

本，提高市场调查的效率。当然，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问卷设计仍需经过人工审查和测试，以确

保问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举例而言, 当我们用关键词“smoke quitter service” 向君谋 AI提问

时，初步生成的内容主要涉及国外市场的产品和方法，如“Cold turkey”（突然戒烟法）、尼

古丁替代疗法（例如贴片、口香糖、润喉片）以及处方药物（如香替派和众安邦）。然而，当

我们要求人工智能替换成更符合国情的替代产品后，问卷的内容变得更加贴近实际。例如，出

现了“Acupuncture”（针灸）作为戒烟方法的选项。这样做可以更好地保障用户体验，因为问

卷能否贴近受试者的日常生活，能够更好地考虑受访者的体验和理解，选择更恰当和易于回答

的问题。 

 

再举个例子，信度是问卷度量的一个核心问题。通常使用统计方法（例如 Cronbach's 

alpha）来计算测量工具的信度，并需要使用实际数据进行分析。为了衡量产品类别中的参与程

度，我们为学生提供了基于文献标准的五个维度的问题。 

 

（1）I am interested in _______ in general. 我对_______有兴趣。 （2） _______ are important to 

me. 对我来说很重要。 （3） I get involved with what _______ I use. 我会参与使用的_______。 

（4）_______ are relevant to my life. 与我的生活相关。 （5） I am going to purchase _______ in 

the next six months.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打算购买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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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该量表的参考信度区间是 0.81到 0.85 （Cho, 2001）。然而，有的学生选择跳

过该步骤，直接用人工智能一键创建量表（但需要强调问卷设计应按照学术标准）。君谋 AI

产生的量表如下（同样也是五个维度）。 

 

（1）I consider myself highly involved in the [product category]. 我认为自己在【产品类别】中非

常参与。（2）I actively seek information about new products within the [product category]. 我积极

寻求有关【产品类别】中新产品的信息。（3）The [product category] is important to my daily life. 

【产品类别】对我的日常生活很重要。（4）I spen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inking about the 

[product category]. 我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思考【产品类别】。（5）I am willing to spend more 

money on high-quality products within the [product category]. 我愿意为【产品类别】中的高质量产

品多花钱。 

 

君谋 AI产生的量表虽然生成速度极快，但由于内容生成可能更多基于大数据，该人工智

能无法提供历史信度数值。在使用该量表之前，没有办法预判该量表的信度。 

 

综上所述，问卷设计作为最常见的社会调查方法之一，常被用于收集和分析有关人群行

为、态度、意见和观点等方面的数据。问卷设计需要深入了解研究领域、研究问题和目标受众

的特点, 包括对社会背景、参与者情境和实际问题的理解。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如：深度访

谈、观察和文献综述等，可以更好地理解研究领域的复杂性和相关因素。 

 

虽然人工智能可以极大地辅助问卷设计者，提高工作效率，但设计者仍不能脱离社会实

践。纯粹依赖 AI生成问卷可能面临一些挑战, 阻碍后期数据分析及结论的得出。例如，AI可

能无法准确理解和解释一些复杂的社会概念、人类情感和隐含信息。此外，AI生成的问卷可能

缺乏对特定文化背景的考量，以及对问题的逻辑性和顺序等关键因素的全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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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一线教育者的角度来看，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人类的专业知识，确实可以极大地

提高问卷设计的效率和格式规范性。然而，为了确保问卷设计的有效性和质量，研究者仍然需

要人为参与并审核，深入了解研究领域和参与者的特点，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性理解和判

断，以确保生成的问卷能够准确有效地收集所需的数据。 

 

 

 

 

参考文献 

Cho, C. H., Lee, J. G., & Tharp, M. (2001). Different forced-exposure levels to banner advertisement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41(4), 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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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计算思维与使用西浦人工智能（君谋）的结对编程 

作者： 

陈立科博士，讲师 

计算机系，智能工程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张青博士，助理教授 

教育学系，未来教育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来自各专业的学生，包括智能工程学院、国际商学院、影视艺术学

院、理学院以及数学与物理学院，都有机会学习编程。这使得学生们不仅掌握编码技能，培养

他们运用计算思维解决各自领域特定问题的能力。具体来看包括了以下几项重要的技能： 

 

o 分解：将复杂问题分解为更小、更易处理的任务的技巧。 

o 模式识别：识别常见模式和相似之处的能力。 

o 算法思维：制定逐步解决问题的实践。 

o 调试：识别并纠正解决方案中错误的能力。 

 

在计算机实验室学习编程时，培养计算思维技能的一种有效方法是采用“结对编程”。在

这种方法中，两名学生合作解决同一个问题。一名学生扮演"驾驶员"的角色，负责编写代码并

将设计概念转化为实际的代码实现。与此同时，另一名学生，被称为"观察员"，他审查代码，

识别错误，并提供设计、改进建议。在整个会话中，"驾驶员"和"观察员"的角色不断交替。 

 

结对编程，如果执行不当，可能面临各种挑战，阻碍编程成功。由于两名结对的同学在工

作风格或个性的差异可能存在冲突，导致生产力下降。当一名学生明显表现优秀或欠佳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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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使结对成员沮丧或感觉未能平等贡献。在某些组合中，一名学生可能主导，而另一名学生

则不太活跃。在合作期间的注意力分散或离题对话会降低整体生产力。 

 

在本文中，我们会探讨如何利用西浦人工智能，来支持结对编程中"驾驶员"或"观察员"的

角色，以克服这些挑战。我们提供了一些示例提示。作为运行示例，我们使用课程中的以下实

际编程问题： 

 

"阿姆斯特朗数被定义为一个 n位数等于其各个数字的第 n次幂的和。 

 

例如，153是一个三位数，其各位数字的立方和等于 153。 

 

编写一个 Java程序，给定一个正整数 a作为输入值，并输出大于或等于 a的第一个阿姆斯

特朗数。" 

 

请要求简化解释并给出更多的例子 

通常，问题是用一些示例进行简洁陈述。现在，学生可以要求西浦人工智能针对不同情况

进行进一步解释和额外示例。"观察员"可以将这些新示例用作测试案例，以评估"驾驶员"的代

码。当代码通过足够多的测试案例时，我们就更能相信它是正确的。以下是一个本科生向西浦

人工智能询问如何解释阿姆斯特朗数的示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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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角色并定义所需的输出特征可以帮助学生获得更易理解的描述。西浦人工智能提供定

制化的答案来回应不同的请求；下面是一个高中生向西浦人工智能询问如何解释阿姆斯特朗数

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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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些初始的想法 

有时，找到解决问题的初始办法可能会有困难。为了克服这种心理障碍，"驾驶员"可以向

西浦人工智能寻求一个可以分解问题并提供一些初始步骤的算法。他们可以选择性的采纳部分

算法，而不一定是整个序列。在仔细审查建议后，他们甚至可以完全舍弃先前提出的想法，制

定自己的方案。 

 

 

简化代码 

“观察员"可以向西浦人工智能咨询如何简化“驾驶员"编写的初始代码。在下面的示例

中，人工智能删除了两个未使用的变量和语句，以实现统计数字的目标。然而，“观察员”在

考虑人工智能给出的建议时自行判断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代码可能会过于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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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和调试代码 

在测试过程中，“观察员"往往很难立刻理解“驾驶员”的代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

寻求西浦人工智能的帮助，以识别并提出调试潜在问题的方法。此外，正如先前提到的，西浦

人工智能可以用来生成特定输入-输出对子的测试案例，以检验代码正确性，而不是手动创建测

试用例。 

 

在下面的示例中，西浦人工智能成功地识别了错误，提供了对问题的解释以及被修正后的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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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解决方案的代码 

最后，尽管代码可能是正确的，但从可读性和效率方面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学生可以请求

西浦人工智能来改进相关的详细信息，从中实践编程并良好地学习设计模式。但要记住，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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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提供了学习新算法或编程风格的宝贵机会，但再次测试所建议代码的正确性是至关重要的！

始终牢记，人工智能所做的只是按照你的提示完成任务，而其中可能包括计算机代码。 

 

 

 

总之，学生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来改善他们的学习体验，而不是依赖人工智能提供解决

方案代码，进而剥夺学生的学习过程。通过人工智能协助进行的结对编程，学生可以将西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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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作为宝贵的工具，加速他们的学习之旅，成为更高效的学习伙伴和富有成效的程序员。

虽然学生仍然需要提供足够的背景信息并验证所建议的代码和解释的正确性，但无论"驾驶员"

和"观察员"都可以从西浦人工智能中受益，以生成初始想法，解决分歧，减少社交压力并增加

专注力。若使用得当，西浦人工智能将有潜力来加速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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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学术场景中 XIPU AI 与 ChatGPT 生成个性化教材的探讨 

作者： 

赵晓雪，副语言讲师 

英语语言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摘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如何在学术环境中利用 XIPU AI和 ChatGPT等大型语言模型（LLM）

优化个性化教育。文章展示了如何在语言课堂中巧妙利用 AI纠正语法，生成练习，以及定制

作文题目和范文等场景。重点强调了 AI在支持个性化学习、面对语言教学中的挑战以及节省

教师时间方面的潜力。本文结论揭示了由 XIPU AI和 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所体现的教育变

革潜力，并展望了其在学术环境中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引人入胜学习体验的前景。 

  

关键词：XIPU AI，ChatGPT，个性化教学，语言教学 

  

一、引言 

随着教育体系的变革，个性化教育已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传统的“一刀切”教育方法无

法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全球教育逐步转向个性化，以学生为中心。在这一背景下，计

算机辅助教学（CAI）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 XIPU AI和 ChatGPT等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二、大型语言模型与语言课堂学术环境融合使用情景 

ChatGPT和 XIPU AI作为大型语言模型（LLM），在课堂内外的辅助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它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目标和需求生成练习材料，促进个性化教学，提升教学效率。在使用

AI工具生成任何材料前，了解学生当前的语言水平和学习目标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以下两个实

例，本文将详细说明在学术环境中如何利用 ChatGPT和 XIPU AI支持个性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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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纠正语法错误与生成练习 

自然语言处理（NLP）模型或大型语言处理（LLP）在处理基于规则和上下文内容的语言

任务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语法纠错基于一套明确的语法规则，并且可以被分类为正确或错误的

二元问题，符合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大型语言处理的运行原则。因此，AI成为语法纠错的理想工

具。XIPU AI在识别语法错误后，还可以提出相应的纠正建议；学生在直观了解错误，可以根

据纠错内容逐步提高写作技巧。此外，AI可以应用于特定语法知识点的深入学习，并生成定制

化的练习。与教科书中的练习相比，AI生成的练习更为个性化，更符合特定学生的语言水平和

教育背景。 

 

 

（图 1: 使用 XIPU AI对语段进行语法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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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使用 XIPU AI 和 ChatGPT 生成针对不同语言水平，语法知识点的个性化语法练习) 

2. 生成作文题目和范文 

AI的快速响应能力和文本生成能力，使其成为语言课堂中提供个性化材料的宝贵工具。与

互联网的随机作文生成器相比，XIPU AI和 ChatGPT可以根据特定指令、要求以及学生的水

平，生成相应的写作题目。例如，下图 3展示了 ChatGPT如何短时间内，围绕相同的主题，为

不同语言水平的学生群体生成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作文题目。此外，AI工具还可以用于生成长

文本，如作文范文。由于学生更愿意完成与他们学习目标、教育背景相关，且题目难度符合其

语言水平的任务。通过调整输入 AI程序的指令，我们可以获得满足不同水平、年级、需求和

兴趣的内容，从而让学生更有动力参与写作过程，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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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使用 ChatGPT和 XIPU AI生成定制化作文题目和范文） 

  

三、结果和评估 

1. 语法错误纠正和生成语法练习 

纠正语法错误通常是语言教学中最乏味和耗时的任务之一。然而，AI能够高效准确的完成

语法纠错。基于大量真实世界英语使用案例的数据库的支持，AI能够进行精确的语法纠错。此

外，个性化资料可以大大减轻信息过载问题，帮助学生专注于目标语法结构。通过生成符合学

生水平的定制化语法练习，学生不会被其他因素分散注意力，而是可以专注于特定的语法问

题。 

 

2. 生成作文题目和范文 

在语言课堂中，为学生提供满足他们独特需求的多样化写作题目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考虑

到学生年级和语言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为学习者选择合适的作文题目及范文，在文本内容、

词汇和句法上都可能是耗时且耗费精力的过程。通过 AI辅助教学，教师可以通过输入具体话

题、学生水平和范文长度等具体要求，快速获得合适的作文题目和范文。这不仅可以节省教师

的时间和精力，还能确保学生得到与他们需求相匹配的写作材料。 

  

