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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翻转”教学模式下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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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基于“半翻转”教学模式的线上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课前活动开展、课中教学活动设计、课后任务以及基

于此过程中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最后通过层次分析法设计评价指标权重，设计评价算法得到动态评价结果。该评价指

标体系应用在本专业“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中，并得到良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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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０２０年春季学期中，我院“数据结构与算
法”课程采取线上教学形式开展教学，该课程为本

学院的基础核心课程，在各专业均有开设。课程组

在有关翻转课堂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实

际，在“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的教学中，采用适合

于本学院学生的“半翻转”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

在文献［１］中已有详细描述。本文主要介绍本学
期基于线上教学的“半翻转”教学模式下的评价体

系以及其在本学院“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教学中

的实践。

１　“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半翻转”
教学设计

　　“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半翻转”教学设计的
主要思想是基于ＲｏｂｅｒｔＴａｌｂｅｒｔ教授的翻转课题模
型图（图１），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在课前部分减少
“课前学习”的内容，在课中部分增加“讲授”环节，

根据学生现实，调整了部分翻转环节，进行了本地

化改良。

图１　ＲｏｂｅｒｔＴａｌｂｅｒｔ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图

１．１　课前教学活动设计
将“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基本概念、操作原

则等基本知识，通过学习课件、学习微课、观看视

频、做练习题等形式，让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完成。

通过课前小测验、完成学习反思来确认学习效果。

这部分学习，对学生来说，只要付出时间，认真观看

学习资料，就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没有复杂的任

务，没有困难的编程，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树立学

习信心，保持学习动力。

在本次线上教学中，采用了比较多的微课资



源，每个微课只有一个主要知识点，主题突出，时间

控制在５－１５分钟，在课前、课中、课后都可方便地
反复使用，适应目前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终身学习

的发展方向，也符合对高职教育改革的要求［２］，为

学生提供更加主动的学习环境。

１．２　课中教学活动设计
“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半翻转模式的课中教

学，增加了传统教学的讲授环节，由于学生已经对

基础知识比较了解，充分减少了照本宣科的内容，

讲授部分集中在知识点串讲、学习重点提醒、学习

难点内化与拓展，还就学生小测验中反馈上来的问

题加以讲解，进行直接指导。除了讲授部分，还有

对上次教学课后布置的任务完成结果的小组汇报、

教师分析、互相讨论等。此外，还要对本次教学课

后任务进行充分描述和初步分析，确保学生课中、

课后学习的一贯性。在实践中，如果缺乏对课后任

务的初步分析，往往造成大部分同学的停滞不前，

而加入初步分析，也不会影响个别优秀学生另辟蹊

径解决问题，这些个别学生不会局限在教师的初步

分析中，而是会通过自主学习找到更多方案，体验

学习成就感。

１．３　课后教学活动设计
课后教学活动围绕着完成课后任务展开，课后

任务类型不一，可以是完成课后作业、调查报告、算

法设计、文档编写等。课后完成任务形式也不单

一，可以是小组完成，也可以是独立完成。在完成

课后任务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问题、答问题等形

式完成协作学习。提交作业方式充分采用信息化

手段，可以在微信学习群，也可以在教学平台。

２　评价指标体系
２．１　评价指标

上述“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半翻转”教学设

计的课前、课中、课后教学活动，充分应用了教学平

台以及信息化手段，各种活动都有打卡或计时功

能，即记录学生线上学习行为。这为研究本教学模

式学习评价给予充分的数据支撑。

评价指标设计基于教学设计的三大环节设置

了三个一级指标，以能力本位教育、ＣＤＩＯ教育［３］、

协作学习理论等教学理念为指导，为每个一级指标

设计了３－６个不等的二级指标，具体指标设置如
表１所示，表中二级指标里的“资源”指的是课件、
微课、视频、例题等教学资源。

２．２　评价指标权重设计
在评价指标权重设计中，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

表１　“半翻转”教学模式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１
“课前”

教学活动

学习资源个数

学习资源时长

课前小测分数

学习反思次数

学习反思字数

２
“课中”

教学活动

课堂活跃时长

小组汇报参与度

课堂讨论次数

３
“课后”

教学活动

课程任务完成度

担任组长次数

提问问题次数

回答问题次数

回答问题被点赞数

完成作业次数

权重。首先依据表２所示的指标重要度含义表，确
定同一级同类两两指标之间的重要性分值矩阵。

表２　指标重要度含义表

重要度分值ａｉｊ 解释

１ ｉ指标与ｊ指标相比，前者与后者同等重要。

２ ｉ指标与ｊ指标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３ ｉ指标与ｊ指标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４ ｉ指标与ｊ指标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１／ｋ
（ｋ∈｛１、２、３、４｝）

若ａｉｊ＝ｋ，则ａｊｉ＝１／ｋ。

　　然后采用规范列平均法计算矩阵权重，即用判
断矩阵中每行重要性分值之和除以矩阵所有分值

之和，得出该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所占的比重，

如表３所示。由描述可知，各指标权重基于指标重
要性分值矩阵计算所得，该矩阵由我院“数据结构

与算法”课程组５位教师分别填写并平均计算获
得。本权重设计，方案简单可行，借助计算机算法，

不易出错，稳定性高。

如一级指标有３个指标，其重要性分值矩阵

为 ，则经规范列平均法计算，得出的

权重值为 。

３　评价算法
由各个评价指标分数和其权重分配，容易得到

整体评价结果。评价算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

学期过程中，如何得到每个指标动态的实时评价分

数。这就需要将当前指标完成情况换算成学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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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在线学习行为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及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１
“课前”

教学活动

（１６％）

学习资源个数 ９

学习资源时长 ２０

课前小测分数 ３７

学习反思次数 ９

学习反思字数 ２５

２
“课中”

教学活动

（３１％）

课堂活跃时长 ２０

小组汇报参与度 ４０

课堂讨论次数 ４０

３
“课后”

教学活动

（５３％）

课程任务完成度 ２４

担任组长次数 １５

提问问题次数 １０

回答问题次数 １９

回答问题被点赞数 ７

完成作业次数 ２５

目标完成度，即为当前分数。例如学期总目标观看

视频时长７２０分钟即为满分１００分，学期教学总天
数为１８周共１２６天。如当前日期为４月２３日，距
离开学日２月１７日共６７天，同学Ａ观看视频累计

３５０分钟，则其观看视频分数为： ３５０
７２０
１２６×６７

×１００＝

９１分；同学Ｂ在同日观看视频累计３２０分钟，则其

分数为：
３２０

７２０
１２６×６７

×１００＝８４分；过了１０天，同学 Ａ

的观看视频时长没有增加，则其观看视频分数会随

着学期进度推进下降为：
３５０

７２０
１２６×６７

×１００＝８０分。

其它指标分数获得雷同，不再赘述。

４　结语
本学期“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作为平台课在

本学院４个专业中开设，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
与在线学习支持平台，获得学生学习行为数据成为

可能。经过实践，系统得到的评价成绩与教师打分

比较相符。图２为数媒专业某班级部分学生的评
价截图。在实践中每个学期还需要调整各个指标

的学期总目标，使得更符合课程培养目标，但在学

期中期，不适合修改，以免打击积极性。

通过基于在线学习行为采集的“半翻转”教学模

式评价体系，通过算法自动评价学生学习，并随着学

期的推进和学习行为的变化动态调整，学生能及时得

到学习反馈，调整学习行为，另一方面，让教师从繁琐

重复的评价中得到解脱，在更轻松的心态下，督导学

生的学习，及时调整教学设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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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部分学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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