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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指的是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学校或者教师提前录制好部分课程视频与线下课堂教学相融合的一

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是MOOC后形成的一种混合式教学模式。由于SPOC规模小,限准入,针对性强,在艺术院校声乐教学中实施

基于SPOC的声乐专业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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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POC 教学模式 

2012年哈佛大学开展了一系列小型网络课程教学实验,将“网络课程”

融入“课堂教学”,提高教学效果。麻省理工2014年开启了SPOC课程与翻

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改革,本校阿纳特教授提出SPOC作为MOOC的一个

分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SPOC将线上和线下学习相融合的教学模式,更适

合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率先打造的SPOC“智学苑”网络化教学

平台于2013年9月正式上线。在此基础上国内北大等多所高校开发了多门

SPOC网络学习课程,包含工商管理学等学科。SPOC限制性课堂模式可弥补

传统教学模式单一的不足,也可以为MOOC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效果不够好

的缺点进行补充。 

2 高校声乐教学的现状 

2.1学生上课被动型学习 

很多声乐专业的学生学习处于被动,老师留什么歌曲就唱什么,音乐

史等知识欠缺,长期的声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处于主导地位,学生习惯在

课堂上被动的接受学习内容,缺乏独立思维能力。 

2.2学生缺乏学习动力 

在音乐教育专业中,声乐课程是每位学生的必修课,但其中有一些以

器乐为主项的学生不知道学声乐是为了什么,有的学生是为了应付期末考

试,有的同学则是为了未来的工作。 

3 将 SPOC 教学模式引用到声乐教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首次在

政府文件中提出了“教育信息化”概念并强调提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相融合”的基本发展思路,互联网教育有较好的前景,既可以不受时间地

点的限制,还可以自主选择优质课程自学。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高校部分课程逐渐开始利用线上平台进行教学,对

于音乐学科的线上改革还在初探讨阶段,音乐学科的专业课教学有特殊性,

必须要有课上实践,传统的声乐专业课教学模式都是一对一线下教学,所以

不可能把线下课程全部转移到线上,通常一节课的时间老师既要讲气息音色

等理论,又要实践发声演唱等,时间并不充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更有

实用性,学生可以提前在线上学习录好的理论教学视频,找出不懂之处做好

记录,等到线下课程的时候解决问题并进行实践学习,这样解决了线上网络

延迟,学生学习效果不好等问题,还能让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增加自主性。 

声乐教育方向SPOC教学模式建构,既能有效克服和解决MOOC与传统教

育的弊端,促进优质资源在高校实体教学本土化、个性化更大效能发展,

又能在教学中解决学生个性化差异,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交流合作能力、

探索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力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 

4 SPOC 教学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 

4.1线上教学部分 

老师可提前将学生提前分组,把学习程度差不多的学生分在一个组别,

针对不同组别的学生分别录制不同的学习视频或者统一的视频直播课,着

重讲解声乐教学中的理论知识,学生学会自主反思,与同学进行讨论等。 

4.2线下教学部分 

线下课程老师一对一的授课,先对学生线上学习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

再把线上学习的内容与实践演唱结合在一起,引导学生对线上的学习知识

进行深刻的探索。 

5 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现阶段,直接推行SPOC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与声乐教学中还存在着一

些困难。 

5.1思维方式难以转变 

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学生担心学习效果,教师担

心教学成果。实际上,教学方式是逐渐在改变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

的,老师在准备线上教学内容的时候也可以清楚地思考究竟哪一部分是理

论,怎样设计教学内容才能更易于学生理解,老师也可以提前统计学生最

想理解的知识,这样学生学习兴趣会提高,师生互动也会更多,能创造出好

的声乐学习氛围。也可以使学生懂得更全面的知识,比如,教师可以给学生

讲解一些演唱作品的背景,丰富学生的知识。 

5.2学生自律性差 

学生长时间接受线下上课老师在身边的方式,学习间接地处于被动。

有些学生在自己独自观看线上教学视频的时候,容易分神,漏听等。这种情

况下,教师应当在录制视频时精心设计课堂内容,增加趣味性,规定学生的

学习时间,并及时提问学生。 

6 结语 

5G,互联网时代,网络已经在逐渐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教育方式也要顺

应时代,教育方式改变,SPOC教学模式在声乐专业课教学还需要大量的实

践探索,实现声乐教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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