四、结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XIPU AI和 ChatGPT

等大型语言模型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强大支持。通过纠正语法错误、生成练习以及创建定制化

的作文题目和范文等应用场景，AI在语言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提高教

学效率，还使学习内容更加符合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学习风格。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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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范围的扩大，我们有理由相信人工智能将在教育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它将为学生提供更

高效、个性化和引人入胜的学习体验，推动教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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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使用 XIPU AI 进行词汇教学 

作者： 

张菁菲，副语言讲师 

英语语言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在语言学习中，特别是在学术英语（EAP）课程中，词汇学习一直是一个重大挑战。由于

EAP课程通常受时间、强度和以评估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的限制，词汇教学经常被忽视。因此，

许多学生由于初始英语水平低、依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在语境中接触词汇的机会有限以及

自律和时间管理方面的缺陷而在词汇方面表现不佳。针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将 XIPU AI融入 

EAP 词汇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帮助他们更好地记住单词。 

 

利用 XIPU AI 强化词汇教学 

(1) 我的教学方法不仅仅是让学生将单词与其相应的定义进行匹配，而是通过准备图片和

语境来促进词汇记忆。通过展示图片，学生可以毫不费力地联想到相应的词汇，而语境则加深

了他们对如何恰当使用这些词汇的理解。如图 1 所示，我将模式切换为 "生成图片"，这样 

XIPU AI 就能根据老师描述的关键要素生成相对应的图片，增强了词汇的视觉表现力。 

 

 

图 1 XIPU AI "生成图像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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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XIPU Al 在收到诸如 "你能用词汇 XXX 造个句子吗？"的提示时，也可以自动生

成语境。如图 2 所示，在一个课堂场景中，XIPU Al 为 9 个新学词汇生成了图片和句子，促

进学生对词汇用法的全面理解。 

 

 

图 2 单词与图片/语境的匹配 

 

(2) 除了理解单词的含义，我通常会为学生提供在有意义的语境中应用这些词汇的机会。

通过小组合作，学生们可以用指定的单词造出符合逻辑的句子。或者我有时也会通过转两次

“词汇”转盘和一次“连接词”转盘，学生需要根据连接词的意思将两个单词连接起来造句。 

 

随后，学生使用 "XIPU Al "评估句子的准确性，确保语法正确和语境恰当。下面两个例子

来自于我的两个学生: 

 

 

图 3 使用 XIPU Al 检查句子 



 35 

 

另一种方法是让 XIPU Al用这些单词造句。学生可以通过比较分析自己的答案与 AI生成

的答案来评估自己的回答是否恰当，并对自己的答案进行改进。 

 

 (3) 在大班教学中，老师很难关注到每一个学生。为了鼓励学生在对话中灵活运用所学的

词汇,  XIPU Al 可以与学生用所学的词汇进行对话。例如，在学习了本堂课的词汇后，学生需

要更多的练习来巩固这些新单词，他们可以选择与 XIPU AI进行对话。以下是我的学生和

XIPU AI对话的一个例子: 

 

 

图 4 与 XIPU AI的对话 

 

如图 4 所示，XIPU Al 在适当的情境中与学生进行了流畅的交流。此外，XIPU Al 生成

的答案中包含了学生想要练习的单词。这样，学生不仅有机会练习所学的词汇，还能够理解如

何在合适的语境中运用句子中的这三个单词。 这对培养学生在没有老师监督情况下的自主学习

能力和在课余时间进行自主学习特别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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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XIPU Al还可以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生成与主题相关的词汇。例如，在介绍生物主题

时，我让学生集思广益，提出一些与该主题相关的词汇。随后，我对他们提供的词汇进行了补

充，加入了更多与该主题相关的术语。这么做的原因在于，根据写作和口语评分标准，学生被

要求在表达中使用与主题相关的词汇。通过有意识地让学生积累与主题相关的词汇，可以帮助

他们在口语和写作中获得更高的分数。另外，我会让 XIPU AI根据学生的水平生成与之相对应

的词汇，确保所选词汇的难度适中，既不过分具有挑战性，也不过分简单化[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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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与 "生物学 "主题相关的词汇 

在每节课开始前，我会让学生围绕指定话题展开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运用与

该主题相关的词汇。例如，在介绍 "旅行 "这一话题时，我希望学生分享他们的旅行经历。因

此，当 XIPU AI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生成了一些与 "旅行 "话题相关的词汇[图 6]，学生们被

分为两人一组，轮流分享他们的旅行经历。在描述时，他们要使用以下与主题相关的词汇。如

果他们的同伴从他们的话语中听到以下九个单词，就在单词的旁边打勾。讨论结束后，学生可

以看他们用了多少单词。 

 

 

图 6 与 "旅行 "主题相关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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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XIPU Al 可以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选择词汇，因此我在为学生补充阅读/听力词汇的

时候也会使用它。下面是我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挑选词汇的一个例子[图 7]。如图所示，XIPU 

Al 为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选择了适当难度的词汇，有助于加强学生对词汇的记忆。 

 

 

 

 

图 7 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选择词汇 

 

结论 

在词汇教学中融入 XIPU AI，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帮助学生更好地记忆新

词汇。学生不仅能理解词义，还能将其运用到特定的语境中。此外，XIPU AI还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学习自主性，因为他们可以利用 XIPU AI来评估自己词汇使用的准确性，并进行对话。除

了对学生有利之外，教师也可以减少备课时间，并根据学生相应的水平进行有效地选择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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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CEFR 指《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它为评估语言能力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下面的

表格说明了 CEFR 水平与词汇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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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XIPU AI（君谋）在语言教学材料开发和改编中的运用 

作者： 

丁亚军，副语言讲师 

英语语言中心，语言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摘要 

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语言教学中，人工智能技术已被广

泛用于材料开发和改编。本文介绍了作者在整合 XIPU AI（君谋）平台方面的经验，包括调整

语言输入材料、设计英英释义和总结概括练习、创建笔记补全以及词汇扩展练习。 通过评估人

工智能生成材料的有效性发现，XIPU AI是加快教师备课和丰富学生语言学习活动的重要工

具。然而，在将人工智能融入语言教学时，教育工作者应当保持其洞察力和专业知识，并谨慎

对待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引言 

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语言教学方面，人工智能已被广泛用

于开发和改编教学材料 (Koraishi, 2023)。本文旨在分享笔者使用西浦 AI（君谋）的经验，介绍

具体应用、采用的方法以及对生成材料有效性的评估。此外，文章将讨论人工智能对笔者本人

和学生所带来的裨益，以及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需要注意的潜在缺点。 

 

XIPU AI 的应用案例 

第一种材料开发和改编侧重于语言水平 (Koraishi, 2023) 和风格。笔者使用 XIPU AI来协

助调整教学材料，使其更符合学生的背景和语言水平。这种方法旨在帮助学生增强语言习得过

程，培养对学术风格的意识，鼓励其使用高级词汇和复杂的句子结构。事先准备了课程阅读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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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同一主题但风格较为非正式的互联网文章。为了启动人工智能材料改编事宜，笔者创建了

提示语来指导 AI。例如，“我希望你帮我把给定材料修改为 C1 水平级别，并尝试使用更多

的学术词汇、复杂的句子结构和衔接词来连接句子。”随后，XIPU AI根据这些指令生成了文

本。接着笔者对生成的材料进行评估，重点是评估所生成材料的质量。考虑的标准包括改编版

本的可理解性、修订文本中表现出的学术风格程度以及句子复杂性和连贯性的增强程度。笔者

将原文和改编版保存在表格不同的栏目中，以找出改写较好的单词或句子。笔者将提取的例子

进行双重使用，既向学生展示相同含义的替代表达方式，又用来提高学生对同义释义和总结概

括技巧的认识。在向学生展示原始版本和改编版本时，使用不同的颜色进行视觉辅助，以凸显

语言变化，例如词汇或句法变化。这种方法旨在使学生能够明确地观察和理解生成的文本中的

细微差别。 

 

其次，利用 XIPU AI协助编写英英释义和总结概况练习。前人研究曾经报告了学生学术英

语写作时在利用释义和总结概括技能方面存在困难 (Regala-Flores and Lopez, 2019)。 作为大二

学生的 EAP讲师，笔者也观察到学生在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和总结参考文献的信息方面一直存在

挑战，导致在写作考核中容易有欠佳的释义表现并因此受到学术诚信方面的惩罚。为帮助学生

克服这些困难，笔者使用 XIPU AI 创建了训练各种释义技巧的英英释义练习，例如使用同义

词、更改词形、更改词序和修改句子结构。笔者从课程材料中精心挑选包含复杂思想、主题和

特定学科词汇以及复杂语法结构的句子，然后将这些句子提交给 XIPU AI， AI 每次使用一种

释义方法生成释义的版本，最后将所有方法综合在一起生成一个版本。笔者将人工智能生成的

释义进行校对，把有效的释义保存在答案文件中供学生参考。关于训练总结技巧的材料开发，

笔者给 XIPU AI设定不同的字数限制，令其总结给定的段落，例如五十个单词、二十五个单词

和十五个单词。所有生成的概述都被统一收集并保存在Word文档中，以供后续使用。在传统

的阅读理解之后，学生的任务是用自己的语言总结文章的主要思想，并遵循规定的字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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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们将自己的概要与人工智能生成的版本进行比较，确定最重要的单词、删除冗余信

息，并研究所应用的释义或总结方法。此外，在指导学生使用 SWOT或 PEST分析工具评估创

业方案时，XIPU AI发挥了示范作用。在介绍 SWOT 或 PEST 矩阵后，笔者使用 XIPU AI 

演示了如何将 SWOT 或 PEST 分析的段落文字以要点的形式进行总结并在矩阵中显示（见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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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PU AI在材料开发和改编中的第三个应用涉及听力理解、记笔记和词汇扩展。笔者用其

生成了听力文本的补全笔记练习，指导学生练习记笔记的技巧，并总结听力材料的主旨大意。 

在听力文本之前，笔者向人工智能提供了明确的指令，指示它用要点或短语来呈现笔记，强调

在记笔记时使用释义和总结技巧。在收到生成的结果后，笔者在笔记中寻找词汇和句法的变

化，并进一步设计了一些笔记填空练习。至于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笔者为文本快速梳理出重

要单词清单，然后要求人工智能根据设定的参数生成词汇表，表中包含词性、音标、英语定义

和基于课程材料改编版本的例句。由此产生的词汇表可以辅助笔者创建多样化的练习，包括词

汇与定义匹配和补全句子练习，以帮助学生拓宽词汇储备。通过这样的改编，相同主题下的词

汇、搭配和句子结构可以以不同的形式 (Koraishi, 2023) 呈现给学生，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语

言输入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接触目的语的机会，减轻学习中可能出现的潜在厌倦感。 

 

人工智能生成材料的有效性评估 

事实证明，人工智能生成的材料有助于加快备课速度。值得注意的是，该工具大大减少了

为释义练习制作答案、生成词汇练习和总结书面文本主旨大意所需的时间。换言之，在教学材

料准备方面，XIPU AI是一种非常有利的资源。 

 

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带来了切实的好处，它可以为学生提供增强和高质量的可理解输入。

这种高效率赋予教师备课时一种更充实感，使教师能够以从容的心态和充分的准备来与学生进

行教学互动。经由教师和人工智能融合所产生的材料有助于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营造有利于

高效语言习得的环境。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开发或改编的学习材料可以在西浦学习商城平台

（Learning Mall）上访问。这些材料的用途是多方面的，有助于扩大学生的词汇基础、加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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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信息的记忆，以及改进学生在笔记、释义和总结等方面的技能。这些层层搭建的练习可以帮

助学生建立信心、促进他们的语言习得，支持他们在学术旅程中成为更熟练的英语使用者。 

 

利弊讨论 

基于对人工智能生成材料有效性的评估，不难看出，教育工作者和学生都能从语言教学和

学习的人工智能应用中受益。具体而言，人工智能不仅使教师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学生提供多

种形式的语言学习资源，还促进了学生的语言习得，使学生更有信心提高学术写作能力。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人工智能的运用并不能消除对教师洞察力和专业知识的需求。在人

工智能促进材料开发和改编时，笔者的专业知识在校对、评估材料质量和进行必要的修改方面

仍然至关重要。虽然笔者相信人工智能工具会越来越受到教学从业者和大学生们的欢迎，但我

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 (Kavanagh, 2022; Alammar and Amin, 

2023)。在享受生成材料的快速响应和即时满足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它会使人们主动性减弱、缺

乏创造力 (Alammar and Amin, 2023)，以及在人工智能不可用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焦虑加剧。

随着人们对人工智能应用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教育工作者和学生都必须保持评估人工智能生

成文本的质量和准确性的能力，并坚守学术诚信政策(Alammar and Amin, 2023)，以避免出现学

术不当或学术失信行为。 

 

结语 

本文分享了笔者在语言教学中使用 XIPU AI（君谋）进行材料开发和改编的经验。应用案

例包括调整语言输入材料、设计释义和总结练习，以及创建笔记补全和词汇扩展练习等。通过

评估 XIPU AI生成的材料的有效性可以发现，在加快教师备课和丰富学生语言学习活动方面，

人工智能是大有裨益的。尽管教师确实可以在人工智能和语言教学的融合中获益，但教师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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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察力和专业知识仍然至关重要。此外，教师应当对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保持警

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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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其他科技 

2.1  技术工具的应用 

2.1.1  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以 LearningMall 的整合平台为例 

作者： 

张林涵博士，助理教授 

会计系，西浦国际商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关于作者：张林涵博士，IBSS国际商学院的会计学助理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环境会计、ESG、

公司法和审计。在教学方面，她致力于不断进行研究探索，旨在为教学实践提供参考，不断提

高教学效果。她所教授的课程通常面向超过五百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 

  

关键词：自主学习，Connect，Smart book，高效、有效教学 

  

 

如今，在后疫情时代，远程教学变得普及，学生需学会借助网络平台资源进行自主学习。

教育工作者也需激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帮助学生明白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这是新时代教育工

作者的挑战之一。作为老师，通常面临许多学生不同的学习资源的需求，尤其是在考试之前，

同学希望提供往年试题和习题库。 这背后的动机可能仅仅是为了提高分数，而没有关注到知识

本身的学习。 

 

我尝试了不同方法在满足学生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激励他们在整个学期中以自主的方式来

主动学习。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是运用 Connect 和 Learning Mall Core (以下简称 LM Core) 

的技术与平台结合。Connect 是由教科书出版商 McGraw-Hill 开发的一个课程管理平台，该平

台专门针对使用电子教科书的课程，旨在优化师生的教、学体验。作为 LM Core系统外部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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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工具，Connect通过“外部工具”添加即可实现与 LM Core的结合，就像添加其他文件和活

动一样轻松简单。我所教课程的学生可以直接点击 LM Core页面中的相关链接，无需再次登

录，网站即可直接跳转至 Connect平台。Connect提供的一些学习活动，在 LM Core中也能够

被实现，例如测验等。Connect也能够支持更多的功能，例如，它提供额外的教学和学习资源

可供老师和同学使用，如文本库和讨论板。在下文中，我会举例详细介绍。 

 

我的课程模块采用的是 Connect 提供的 Smartbook 。 Smartbook提供了“在线阅读”和

匹配的“小测试”功能，并且详细反馈学生对相关章节内容的掌握情况。  

 

“在线阅读”功能可作为根据教学计划定制的预习活动。 这样一来，课程内容无需涵盖

教科书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计划）调整教科书的使用范围，使其只包含

与课程相关的重点内容。 此外，Connect 中显示的教科书界面相比于官方电子教科书网站包含

了更多的超链接和不同字体的高亮显示，这更便于学生进行线上阅读。 

 

“小测试”功能能够帮助学生完成自我评估。但“普通测试”模式可能会带来以下两处弊

端，第一，如果学生提交了错误答案，可能会因为无法定位题目知识点而无法提供题目解析。

学生为了快速理解题目，可能会直接向老师求助，这会导致老师花费大量时间反复像不同的学

生讲解同一个问题，即便老师花费很多时间，也无法满足五百名学生不同程度的需求。第二，

如果学生碰巧答对了题目，学生也不愿意花更多时间去完整回顾题目牵涉到的相关知识点，从

而失去了查漏补缺的机会。那么如何实现高效又有效地评估对知识的理解呢？Smartbook中的

特色功能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以上两个弊端。首先 Smartbook 的智能功能为学生阅读电子书提供

了新的体验，阅读完即可提交他们对测试问题提供的答案，评估他们是否完全掌握了内容，学

生点击一个名为“阅读相关概念”的按钮，该按钮即可链接到教科书的相关段落。这种阅读与

练习同步的形式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课本的重点。更重要得是，可以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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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变学生只在乎分数而忽略知识本身的不良动机。通过这种练习，学生不仅学会了正确答

题，而且能够理解题目中的知识，进而逐步实现学生的自我评价、有效学习和主动学习。 

 

Smartbook的另一个功能是提供详细的学情反馈报告，帮助老师了解学生情况，有针对性

地组织课堂教学。 通常，我会在课前组织学生预读相关内容并回答相关问题后，系统会生成一

份学生学习情况的报告，显示出错率高的问题以及学生最常查找阅读的概念。这种反馈可以帮

助我确定教学方向，并揭示教学中的难点部分。 引导我在教学中花更多时间讲解相关内容，以

切实帮助学生学习、理解和掌握。  

 

 

 

综上所述，Connect通过 Smartbook功能为学生预习活动提供量身定制的教科书阅读材料

和匹配的小测试，这样的“有机联合”有利于学生发现自身问题并快速定位相关知识点，并掌

握与加深理解。同时，Connect还能帮助老师在讲课前发现课程难点，有针对性地做好课程教

学工作来指导学生。 最终，可以实现学生更好的学习体验，提高学生的满意度，并培养自主学

习的意识与习惯。为实现以上目标，需要借助技术平台与外部资源，实现专业且高效地协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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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西浦有 LM Core强大的技术平台与整合能力，更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可以帮助西浦融入

更多优质的外部教学资源，保障教学的有效性和高效性。  

  



 50 

2.1.2  基于西浦学习超市(Learning Mall)的案例教学：Qlik 

Sense 数据分析软件的应用 

作者： 

Jean-Yves LE CORRE博士，实践型副教授 

未来教育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周赟，招聘经理 

西浦国际商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案例介绍 

Jean-Yves LE CORRE博士，西交利物浦大学高级实践副教授，西浦国际商学院（IBSS）

数据挖掘实验室（IBSS@Data Mining Lab）负责人。该实验室旨在推广技术驱动的教学解决方

案。近日，Jean-Yves 教授加入西交利物浦大学未来教育学院（Academy of Future Education）

负责教学研究工作。2021年 8月，他担任了西浦国际商学院主办的“数据分析与商业战略”

（"Data Analytics & Business Strategy"）暑期训练营的学术主任。IBSS暑期训练营是一个为期

10天的线上沉浸式课程，课程 100%在西浦学习超市（LM）上完成。在这次有趣且高强度的学

习体验中，来自西浦及其合作院校的学生组成项目团队，为一个虚拟公司制定战略计划及 kpi 

仪表盘。在 IBSS暑期训练营期间，一个项目研究团队在 Jean-Yves LE CORRE博士的指导下开

展了一项名为“基于建构主义的融合学习模式：管理会计教育的创新学习模式”的行动研究，

该研究得到了西浦暑期本科生研究基金项目的资助。这项研究特别强调了数据分析技术工具对

个人及团体认知发展的作用，为融合式教育提供了新的方案及策略。Qlik数据分析工具通过数

据可视化、协作学习、以及形成性评估及总结性评估过程中的数字化产出，加深及促进了学生

在学习不同阶段的认知及互动。西浦学生可以通过 Qlik学术项目（Qlik Academic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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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Qlik Sense数据分析工具，Qlik学术项目由全球数据分析软件解决方案供应商 Qlik公司免

费提供。 

 

融合环境中的案例教学 

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的需求激增。同时，建构主义的学习方式和方法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各

学科领域中引发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近来，数字化学习生态系统已成为先进学习策略的主要

组成部分。该系统会在更复杂的环境中建立半系统性的学习环境，并结合多种学习活动，这也

是实施综合学习的必要条件。案例教学是一种受到广泛认可的教学设计方法和模式，它为教育

者提供了一个实用且合适的方法论框架，以便在特定的环境和其他常见类型的教学设计中实施

综合教学理念。比如在以班级为单位的环境中实施问题式教学，实施基于模型的教学或者实施

支架式知识整合教学等。在案例教学中，参与者会设定目标，并在与教学环境的互动中获得意

外的发现，从而进一步指导其行动。教育技术和教育发展领域的一些专家认为，网络科技为设

计和实施案例教学的体验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同时，网络科技也突显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优

势。西浦学习超市平台将“自主”学习活动和“实时”学习活动相结合，提供多种学习功能

区，比如同伴互评，讨论论坛，或知识共享数据库。这些学习功能区进一步将项目方案划分成

序列和多任务，并通过将一些总问题划分为使用者单次执行单项的子问题来实现。这些任务必

须足够灵活，无论学习者的背景和基础知识如何，都能够完成这些任务。 

 

数字化工具和数字化产出 

在 IBSS暑期训练营中，学员们在不同的案例阶段提出或质疑他们的假设，通过制定商业

场景来为案例作准备。学员们被分成几个项目小组，在线上讨论室中讨论这些假设。项目小组

需要收集、解释、分析各种形式的内外部数据，并使用技术创作工具应用程序 Qlik Sense，随

后以数字化产出（ kpi 仪表盘）的形式向评审小组展示他们的结果。同时，当学员们完成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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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主”或“实时”协作学习活动时，需要比较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做出决策，并将各种形

式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另外，在不同的学习过程中，学员们还需要搜集、解释和分析各种

形式的内外部数据。这个过程由内部流程主导，为学员们提供了一系列指导说明。整个学习过

程处于一系列情境中，就像在典型的咨询项目中，涉及许多方面的学习活动。 

 

指示性策略 

教育认知理论的最近研究表明，数字化表现形式和格式，以及 Qlik Sense等数据分析软件

作为决策辅助工具所创建的数字化产出，能够极大地提高案例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效地

使用技术创作工具，例如将数据进行可视化，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认知短路或认知超载。Qlik与

其它技术创作工具软件一样，在数据搜集和可视化方面提供了一系列强大的可视化格式和协作

工具，使用起来更加便捷。然而，只有当心理表征与学习任务相一致，并且学习过程得到精心

设计的教学流程支持时，Qlik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谓心理表征，我们指的是在案例教学的方

法中，学习者可以通过表征“有意识地”操纵想要解决的问题，并与其他学习者或与数字学习

环境互动解决这个问题。IBSS暑期训练营中所进行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反

馈，从而加强了内部流程的开发以及与 Qlik学习和社区门户网站（Qlik Learning and 

Community Portals）的外部流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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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用于在线计算机实验教学和远程办公的 PC Anywhere 技

术平台 

作者： 

曾义炜，副主任 

管理信息技术和系统办公室（MITS），信息技术中心，西交利物浦大学 

 

陈岩，高级系统工程师 

MITS，信息技术中心，西交利物浦大学 

 

王亘，教育系统工程师 

学习超市，信息技术中心，西交利物浦大学 

 

介绍 

师生通常需要在计算机实验室中才能使用特定的软硬件资源进行教学活动，而教工则需要

用办公室中的电脑去使用特定的办公软件完成工作。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进

入学校计算机实验室或办公室时，这些软硬件资源该如何使用——这是在疫情期间大学所面临

的一项重要挑战。同时，我们也应当思考在线教学期间，如何创造一个可以让员工在私人电脑

上使用的特定软件环境？ 

 

为解决以上用户痛点，MITS搭建了名为 PC Anywhere的 VDI（虚拟桌面基础架构）平

台。该平台为远程用户提供了访问计算机实验室和办公电脑上特定的软件和平台的云服务。借

助 PC Anywhere，用户仅需要通过可连网的个人智能终端（例如 PC 和平板电脑）即可轻松访

问各类资源，不受其地理位置等条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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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疫情期间，随着线上教学工作的开展，大学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线上进行计算机实验

课程的教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使用专业软件备课，学生也需要专业软件来做

实验和完成课后作业。然而绝大部分师生无法自行安装这些软件，而且很多个人电脑上也无法

运行这些专业软件。另一方面，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部分行政人员需要有本地管理员账户的权

限才可安装某些指定软件，以便操作校内系统。第三，在软件适配性方面，部分办公室计算机

上的Windows软件无法在苹果设备上使用，也为使用苹果设备的员工带来诸多不便。 

 

解决方案 

我们提出两种使用方式的 PC Anywhere（网页版以及客户端），来解决以上问题，实现线

上教学、行政管理的全域畅通。 

 

Web版 PC Anywhere的优点是使用方便，而 Client版则更加稳定。它们都兼容常用的智能

设备，例如 PC和平板电脑。此外用户还可以方便地通过虚拟应用程序和虚拟桌面模式运行软

件。 

 

虚拟应用 

最初系统中有 10个常用应用，随着不断更新，目前列表中已有近 30 个可用的应用程

序。这些应用程序被打包成“即开即用”的模式，用户只需在列表中单击，即可在不同设备上

运行对应的应用程序。 

 

虚拟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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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桌面上的用户体验与本地计算机上的用户体验几乎相同，系统中集成了常用软件和专

业应用程序。 

 

我们还针对不同的需求设计了两个场景。对于日常教学和办公用途，我们有“在线办公”

模式，可以满足大部分常见需求。而对于需要专业和特殊应用的课程，我们提供了“在线计算

机实验室”模式，教师和学生可以在其中进行基于计算机的实验。在线办公场景可满足教工日

常教学和行政办公需求，计算机实验教学环境可以满足实验课程的教学需求。 

 

结论 

综上所述，PC Anywhere是一个能够创造性解决疫情期间大量用户需远程使用软件问题的

实施方案。未来它将继续作为常备的技术平台服务于大学，满足办公、教学以及科研等各方面

的软件需求，助力实现畅通、高成效的各项线上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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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网页代替幻灯片：在线课堂演示的另一种方法 

作者： 

赵鹏博士，助理教授 

健康与环境科学，理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关于作者：赵鹏是西交利物浦大学理学院健康与环境科学系的助理教授。他研究的领域是生态

系统与大气之间污染物质的交换。他主讲本科生课程 ENV221和 ENV222，并参与了 

ENV002、ENV117、ENV201、APH003 以及博士生课程 PGRSTP 等课程的授课。 

 

 

在教学中，我时常感到幻灯片（PPT）难以满足课堂教学要求，对在线教学和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HyFlex）中尤其如此。实践中发现，使用网页不仅能够完全替代幻灯片，甚至能达到

更好的演示效果。本文就是个网页。在左上角可以看到文章的结构提纲。向下滚动的话，可以

看到交互式的表格（如表 1）和图片（如图 1 和图 2），并且这些图表都可以交叉引用。课堂

提问时，可以将答案隐藏起来，直到点击才能看到，像这样： 

 

问：课堂演示文稿看起来也像文本这样吗？ 

 

答：差不多。课堂演示文稿一般展示大纲、列表和图表，不会像本文有这么多文字。 

 

本文先介绍在线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背景，然后提出使用网页来解决问题这一办法，最后

谈谈这个方法的局限性。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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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们习惯用 PPT 来指代幻灯片演示文稿。PPT 在高校教学中很常见，几乎是课程

的标配。制作 PPT 文件的常见工具有微软的 Powerpoint、  Beamer、Keynote 等，其共

同特点是横向分页的视图、用列表来列举要点、以及漂亮的动画效果。然而，这种演示方法受

到一些研究的质疑，认为它降低了交流的质量和可信性，浪费了人们的时间 (Jones 2003; Tufte 

2003)。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跟传统教学方法相比，学生基于 PPT 的学习效果并未改

善 (Baker et al. 2018)。 

 

问题 

从课程问卷（MQ）里学生对课程的意见以及日常跟学生的交流中，我发现远程上课的学

生经常搞不清楚一节课的逻辑结构，进而对整个课程的逻辑框架感到困惑。这个问题可能来自

幻灯片演示的方式，因为它把一条逻辑线拆成若干小段，把一张逻辑网拆成若干小块。对于现

场上课的学生，老师可以当面实时解释完整的逻辑框架，而远程学生经常因为时差或者网络条

件的限制而错失实时交流的机会。远程学生更依赖于观看录制的教学视频，阅读演示文稿，并

使用电子邮件跟老师沟通。 

 

幻灯片很难用来展示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由于每张幻灯片受限于空间的大小，老师不

得不经常考虑分页的问题，这让人非常苦恼，因为不得不把一条逻辑链打断。线上的学生经常

在课后重读幻灯片，而幻灯片演示文稿往往给学生一种错误引导，仿佛知识点是一条直线串起

来，而事实上知识点之间往往是网状或者分层嵌套的逻辑关系2。 

 

解决方法 

跟幻灯片相比，网页（HTML）可以更好地组织教学材料，其优点如下： 

 

 
2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618432/answer/1301825196 

https://pzhaonet.github.io/webpage_instead_of_slides/zh/#ref-jones2003
https://pzhaonet.github.io/webpage_instead_of_slides/zh/#ref-tufte2003
https://pzhaonet.github.io/webpage_instead_of_slides/zh/#ref-tufte2003
https://pzhaonet.github.io/webpage_instead_of_slides/zh/#ref-bake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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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必纠结于如何分页，保持讲解的连贯性。 

 

(2) 对于网状或分层嵌套的知识结构，可以方便地使用编号来显示章节关系、层次和交叉

引用。本文是个简单的例子，文中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相互关联，从而使在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

其逻辑关系。当他们通过邮件向老师提问关于某节、某个图表或某个公式时，他们可以方便地

描述（如”见第 1 节”或者”图 1 “）。 

 

(3) 只要将网页布署在服务器上（如 GitHub Pages），那么演示文稿就非常容易维护。比

如，一旦发现演示文稿里有错误，老师只需更新网页就行了，而网址保持不变。这样，线上的

学生只需浏览固定的网址，而无需再次下载文稿，这样就能保证无论何时何处，他们打开网页

看到的总是最新版。当然，网页的离线版可以提供给学生，方便在没有网络的场合使用。 

 

(4) 网页比常见的幻灯片具有更为强大的功能，可以嵌入多媒体资料，例如视频、声音、

交互式图表（如表 1 、图 1 和 图 2)，还可以隐藏一些内容等待学生点击后展示，这无疑会

吸引在线学生的学习兴趣。 

 

(5) 网页格式的教学文稿有希望发展成为教科书来出版。我出版的两本书（《学 R：零基

础学习 R 语言》和《现代统计图形》）都是这样来的。 

 

ENV221 和 ENV222 课上的学生见到网页演示文稿时往往很吃惊，接着发现使用这种学

习方式的快乐。一位学生说：“我非常喜欢教学网页，这种设计使学习内容非常清楚和容易理

解。” 

 

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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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介绍的网页演示文稿的经验来自我主讲和参与的几门课程。虽然我相信这种方法

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但不一定适合所有的高校课程。 

 

(2) 制作网页的方法虽然不难，但是并不广为人知。R 语言或 Python 用户可以使用 R 

Markdown 或者 Jupyter Notebook 的技术来制作网页，而其他人可能需要花若干小时来学习如

何制作。当然，我认为花这个时间是值得的。 

 

结论 

作为课堂演示文稿的一种形式，网页更有助于帮助在线学习的学生们掌握和组织课程里的

知识结构。尽管网页演示文稿需要一定的技术才能制作，它在提升在线教学质量上仍然具有很

大的潜力。当然，这种方法对线下上课的学生也不无裨益。 

 

附录 

 

图 1: ENV221 使用的一张互动式图片。学生可以把鼠标放在数据点上查看数值，或者放大某

个局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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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NV222 使用的一张互动式表格。学生可以点击列名称来排列该列的数值大小，可以选

择每页显示多少页，可以搜索关键词3。 

 
 

 

图 2: PGRSTP 中使用的一张插图，用于讲授如何绘制三维图。学生可以用鼠标或手指放大、缩

小或旋转它。 

 
3 Checkout full table on: https://www.learningmall.cn/en/ceie/best-practice-articles/ and search “Webpage instead 

of slides: another way for lecture presentation” 

https://www.learningmall.cn/en/ceie/best-practice-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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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方法的反思 

2.2.1  在 Moodle（Learning Mall）中创建的课程中评估用于沉

浸式学习的 VR 解决方案 

作者： 

Jean-Yves LE CORRE博士，副教授 

未来教育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徐绍哲 

计算机科学系，西交利物浦大学 

 

谢佳希 

未来教育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对教育工作者来说，设计、实施能够充分发挥虚拟现实（VR）技术潜力的沉浸式学习体验

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创造 VR内容并将其融入到课程设计中。 

  

本篇文章基于 2023年夏季在西交利物浦大学（XJTLU）进行的一项实践性研究，旨在评

估将 VR内容整合到线上学习超市（Moodle）的课程设计中时，四种不同类型的 VR技术解决

方案对沉浸式学习的影响。 该研究是 XJTLU暑期本科研究伙伴项目的其中之一，其独特之处

在于结合了两组不同能力的学生研究者，一组由具有教育技术背景的研究生学生组成，他们在

教育开发者的指导下重新设计线上学习超市（Moodle）的沉浸式学习原型；而另一组由本科生

组成，他们作为观察员和独立评估者参与了创建和整合 VR内容到课程设计的过程。研究方法

上结合定性与定量的方法产生了一个评估框架，其中包含若干标准，以此比较不同 VR技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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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之间的差异。标准包括所使用的 VR软件在创造、定制和整合 VR数字内容方面的用户

友好性和效率水平。 

  

教育工作者的挑战 

自引入建构主义学习策略的早期阶段以来，专家们一直声称使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如人工

智能或虚拟现实，将改善沉浸式学习体验的设计和实施。 然而，在将数字技术融入教学实践

时，人们将面临许多挑战，例如在学习管理系统（LMS）中创建、整合和优化 VR数字内容。

教育设计者可以采用哪些教学策略和模型来创造沉浸式学习体验？将 VR数字内容整合到课程

设计中，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教学策略和方法？如何确保课程设计中的 VR内容集成真正有效，

以提升学习绩效？ 

  

渐进式方法 

将 VR数字内容融入到Moodle（学习超市）的现有课程中创造的沉浸式学习体验，带来了

以下几个优点。首先，教学设计得到了Moodle（学习超市）的建构主义学习原则和情境学习原

则的强有力支持。其次，教育设计师具有灵活性，可以以多种方式将 VR内容与学习环境和过

程中的其他数字学习技术相结合。最后，这种方法允许我们采取渐进式的学习方式，通过迭代

的步骤和审查来开发、测试和改进这些体验，而无需受到技术的基础设施的限制。由此可见，

相比于高度依赖虚拟学习环境（如 2D或 3D世界）的技术驱动策略，将 VR内容整合到 LMS

（学习管理系统）的现有课程中更适合教学法驱动的教学设计策略。 

  

教学设计 

为了评估 VR技术解决方案，我们在学习超市（Moodle）中提供给学生研究者们数个基于

沉浸式学习的教学策略和模型所创建的课程模板，例如对话型、支持型或探索型教学策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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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现真实的环境，我们采用了“课堂即组织”（Classroom-As-Organization，CAO）教学模型。

CAO是一种教学方法，可以为学生提供真实的组织背景和待处理的问题。这些课程模板在虚拟

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中复制了现实组织的工作环境，学习者能够扮演组织的一员来进行项目工

作。这些项目工作旨在解决只有通过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才能解决的问题，且学习者需要在学

习过程中做出决策。例如其中一个课程模板包含了中国历史的课程。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具有

教育学背景的学生研究者通过重新思考学习目标，学习活动与 VR数字内容的关系，对课程设

计进行了调整。根据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法，课程设计中的教学目标分为认知、技能和情感

三个方面。所以除了知识获取之外，我们还添加了一些学习活动，以此补充学习者设计的沉浸

式学习环境，比如游戏、讲故事、诗歌形式、思维导图或其他小组或群内完成的活动。我们会

评估每项活动对数字技术和/或 VR材料的支持程度。 

  

例如，我们邀请了一位北京的初中历史老师作为该项目的顾问。为了提升沉浸式学习设

计，课程重设计由两组学生研究者同时完成。其中一组重新设计了不同主题的三节独立课程，

而另一组则专注于其中一个主题，深入探讨，仔细考虑其细节与内涵，设计出了相应的另外三

节课程。 

  

评估框架 

该研究旨在开发一个直观的框架，用于评估虚拟现实（VR）数字技术解决方案。该框架使

了定性研究（焦点小组、访谈等）的方法来制定。此框架中包含的标准示例包括： 

• VR技术解决方案在提升学习体验方面的总体贡献; 

• 将几种类型的 VR内容与典型的学习活动相匹配，用于“课堂即组织”的教学设计或提供

创建新活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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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创建、定制和集成数字内容（例如：全尺寸 3D 模型、交互式 360° 图像和 360° 

照片）的过程。 

此外，对将 VR内容成功集成到学习超市（Moodle）平台上的课程设计进行评估，评估涵

盖了三个不同层次的教学设计组件，即：学习环境，学习过程和绩效任务，详情如下： 

• 学习环境：物理位置、数字环境以及学习者沉浸其中的环境和文化的组合。 

• 学习过程：一系列协调和结构化的学习活动和评估活动。 

• 绩效任务：要求学生执行以展示他们的理解、能力和知识的学习活动或评估。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被分成四个团队，每个团队负责不同的 VR技术解决方案：H5P（组 1），Nibiru

（组 2），Matterport（组 3）和 Uptale（组 4）以及具有不同沉浸式学习策略的课程模板。每个

团队都按照以下常规步骤创建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 

• 教学设计; 

• 与经验、利益相关者和规划的目标保持内部一致性; 

• 故事板和拍摄，以及 2D媒体拍摄; 

• 媒体处理并上传到 VR平台或集成解决方案; 

• 添加媒体（视频、声音、照片）; 

• 创建场景; 

• 构建 VR平台和Moodle的体验; 

• 创建交互和依赖关系; 第三方或领域专家对体验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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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VR 数字内容的性质、在学习管理系统中的集成程度以及学习者的使用频率（异步、

永久、同步或异步、按时间线顺序或同步/实时），不同类型的 VR数字内容和整合方式可以根

据课程设计的三个层面进行分类： 学习环境、学习过程和绩效任务。这可能包括 

• 沉浸式学习空间; 

• 虚拟（工作）空间; 

• 虚拟（工作）空间之间的导航; 

• 场景化内容（360°）; 

• 分支场景; 

• 交互式 360° 视频（低或高交互性）。 

 

研究计划 

每个小组的研究人员都被分配了角色，以完成将 VR内容整合到课程设计中的各种任务。

教学设计师负责创建 VR内容并将其整合到 LMS 课程中。数字内容设计师负责创建视频内容

并将内容输出到 VR平台。研究人员的职责是为团队报告做准备，评估与沉浸式学习有关的 VR

解决方案，并与其他团队的研究人员一起参与焦点小组和访谈。为了促进学生研究人员之间的

有效合作和高效进展，研究计划在为期五周的项目中安排了几项关键活动，包括每周一次的项

目小组会议、头脑风暴会议、实地训练营以及与外部同行评审人员进行的小组评审会议。每个

项目小组都向由内部和外部评审人员组成的小组展示了其 LMS-VR集成沉浸式学习体验原型，

以获取进一步改进的反馈。 

  

每周的会议旨在为讨论如何将现有的数字内容与现有的课程设计相匹配做好准备，并为课

程设计的修改或新数字内容的创建（包括 360 度视频、360 度图片、2D 视频、2D 图片、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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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以及音频和其他 3D 对象）提供建议，与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准备。学生研究员需要使

用 Canva中的故事板协同工作。 

  

一名学生研究者被指派协调和推动与校园研究项目的进展相关的各种任务：组织和安排野

外训练营，协调预算、时间和地点等后勤事务，以及通过向团队介绍 VR软件和教学视频，分

享独到的见解和反馈来参与视频内容的制作。 

 

结论 

沉浸式学习在支持高等教育机构的创新教学方法和新的学习与教学理念（如综合教育）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虚拟现实数字内容整合到Moodle上现有的课程设计中，为虚

拟世界等现有的沉浸式工具提供了有价值的替代方案。它们支持了更先进的沉浸式教学设计方

法；此外，这种方法还能充分受益于Moodle与 VR平台接口的最新技术发展。 

 

我们的研究可以为发展沉浸式教学设计渐进方法，以及充分利用与Moodle-VR整合相关的

未来的 VR技术进展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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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数字平台赋能学习，跨界合作协同育人 

作者： 

陈健，新职业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教授 

未来教育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未来教育学院和学习超市基于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通过跨部门团队合作，

为国际化教育硕士专业研究生《教育实习》（Educational Internship Module，简称 EDS406课

程）这一必修课，开发了数字化实习管理平台（简称“数字平台”）。该平台以促进学生学习

和协同育人为目标，为未来教育学院 2022级 80名硕士研究生提供了一次特别的学习体验服

务。本文基于课程设计，实施痛点问题及其解决过程，详细阐述了该数字平台赋能学生学习，

丰富实习经历的主要目标。 

  

一、EDS406 课程概述 

EDS406课程是未来教育学院国际化教育硕士专业中的一门 5学分课程。该课程旨在培养

学生的分析能力，以了解全球教育，探索不同的教育主题。通过关注教育实践能力，并借鉴西

交利物浦大学的经验，该模块希望促进教育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因此，该课程对于辨别和评估

研究生的综合能力素养具有重要作用。2022-2023学年春季学期，修读 EDS406课程的 80名研

究生同学通过数字平台，与校内外实习机构进行“平台互选和人岗匹配”，同学们的实习岗位

分布在苏州本地的 15个教育机构，包括大学、职业院校和中小学以及知名培训机构等。实习工

作涉及教学协助、课程开发、项目支持、研究助理、升学辅导和行政管理等多个领域。 

  

二、EDS406 实施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69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讨论课程正式运行前的设计和思考。该文章将侧重于未来教育学院

和西浦学习超市之间合作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在正式开课前，主要有三个挑战。 

  

1. 如何确保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匹配的公平性、合理性和高效率？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减少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存在的“信息差”与“认知偏差”。

信息差表现为学生无法全面了解实习单位及具体工作岗位的真实情况；相应的，实习单位对学

生的实习需求以及学生所具备的技能同样缺乏了解。认知偏差是指由于学生对实习单位及实习

工作岗位性质缺乏全面的的了解，导致其盲目选择实习单位或工作岗位；而实习单位及用人部

门对实习生要求的不同，无法合理安排实习生工作。为彻底解决信息差和认知偏差两个根本性

问题，最为理想的方法是在选择实习单位之前，给予学生亲身实践的机会，再由双方自行评判

并做出选择。但由于 EDS406目前仅作为国际化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第二学期五门必修课程之

一，学生无法在时间和精力上完全投入该“课程”的学习，而实习单位对于每周只能实习 1.5

天至 2天的学生，在实习岗位安排上也会存在很大的困难。在落实 80位全日制研究生校内外实

习工作安排的情况下，确保公平性和合理性，对于课程负责教师而言，其难度和工作量是较

大。该类实习课程的有效开展，需要强大的资源支撑以及大量的沟通成本，包括对学生进行指

导以及向实习单位提供学生情况及实习课程要求的相关信息。因此，如何提高匹配和沟通的效

率是 EDS406课程在实施之前需要重点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2. 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有效利用有限的实习单位及工作岗位资源？ 

未来教育学院仅建院两年，建立的校外实习基地数量较为有限。此外，能够完全符合并满

足 EDS406实习课程要求的校外机构和岗位资源更为稀缺。过往经验表明，若全面开放实习岗

位，部分学生会申请多个实习单位以及工作岗位，以提升实习录用概率，这会给实习单位造成

一错误判断。此外，还会一个申请者同时获得多个个实习机构的录用，但由于只能选择其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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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进行实习，必须放弃其他实习机会，从而造成资源和沟通成本的浪费。相对的，对于发出实

习邀请但被拒绝的用人单位而言，积极性也会受到打击。因此，如何在确保“机会公平”的前

提下，尽量避免实习工作岗位资源的低效利用甚至浪费，是 EDS406课程需要在学生实习前需

要重点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3. 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完整的实习经历并学会理性抉择？ 

完整的实习经历需要包含三个阶段：实习前，学生需要对潜在实习单位和岗位进行寻找与

筛选、提交申请、参与面试以及做出最终决定。实习中，学生需要平衡实习单位工作安排与自

身课程学习要求。此外，学生需要在没有固定工作模式的职场中找到自身定位，寻求日常事务

性工作与有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平衡，从而达到自身收获预期等。实习结束后，学生需要对实习

经历做出全面回顾和反思，基于具体的实习过程中的典型问题、事件或案例，结合所学理论知

识和实践经验，找出解决问题所需方法，为将来更合理地选择工作单位，更好地融入工作组

织、适应新的工作岗位、有效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打下坚实的认知能力基础和实践能力基

础。因此，如何在课程设计和实施方面做出调整和优化，尽可能地帮助学生获得完整的实习经

历，帮助学生学会并提高理性选择的意识和能力，这是 EDS406课程在学生实习前需要解决的

第三个问题。 

  

三、创新解决方案、实施效果及实践启示 

为解决上述难题，课程负责人主动与学习超市相关工作组进行合作，通过持续的沟通，提

出最终的创新解决方案——Learning Mall Premium平台专属页面。经过教学实践检验，这一共

创方案不仅改善了 EDS406课程沟通和管理的效率，也促进研究生进行“实习互选”。未来教

育学院与学习超市在 EDS406课程共创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校内外同类课程具有借鉴性、可

复制性和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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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解决方案 

为有效解决“信息差”、“认知偏差”、“资源利用率”、“理性选择”以及“课程沟通

与管理效率”等问题，课程负责人与学习超市工作团队协商共创 “实习管理平台”页面（图

1），该专属页面最大的特点为实现 C2B，即学生通过平台，直接与校内外实习机构的招聘代

表进行“互动交流”；此外，学生、实习机构和任课教师都能够对“申请-面试-录用（不录用

再申请其他机构或岗位）”整个过程进行追踪。 

 

 

 



 72 

课程负责人制作了双语版的“实习工作信息表”（图 2）并分发至未来教育学院的合作机

构，站在学生角度，请他们提供全面的实习岗位招聘信息，包括机构简介、实习部门、岗位名

称、实习生需求数量、工作要求、实习期限、实习工作量、实践导师配比、实习期间是否提供

实习工资或补助以及对应聘者专业背景、工作语言、主要技能和工作经验的要求。将此类信息

同步到“实习管理平台”专属页面，最大程度保证了实习单位和工作岗位相关信息的透明度，

在确保学生“实习机会公平”的同时，帮助学生提升信息识别、筛选的判断力。与此同时，通

过该平台，实习单位可以收取阅览学生的申请资料，包括简历和求职信等，并发布公告，通知

面试、给出录用结果，关闭满员的实习岗位等。此外，平台进行了最多申请 3个实习岗位，且

一次只能选择一个岗位进行简历投递的申请限制，从而保证实习岗位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在一

定程度上帮助学生提高自主选择（首选最适合自己的实习机构和岗位，而不是盲目追求机构品

牌或岗位利益）以及自主管理机会成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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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学生与实习机构在线的“互动交流”，包括申请情况、应聘动态和面试结果等，都

会被平台专属页面记录，这些“过程留痕”可以帮助任课教师，学生以及用人单位跟踪实习匹

配的进度，助力任课教师“有的放矢”，及时发现问题，重点跟进进展较为缓慢或在人岗匹配

中出现问题的情况，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和用人单位主动跟进匹配进度的意识。 

  

2.实践效果与共创启示 

通过学习超市“实习管理平台”专属页面，EDS406课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 80

位研究生同学的实习岗位匹配，极大地提高了人岗匹配的效率，减少了不必要的沟通成本以及

额外工作量。部分未能收到面试通知或录用结果的学生会积极主动联系任课教师，请求帮忙了



 74 

解相关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同学们的自主意识。多数学生指出实习单位和岗位的选择，

多数与毕业后意向的求职领域相关，通过征求父母、亲戚、学长学姐以及在同一个行业领域有

相关经历的朋友的意见和建议；也有部分学生选择自己从未尝试过的工作领域进行探索，这些

对于“实习生”而言都是很好的历练。 

 

通过这次合作共创，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第一点，学生的学习并不局限于校内的课堂

以及课程教学的本身，就实习课程而言，学生的学习从他们主动寻找信息和自主决策就已经开

始。第二点，EDS406课程以及类似对资源要求高、涉及协同育人利益相关方多、覆盖学生面

广的课程，通过学习超市进行信息共享、内容共创是一种最优选择，这样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和准确性，并在较大程度上减轻课程教师的“额外工作负担”，使他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课程设计、实施和评价的优化过程中。第三点，课程教师要学会利用学习超市平台的数字化

和存储量优势，将其有机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各个方面，如学习进度跟踪，学生个人成长档案袋

存储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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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用游戏化和互动性打造有趣的教师培训： 英国高等教育

学会项目案例 

作者： 

孙逸群，教育开发员 

教育发展部，未来教育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Charlie REIS，教育开发员 

教育发展部，未来教育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杨叶子，教学设计师 

教育发展部，未来教育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吴叶香，教学设计师 

教育发展部，未来教育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引入 

想象一下，你置身于在线课堂中，机械地阅读和观看视频，然后将你的想法发布在论坛上

与他人分享。这种学习方式是不是非常的枯燥乏味？你是希望这样学习，还是在沉浸式深度学

习中解答谜题，逃离“密室”，享受更有趣的课程体验呢？ 

 

长期以来，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参与感强的学习体验。但在异步学习领域，这一挑战变

得更加艰巨。然而，在中国，一个教育开发团队迎难而上。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融合游戏化元素

和新兴技术（如 H5P），重新构建个性化、互动性强的教师发展项目，吸引学习者按照自己的

步调积极参与，以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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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学习中的参与困境 

自疫情爆发以来，各种混合式学习模式因其适应性和灵活性备受瞩目，学习者可以通过多

种方式接触学习内容，此外，学习者还可以根据个人偏好和需求定制学习体验。然而，设计一

个既能有效保证学生参与度，又能激发学习动力的混合式课程，是满有挑战的。在西交利物浦

大学，一群教育开发人员探索了使用 H5P等新兴技术，运用游戏化元素，来打造充满互动性、

趣味性和吸引力的异步学习体验。 

 

课程开发 

该课程名为《主动学习与学生参与》（Active Learning and Student Engagement），是英国

高等教育协会（Advance HE）教师培训项目的一部分。完成该课程的研修后，参与者（大学教

师）将获得研究员头衔并获得在英国大学体系中担任讲师的资格。课程旨在介绍多种主动学习

策略，并展示如何利用技术使活动更具吸引力、趣味性和包容性。同时，课程也鼓励学员思考

如何将这些策略融入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 

  

该课程先前主要通过两小时的研讨会进行教授。在此期间，教师会根据自身经验来介绍活

动设计和技术应用。然而，由于选择的多样性以及参与者广泛的兴趣，仅在两小时的研讨会中

做出抉择并非易事。为了改善这一局限性，开发者们想出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将研

讨会转变为一系列有趣的数字密室逃脱（Digital Escape Rooms）组成的异步课程，通过西交利

物浦大学的学习管理系统（LMS）进行呈现。 

  

在这个焕然一新的课程中，参与者须穿行于各种数字密室，在不同的房间之中进行探索。

他们的目标是解锁每个房间，获取出勤码并收集奖杯。为了确保课程的顺利进行，学员不仅需

要学习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还需通过解锁下一个房间的密码来证明他们对特定知识的掌握程



 77 

度。这种创新的方法提供了一种沉浸式的互动学习体验，使参与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探

索的同时，也积极展现了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收获。 

 

 

图 1. 第一个和第二个数字密室逃脱室的截图 

 

 

图 2. 学生被提示输入数字房间密码的快照 

 

每一次学习，参与者们都可以沉浸于丰富的互动资源之中。趣味盎然的动画资源与测验交

替出现，在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同时，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了评估。此外，一系列课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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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材料也通过网络链接的形式，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感兴趣的知识。学生们可以自由地探索

互动资源，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最吸引他们的学习活动，从而定制规划自己的学习过程。此

外，参与者们还可以通过内嵌的 Padlet与同伴进行互动与合作。这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共同构建

知识，分享教学实践的宝贵平台，培养了一个丰富且充满活力的学习社区。 

 

 

图 3. Padlet中的活动快照。学生可以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经验 

 

 

图 4. 交互式书籍活动的快照。在该活动中，学习者可以点击"+"了解更多关于他们感兴趣的教

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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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扫描二维码体验该 H5P活动 

 

为了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内容的可视性，，我们在Moodle中使用了“升级”（Level 

up) 功能。在完成活动后，学生可以获得徽章并积累经验值，以提升他们在学习之旅中的成就

感。教师和学生都可以通过排行榜来查看查看学习成绩，跟踪学习进度。这个排行榜培养了学

习者良性竞争的意识，激励他们努力追求卓越，树起教育的里程碑。 

 

 

图 6. 显示“Level up!”功能、徽章、积分和排行榜的截图 

 

在课程中，西交利物浦大学的课程开发团队融入了元设计提示，以展示各项活动的构建思

路。这些提示为那些欣赏该课程的特定设计元素，且希望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探索并实施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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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学习者提供了指导。通过分享这些见解，该团队希望赋予教育工作者融会贯通的能力，

从而帮助他们在自身的教育事业中提升创造力。 

 

 

图 7. 使用 H5P手风琴活动的元设计文本的截图。文本可折叠 

 

成就 + 影响 

学生发现，使用 H5P改善了他们的学习表现、产出和效率。为了评估该创新方法的影响，

我们对该课程的 51名参与者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 67%的人完成了问卷。调查显示，学生给

予了该课程相当积极的反馈，对学习材料的满意度为 80%，对活动设计与布局的满意度分别为

84%和 76%。他们还高度赞扬了 H5P活动和数字密室逃脱的互动性，认为这些设计有效地帮助

他们专注于学习内容。其中一位学生这样写道：“寻找密码以逃离房间，是确保学习者真正关

注学习材料的一种非常高效的方式。”另一位学生写道：“我喜欢 H5P活动带来的互动性和参

与感。例如，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行分配时间，参于课堂内外活动。”他们还表

示，自主学习缓解了实时研讨会所带来的压力。例如，一名学生这样说道：“对于某些特定的

问题，我可以尝试回答很多次。而且在作答时，没有来自同伴或是老师的压力。”然而，该项

调查也揭露了课程设计中的一大挑战：在基于密码的密室逃脱课程中，需要将学习者的评估范

围扩展到高阶思维能力，而不仅仅限于低阶思维能力。 

 

设计一个异步课程远不止于在网站或学习管理系统上堆砌视频。它需要细致入微地构建，

包括对学习材料的策略性分块、严谨的内容结构编排以及学习进度追踪等要素的融合。事实证

明，将数字密室逃脱、游戏元素和 H5P工具运用于异步课程，能够创造引人入胜的学习体验。

这些创新工具作为增强学习者参与度的媒介，丰富并充实了他们的学习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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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引入深度游戏化的概念（这一游戏化概念基于Webb（1997）

的 "知识深度"（Depth of Knowledge）理论线谱的深度思考）作为设计课程的指导原则，以确

保数字学习活动能建设性地与课程设计原则保持一致。 

 

 

图 8. 深度游戏化概念 

 

游戏化和竞赛只是一个起点，还不足以构建课程和学习设计。因为有些学生参与竞赛只是

为了竞赛本身，而不是真正为了学习。深度游戏化包含游戏、得分及任务的完成。它更要求学

生展示既定的学习成果，而不仅仅是解答谜题或在比赛中取得高分。而“深度”一词所蕴含的

一个要素是，通过游戏方式融入所有学生，鼓励他们表达概念性知识，并将其作为学习游戏设

计的一部分。该项目未来将计划让学生参与游戏设计和测试，与学生共同设计游戏并提升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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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使用 TPACK 框架设计混合式教学 

作者： 

张青博士，助理教授 

教育学系，未来教育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近年来，混合式教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许多大学将教学转到

了线上，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去教室或远程上课。在混合式学习中，学生可借助现代科技随时随

地学习，而非一定要坐在教室里面上课。到了如今的后疫情时代，混合式学习依然受到世界各

国高校的持续青睐。许多大学纷纷将各种教学模式相结合，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改进他

们的学习体验，从而吸引和留住了更多学生。本文旨在为大学教师、培训师及教学设计师在设

计混合式课程时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所谓混合式学习就是“将传统课堂（面对面）与线上学习相结合，重新整合为一种有效且

灵活高效的全新学习方式”（Stein & Graham, 2014）。混合式课程主要是传统课堂上课，并辅

以线上学习模式。线上学习可以安排在传统课堂教学之前或之后。例如，学生可先在线上学习

相关课程内容，然后到课堂上完成问答作业（例如：小组讨论）。反之亦然，学生可以在课后

上网查阅相关学习资料，从而深入理解课堂上所学知识。疫情期间，HyFlex（混合灵活）教学

是使用最多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之一。HyFlex教学为学生带来了更加多样化且灵活的学习体验。

在 HyFlex教学模式下，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去学校上课、同步线上听课或异步线上学习，并可以

根据自身需求和安排自由地切换学习模式（Beatty, 2019）。 

 

要想设计出优秀的混合式课程，教师必须学习和掌握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才能借助最新技

术为学生们打造数字化教学内容，学生也能获得良好的线上学习体验。基于计算机的教学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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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学生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还能提升他们对于教学内容的参与度。除了掌握专业技能，

教师还需要丰富教学内容和知识，从而设计出有效的运用新技术工具辅助的教学（Mishra & 

Koehler, 2006）。在对高等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项目进行五年的研究后，

Mishra和 Koehler（2006）提出了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在这一框架下，

Mishra和 Koehler对学科内容知识（CK）、教学法知识（PK）和技术知识（TK）做了详细的

阐述，并对这些概念进行两两结合讨论，包括学科教学知识（PCK）、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

识（TCK）和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以及如图 1所示的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

（TPACK）。教师和课程开发人员可以使用这个框架来设计计算机辅助的教学，并评估自身开

展混合式课程教学的准备情况。 

 

 

图 1. 经出版商许可翻印的 TPACK框架，©2012，TPACK.org 

 

学科内容知识（CK）。学科内容知识是指“实际学习或教学的主题”（Mishra & Koehler, 

2006, p.1026）。因此教师必须精通所讲学科的内容主题，无论是数学、科学、语言还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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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时常会提醒自己的学生，包括西交利物浦大学（XJTLU）数字化教育专业的学生，无论他

们以后是想教书育人还是成为企业培训师，都要提前掌握自己要教的内容。在课堂上，他们应

该随时准备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教学法知识（PK）。教学法知识是指“有关教学过程、实践或方法的深层次知识，以及它

所包括的整体教育目的、价值观和目标等”（Mishra & Koehler, 2006, p.1026-1027）。简言之，

就是要清楚如何使用相关方法更好地教学。教师应熟悉各种教学方法，包括协作学习、问题导

向学习和游戏化教学，并能在传统课堂及线上学习环境中使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学科教学知识（PCK）。学科教学知识是指使用最适合的教学方法讲授给定的内容。这并

非简单地要求教师了解所教内容及教学法，而是将这两者有效地结合。例如，当需要在混合式

课程中向同学们介绍有关人工智能（AI）的内容，教师就可以通过传统课堂讲课的方式讲解人

工智能的重要概念，或者在线上发布一个有关人工智能的视频（例如上传至学习管理系统），

之后让学生以独立或合作的形式使用 AI工具进行实践活动。 

 

技术知识（TK）。技术知识是指在教学中运用的技术性知识。在混合式课程中，教师应

掌握如何在课堂上使用计算机、投影仪及数字白板，还有在线技术，包括在线会议工具（例如

Zoom和腾讯会议）、在线协作工具（例如腾讯文档、Miro和 Boardmix），以及用于沉浸式学

习的虚拟现实技术。 

 

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TCK）。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是指“有关技术和学科内容

相互关联方式的知识”（Mishra & Koehler, 2006, p.1028）。它包括通过选择正确的工具来教学

生相关的概念、事实和实践。举两个例子，在医学院，学生们首先在虚拟现实模拟环境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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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手术，为今后在现实中为病人动手术夯实基础；在语言课上，学生可以使用发声词典

来学习新词。 

 

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是指“如何在教学中使用不同技

术的知识”（Schmidt et al., 2009, p. 125）和“针对特定任务使用的各种工具的理解”（Mishra 

& Koehler, 2006, p.1028）。Mishra和 Koehler（2006）还给出了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的例

子，例如：掌握保存课堂记录、出勤率和评分的知识，以及基于WebQuest、讨论板和聊天室等

通用技术的知识（p.1028）。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是指将技术知识、教学

法知识和学科内容知识整合到一起。在设计新技术工具所辅助的教学时，教师不应单独考虑以

上三项因素，而应具有综合性思维。教师应认真选择合适的技术和教学方法讲解学科内容

（Schmidt et al., 2009），同时还要考虑到学生原有的知识、技术获取能力及相关兴趣。有一个

关于 TPACK的例子，即了解“如何将Wiki作为通讯工具，增强社会科学中的协作学习能力”

（Chai et al., 2013）。 

 

TPACK是一种常用框架，用于对教师或教学设计团队应具备的知识进行指导和建议，从

而帮助他们设计出技术辅助课程并指导他们将技术整合到课程设计中。在本文中，笔者讨论了

如何利用 TPACK框架设计混合式课程来提供良好学习体验的可能性和实际操作性。许多学者

还开发出了用于评价教师 TPACK水平的测评工具，如 Schmidt等人的《职前教师教学和技术

知识的调查》（2009），以及 Graham等人的《测评在职教师对 TPACK结构信心程度的调查》

（2009）。各大高校的教学中心及职业发展部门可以利用这些调查工具，评估教师或培训师是

否准备好了在教学活动中使用相关技术，从而为教师、培训师和课程开发人员在利用 TPACK

框架设计混合式课程时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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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在融合式教学模式下打造实用类数学课程 

作者： 

张若男博士，助理教授 

应用数学系，数学物理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目标 

当代数学以抽象的理论知识和严谨的证明著称， 而运筹学作为近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 在实际应用领域彰显出极强的辨识度。正因如此， MTH203: 运筹学导论在西浦的众数学

类课程中显得非常特别。这门课的教学目标是通过为学生提供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拓宽学生

对数学的认知边界，并且进一步激发和保持学生对运筹学的学习兴趣。考虑到诸多实际因素包

括学生数量（例如前两年本课程注册学生数为 415， 440）、学生背景（包含金融数学和应用

数学两个不同专业）以及繁重的知识点，以研讨会或者一对一项目的形式组织本课程的教授很

难实现。因此我们探索在两类教学风格 —— 以覆盖知识点为基础的教学风格和开展个性化教

学项目之间达到良好的平衡，并将合理设置考核作为我们的首要关注点。 

 

“运筹作品展播” 

作为在运筹学方向（学术及业界）工作超过 15年的人，我对宣传推广该领域以及培养学

生的必要技能有很深的使命感。除了讲授数学专业学生重点关注的技术细节外，我还着力强调

实践和应用，为学生们解释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设计和完成运筹类的项目。在过去一整个学期

中，我在课程中穿插了十多期的“运筹作品展播”， 每期 10分钟，用来专门介绍和分享我之

前与不同企业部门完成的运筹项目，包括专业方法、项目管理、与客户的沟通经验等方面。同

时讲义和课件里的很多例题和作业题目都联系了现实背景并且设置了开放型答案，这是为了使

学生充分意识到有时候数学结果也不必“非对即错”，完全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客户需求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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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呈现不同的分析和观点。为了使课堂更加有吸引力，每学期我会邀请大概 8位“嘉宾演讲

人”，比如我现在或之前的 FYP，SURF的学生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MTH203的学

生可以接触到相应水平的本科项目，并通过观摩同伴的表现来提高自身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FYP和 SURF学生也可以借此机会推广自己的项目，锻炼其在众人面前演讲的能力（这些机会

在其他课程中非常罕见），并收获宝贵的意见。 

 

运筹节 

运筹节是自 2021年由我创办的一个极具开创性的主题活动， 它始于MTH203的一项已经

实行了 5年的课程作业。为了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我们不设置固定的题目和形式，而

是只给出若干涵盖典型技能的“路径”供学生们去选择。学生可以自由组队（一般每队五名队

员），然后确定队伍的“方向”。例如偏爱硬核技术的队伍可能会更喜欢 “运筹执行与编

程”，而擅长案例分析和陈述的队伍会青睐 “建模与分析”。沿着各自的方向，每个队伍探索

应用背景，进而打造专属项目。最终打分是结合书面报告、小组陈述和同伴评审三个方面。之

后小组陈述被集中安排在一天，我们称之为“运筹节”，并对外展示。在 2021年，有 83个小

组和 6位数学物理学院的老师参与该活动，观看了项目展示并且提出了问题和建议。运筹节也

因此脱颖而出，得到了本系（应用数学）其他老师的大力支持，之后被列在预算编内。我们也

在不断的设计更有创意、吸引力的活动机制来进一步优化运筹节活动。 

 

融合式教育模式下的一些挑战和应对思路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自 2020年开始调整教学模式，并在经过数轮讨论和分析之后，

我们渐渐意识到建立起一套“抗干扰”、可应对线下、线上或融合式的教学方法是非常必要

的。随之而来的是两大挑战：一是如何保持实际而有效的“教学输出”; 二是如何设计符合线

上教学模式且体现学科特点的作业和考试。在MTH203的教学中，我们尝试在保留以讲义和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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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主线的传统方式之余，对互动环节做出适当调整。例如在 2020和 2022年，我邀请嘉宾在

BBB （BigBlueBotton，简称 BBB是西浦专为本校学生开发的线上教室）上做运筹展示会，并

推荐他们在平台上直接与学生互动或在讲稿中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如微信二维码），以便在

展示会后与学生做进一步的交流和探讨。2022年的运筹节转为线上模式，我们收到了 81条团

队制作的项目视频。这种录制视频的形式，使学生们有充分时间做更好的准备，专注于作品的

录制、剪辑，以获得更高质量的作品。 

 

运筹作为强调实用性的大三学科，在设计考点时，我们更注重考察学生的反应速度和思辨

能力，而不鼓励学生在记忆公式和步骤计算上耗费大量时间。因此我们将线上期末考试设为开

卷，并且鼓励大家在考试中使用电脑（具体来说，使用搜索引擎、Excel、Matlab）。为了给学

生提供方便，试卷上甚至直接给出了一些针对排队问题、随机数生成、概率计算以及多项式方

程求解的专业网络求解器的链接。此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开放性问题来鼓励大家给出多样化

的答案。同时，我们也在不增加人力监考的情况下，非常有效地遏制了网络考试中常见的抄袭

问题。从试卷批改情况和大家的反馈来看，以上设计都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并且得到了学

生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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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学课程创新型考核设计 

作者： 

张若男博士，助理教授 

应用数学系，数学物理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目标： 

不同于传统的数学科目考核方式（例如小测验、考试），我们希望采用创新的方式以达到

以下目标： 

• 提升考核问题及答案的多样性； 

• 促使学生更加主动地展示学习成果和个人兴趣； 

• 鼓励学生将现阶段所学拓展至今后的科研领域，例如：夏季本科生研究基金项目

（SURF）、毕业设计项目（FYP）、研究生学习等。 

 

对于一贯强调精确解法的数学学科来说，这些目标并不容易实现。然而，运筹学作为一门

集合数学、管理科学及工业工程学为一体的交叉学科，它探究广泛的实际应用。此外，大三的

学生在西浦积累了丰富的学习经验，并非常关注自身今后的发展，是参与该课程考核的理想群

体。。综上，我们选择MTH203：运筹学导论作为此次实施考核设计的课程。本课程有三项考

核 ：课程作业一（15%）、课程作业二（15%）和期末考试（70%），均为简答题。 

  

课程作业一：设置开放性题目以鼓励多样性及创造力 

毋庸置疑，运筹学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而在MTH203这门课程中，我们更着力于展现数

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考核的问题包括以下二者之一：给定技术细节要

点，要求学生设计应用背景（例如，给出时间线、状态及所需矩阵，要求学生给出一个吻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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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征的马尔可夫决策过程）；或者从不同角度计算并解释自己的答案（例如，在不同情形

下，某个操作系统的“效率”可以以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数量、每个工作的等待时间、或是

服务器的利用率等等来衡量）。在此思路下，我们把课程作业一设置为至少包含一半开放性题

目，这在其他数学课程中是非常罕见的。学生可以有更多准备时间，可以查询参考资料，但是

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从提交的作业来看，我们的训练是行之有效的，因为许多答案充分展

示了学生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思维。此外，设置开放式问题也减少了我们对学术不端问题的担

忧。 

  

课程作业二：赋予其满满的仪式感 

在以个人形式完成了课程作业一之后，我们希望将课程作业二设计为小组项目形式，以考

核不同的学习成果，这是十分必要的。准确来说，学生要先策划一个结合自创背景和相应技术

的运筹项目，然后向公众展示。第一步，我们会给出一些不同的路径（涵盖算法设计、建模、

编程等典型技能）然后让学生任选其一并自由分组和定题，而第二步我们会营造轻松有趣又开

放的氛围，把重点放在思想的碰撞和分享，弱化考核的紧张感。于是在 2021年，“运筹节”应

运而生。在尝试了多种形式（2021年线下 ppt展示、2022年线上 ppt录影提交，为期一天的线

上和线下 PPT展示，但很难真正面向公众开放，但都很难真正面向公众开放）之后，我们找到

了理想的模式：2023年运筹节选在一个教学周的下午，在数学楼大厅集中展示了 45张海报

（即 45个项目组），学生们热情澎湃地向往来的所有人介绍他们独创的项目并且回答来自考

官、同学和其他老师的各种问题。我们准备了茶歇并颁发奖项（由裁判和学生共同票选得

出），并向获奖者提供推荐信或毕业论文的指导。同时，西浦学习超市和市场与交流办公室的

数位同事也被邀请出席，活动举办地非常成功：本次活动被数学物理学院报道，学生们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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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并被邀请参加后续的相关项目。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不仅仅是MTH203的学生，所有的

参与者都肯定运筹节的举办是一次可行且创新的实践。 

  

反馈、议题及思考 

为了更好地设计与实施考核方式，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集了学生对各种细节（例如，作业

布置的时间、分组、同级打分、项目展示的筹备等等）的意见和建议以增强大家的参与感。我

们最终获得了几乎每一位学生的高度评价：MTH203的考核方式在众多数学课程中独树一帜；

学生得到了展示/锻炼多种所需技能的机会；运筹学本身也得到了极大的宣传，为将来的更深入

学习播下了种子。 

 

当然，一些额外的议题也随之而来，尽管有些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法，但我们愿在此跟大

家分享。 

  

• “前期准备分数比” 

前期准备分数比指学生花在作业上的时间与获得分数的比率，此问题由学生反馈。在两个

课程作业中，我们为了充分支持学生努力学习，就给予他们更多的时间（每个作业一周）去解

答更难的题目。然而，全力以赴数日后只能获得 15分的总成绩，这让有些学生感觉“不值”，

尤其是他们还需同时准备其他课程的考核。我们认为设置作业是必要的，但之后会略作调整，

同时我们也会指导学生提高时间管理技能并端正学习态度，克服“唯分数论”的思想。 

 

• 批阅负荷 

大量以学生为中心的考核必然会带来作业批阅的重大压力，大课尤其如此。在过去的三

年，MTH203每班（平行授课）有大约 150名学生，所以批阅开放性题目及自创项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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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H203老师们投入大量的精力。我们相信，今后通过缩小班级规模、引入智能课堂设置及使

用电脑批阅系统，此类问题便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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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HyFlex 教学解决方案：解决混合式及线上计算机编程课

的难题 

作者： 

陈立科博士，讲师 

计算机系，智能工程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Thomas SELIG博士，助理教授 

计算机系，智能工程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李娜博士，副教授 

教育学系，未来教育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过去几年，新冠疫情肆虐，给全球高等院校带来了诸多问题，西交利物浦大学也身处其

中。因学生自身所在国家地区的政策规范要求以及西浦所在地的具体要求，学生是否返回学校

上课的不确定性很高。。作为计算机编程专业的老师，我们非常清楚，学生需要积累大量编写

代码的实践经验，这点至关重要。但因为种种限制，我们只能通过线上教学，因此无法更多地

在编程实验室与同学们面对面互动。在此期间，我们发现了三大难题：一，如何克服语言障

碍；二，如何对编程作业进行评审；三，如何确保学生参与度。为此，我们设计了 HyFlex教学

解决方案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的解决方案贯穿了整个学习过程，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无论线上、线下还是两者混合的学习形式，该解决方案均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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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在助教和课程负责人的帮助下，在计算机实验室进行编程练习。但在新冠疫情流行期

间，这样的实践课几乎难以实现。 

 

一、如何克服语言障碍 

西交利物浦大学是一所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高等学府。我们招收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对于

绝大数学生而言，英语并不是他们的母语。因此，他们学习计算机编程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

这门课中同学们必须学习并掌握的专业术语全部是英语。此外，在大多数现代的和经典的编程

语言中，其句法使用了一些常见的英语单词和短语。 

 

 

同学们常犯的语言错误 

 

为克服语言障碍，我们创建了一个在线交互式术语表，其中包含了对每个英语术语的含义

解释，并且每周会在我们学校的虚拟学习环境（VLE）学习超市上不断更新此表。这样，学生

在学习编程语言的同时，还能学习编程所需用到的外语。通过这一技术的应用，老师和学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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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随时随地对术语表进行协同创建和编辑。此外，我们还使用Moodle Quizzes和 H5P工具来创

建英语学习游戏，旨在测试学生的英语知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拼词游戏，学生需要找出课上

讲到过的单词。通过玩类似的游戏，学生可以从中发现学习语言的乐趣！ 

 

 

这是一款拼词游戏，学生需要找出课上讲到过的单词 

 

二、用 CodeRunner 对学生的编程能力评分 

在现代计算机编程课上，我们会教学生如何在计算机上编写计算机代码，包括学习如何借

助支持性工具进行编程，如集成开发环境（IDE）和可视化工具。因此，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传

统考试的形式让学生在试卷上手写代码，然后对他们的编程技能进行打分，这就似乎有些讽刺



 98 

了，即使传统的考试形式就是如此。如果以这种形式进行考试，学生无法撤消错误，也无法删

除错误答案或插入新行，但如果上机操作考试的话则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此外，传统考试形式

也无法使用学生们较为熟悉的计算机上的自动格式化或拼写检查功能。因此，改卷老师难以看

懂答卷，更不用说打分了。之前我们见过学生手写代码，但半天都不知从何看起。 

 

众所周知，大学里有许多公共大课，这对于任课老师改卷始终是一个挑战。想象一下，一

位老师需要为 1200名学生改卷打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工程量！答题的算法千变万化，其中部

分答案可能正确，因此要按正确比例给分。我们既要负责编译，又要负责打分，分析语法并确

定每个答案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以及应该打几分。有时我们还要完成大量计算工作，根据评

分准则决定是否给予加分，过程中很容易出错。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很难对形成性评估进行反

馈，尽管反复的编程练习对于初学者而言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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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给学生的手写代码打分。想象一下，任课老师需要为 1200份这样的试卷打分！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我们在三年前就开始在学习超市中使用名为 CodeRunner的Moodle插

件。这一插件可以对代码进行自动打分，并根据测试用例的正确性给予反馈。学生在线提交作

答的代码后，立即能得到代码是否通过测试用例的结果。问卷调查显示，当系统报告代码成功

通过所有测试用例（在下图中绿色方框中显示），我们的学生会获得一种极强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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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学生编写的代码通过了所有测试！想象一下那种油然而生的成就感！ 

 

CodeRunner的灵活性体现多个方面，比如它能支持不同编程语言及评分准则。还有另一个

有用功能，即一旦 CodeRunner中某道题目的评分准则改了，它对学生提交作答代码的评分也

会相应改变。部分分数可在通过测试用例的子集后给出，无需手动计算。此外，我们在计算机

实验室的考试中也用到了这一自动评分器。 

 

不久后，新冠疫情爆发，我们很高兴我们有这一项技术来应对上述挑战！之后，我们便将

其用于线上编程考试，考试期间，学生还可以使用平时常用的集成开发环境和其他支持工具。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用 CodeRunner来批改每周常规编程实验室的作业，还用于批改每周大



 101 

量的写代码练习，其结果作为形成性评估的一部分。此外，在助教线上教学的支持下，我们还

能单独查看学生写的代码，然后在学习超市的在线论坛上进行反馈。在分数公布以后，学生可

以查看所有批改反馈并获得更优代码解决方案，这有助于他们更快地了解自己的表现。 

 

鉴于 CodeRunner的上述实用性功能，尽管如今很多课已回归线下课堂或混合式教学，我

们还是使用 CodeRunner对学生在实验室写代码进行批改，或是远程批改。在习惯线上操作以

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鼓励学生们重新回到实验室！ 

 

三、借助 JazzQuiz 提高课堂参与度 

在疫情爆发后，老师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我们对着电脑屏幕讲课

时，学生是否在认真听课呢？他们是否理解课程内容呢？哪些主题需要再多讲解呢？ 

 

我们提出使用 JazzQuiz（ https://moodle.org/plugins/mod_jazzquiz ）作为解决方案，这是在

学习超市中用到的一项轮询技术。我们在课上或实验室操作中使用这一工具，对学生们进行

“现场”轮询，了解他们对于重要概念的理解程度。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学生对“轮询”的

回复情况，了解每位学生的参与度。如果我们需要对学生学习进度给出重要反馈时，JazzQuiz

就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教课速度，以及对某些重点知识反复强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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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zzQuiz轮询的某一道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每次上课前在 JazzQuiz中设计 5至 10道问题，确实工作量很大。超负

荷的工作量让老师们不禁要问：它真的值得花上这么长时间和精力吗？同学们会喜欢它吗？它

会提升原本就积极参与的同学的成绩吗？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对使用 JazzQuiz做了行动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取学生的反馈。例如，许多学生反映使用 JazzQuiz有助于提高课堂专注

度：“它能迫使你集中注意力。”对于无法返校的国际学生而言，使用 JazzQuiz有助于增加与

老师和同学们的互动：“我觉得我最投入的时候是当我做了测试但答错了，然后老师会为我解

释这道题……因此课堂互动非常有必要”。有些学生则将 JazzQuiz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方法：

“成绩是否提高其实并不重要，至少我对某个知识点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是一种成就感。”

另一些学生则发现 JazzQuiz有助于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你对学习更投入时，你会更加积

极地学习，因为你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表明，学生如果更多地了解 JazzQuiz的教学价值，就能更好地利用

这项技术，他们的学习成绩也会更优秀。欲了解更多详情，请阅读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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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Li、Erick Purwanto*、Xiaojun Zhang、Feng Cao、Kok Hoe Wong和 Xiangru Chen

（2022）。对 JazzQuiz在大学生互动式混合学习中教学价值的理解：一项新技术的接受度分

析。交互式学习环境。https://doi.org/10.1080/10494820.2022.212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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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基于同行互助听课的教学反思总结 

作者： 

李耀琪博士，助理教授 

健康与环境科学系，理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 

 

关于作者：李耀琪博士是一名植物生态学家，去年九月份任职于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

学系。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她在过去两个学期里通过自我训练和同行互助听课学习如何教学。

本文概述了在同行互助听课和教学反思中通过与资深教师的交流所获得的经验。 

 

关键词：翻转课堂，学习成果，在线教育，师生互动 

 

背景 

新冠肺炎的爆发及其影响加大了对线上教学的需求，特别是在我国严格防控的政策背景

下。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也加快了线上教学的推广。对比传统面对面的课堂，在线教育要实

现高质量的教与学都更有难度，其难度体现在对教师和学习者均具有较高的理念、方法、技能

等方面的挑战（Lu & Lemonde, 2013）。在线上课时，因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且缺少外界监

督，学生会感到极其空虚、焦虑或疲倦，这些状态将干扰上课进程，降低教学质量，也会阻碍

教学目标的实现。在线授课需要建立高产的学习环境（Eshet et al., 2021），维持正常的出席率

（Reinholz et al., 2020），提高学生的参与度（Persell, 2004），构建基于兴趣和动力的师生互动

（Horrigan, 2021），从而避免学生在线听课的疲劳。 

 

同行互助听课对提升在线教学水平和质量尤为关键。教师相互观察课堂教学，有助于增强

老师对学生学习体验的认知（Bell & Thomson, 2018），深化教师对自身教学内容和风格的反思

（Chen et al., 2009）；可通过专业的支持和鼓励举措促进教学实践的改善（Bell & Tho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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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Jenkins et al., 2021），亦可加强同行间的交流与讨论。高质量的课堂观察，尤其是资深教

师的互助听课，可促进高水平的教学反思（Chen et al., 2009）；同时，去观摩资深教师授课也

有助于提升在线教学水平。在过去两学期的教学实践中，学校语言中心和本学院的数名资深教

师观察了我的课堂，我也旁听了他们的线上堂，我从中收获颇丰。借此，我结合线上授课的经

验和互助教学中讨论所得，从四个阶段总结了教学建议，以期与同行分享线上教学的经验与注

意事项。 

 

课前必需 

1.    谨记教学目标 

学期初，在授课大纲和每节课的教学讲义中设定学习目标，并清晰地传达给学生。例如每

次课前都用一页单独的幻灯片或文件写明讲座或实验的目标。授课需参照教学大纲和考核目

标，并保证学生理解学习内容。 

 

2.    了解学生和教学环境 

课前要研究自己的授课对象和教学系统。学习者有不同类型，例如有学生偏好视觉获得知

识，有学生偏好听觉，又如本科生和研究生有不同的教学目标和风格，如通才教育或专才教

育。面对此情况，我们可以在课前问学生为什么选择这门课，他们已有哪些相关知识，他们是

如何学习的，以及他们想学到什么内容。以生态学为例，询问他们为什么选择生态学，是单纯

基于对大自然的兴趣，还是符合职业追求。同时我们要注意对技术手段的利用，如我们可以利

用西浦学习超市平台的系统和技术手段，包括问卷或者匿名投票的功能，以实现对信息的安全

和高效使用。在设计教学内容时需要涵盖学生不同的需求，也要适合我们国际化学校的特点以

及科研与教学领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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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备教学活动 

考虑到学生间不同水平的背景知识和主观积极性，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如何平衡教学目

标与学习兴趣是个难题。设计一个全面的课表，有必要随着教学开展情况来删减内容，以保持

教学的严谨性（Reinholz et al., 2020）。要明白课程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内容，所以要根据学生情

况，聚焦在最重要的部分，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教师需认识到学生只能在有限的

时间内聚集精神（30-40分钟），因此首要原则是给每节课设置一个核心目标以及最多 4个核

心概念，确保学生感兴趣且融入课堂。随后设计不同的学习和评估活动，如在线讨论、线上小

测试、投票或者书面报告等，让学生保持好奇心。最好每 20分钟设置一个任务以活跃课堂，让

学生融入课堂。若有剩余时间，为学有所余并积极参与的学生提供加强版的题目和练习。为了

培养自主学习意识和尊重学习者，我们也需要与学生沟通，告知他们各项学习活动和评估活动

的价值和目标是什么，对他们的学习有何种帮助。 

 

上课前的准备 

1.    布置课堂并预热 

确保授课的房间光线明亮、网络稳定，使用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和麦克风且避免干扰。建议

教师提前 30分钟设置好线上课堂，开课前与学生互动建立联系，可以在正式上课前播放 2-3分

钟的音乐，并准时停止以作为课堂开始的信号。 

 

2.    设置课堂规则 

制定缺席和迟到的惩戒规则，例如设置等待房间，学生如果迟到 1/3的课堂时间就不允许

进入课堂。建立教学标准并清晰地传递给学生，要求他们尊重课堂，如不允许接打电话或者私

下交流。要求学生课程中标注本人名字，打开摄像头和麦克风。要求他们积极参与课堂投票，

借助软件互动，如点赞、鼓掌或者举手问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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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中的策略 

1.    设置教学由简入深 

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用讲故事的形式开始课程，选择一个吸引人的主题并提出相关问题。以

植物学实验为例，开始时可以播放一段视频，来展示显微镜下神奇的解剖结构，2-4分钟为

宜，以此激发学生的兴趣并让他们总结视频内容或者概括要点。然后逐步介绍显微镜的结构和

使用方法，包括搬运、聚焦和清理；随后介绍关键概念，包括放大倍数、分辨率和视野。接着

从对显微镜的介绍过渡到应用阶段，教学生如何使用显微镜校准，并给予他们自主权，如让他

们把感兴趣的材料带到实验室进行观察。对于想在该领域深入钻研的学生，老师可提供一些深

入研究的资源作为课堂拓展。 

 

2.    增加与学生的互动 

对于讲座，可通过多种方式与学生互动，例如利用好肢体语言，包括目光接触、挥舞手臂

以传递信息，利用安静的瞬间或采用简单问答，包括让学生投票或者打 1/2、对/错来回答问

题，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我们可以使用激光标记来提示学生正在讲解的

知识点，变换幻灯片的形式以同时照顾视觉型和听觉型的学习者，同时还可以变换语调。提问

时应叫出学生名字，尽量多问问题以启发学生。鼓励学生间的交流，老师可在旁引导。最后，

让学生写下上课期间的困难时刻，来帮助学生发现学习中潜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Persell, 

2004）。 

 

对于研讨课，激励学生亲身参与才能让他们印象深刻。可以建立翻转课堂，让学生成组练

习或者讨论，这对实现教学目标是很有帮助的，但过程中需要配有经验的人进行监督，例如主

讲人或者助教。学生分组可以随机或者自愿，最好每组 3-4人，并且通过互评，了解每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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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度，避免有学生搭便车。对于课堂的互动环节，一定要设置清晰的目标并计时，但可以

灵活运用不同的考核方法，例如在线讨论、小测试或者在线投票。 

 

课后查漏补缺 

1.    收集反馈并调整 

每次在线教学后可以让学生提交一个任务明确的总结报告。学生可以总结课上所学并做反

思，例如实际遇到的难题或不清楚的点，也可以让学生对教学提建议或做反馈。教师可以据此

评估教学目标，根据学生的反馈来调整并回应学生的诉求。最好可以有助教定期收集，跟踪学

生遇到的学习问题，尤其是海外学生，并指定统一答疑时间，而非个别反馈。 

 

2.    收集评价并学习 

请资深老师来听课或者去听其他老师的课，这对提升教学水平和质量是大有裨益的。多跟

系里老师交流关于学生们的反馈，并就教学中的问题商议解决方法。这有助于避免不同课程间

教学内容的重复，使整个培养方案更加系统。同时，教师需要注意学生评价与同行评议的区

别，学生评价更多是对于课程的满意度，同行评议则关注得是如何教学，为后续教学提供有效

建议。 

 

技术建议 

在线教育存在一些技术问题。1) 如何改善 BBB在国际网络和分享屏幕时的稳定性，一些

学生尤其是国际学生经常无法进入会议室；2) 如何丰富 BBB的聊天框功能，例如实现在聊天

框里传输图片和文档。这有助于师生间教学材料的分享。此外，演讲者在分享屏幕时不能看到

对话框，这也不利与观众互动；3) 如何利用翻转课堂的模块促进小组讨论。例如，讨论时若小

组讨论室也能录屏，后续就可方便地分享小组间的信息，促进学生间的互动学习；4) 如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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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议或者学生互评的模式。学生间的互评有助于减少小组讨论中搭便车问题，现阶段学校

在线授课平台中同行评议的功能开发尚未起步，需要更多细节的指南以计算组员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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