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推进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线课程建设项目实施混

合式教学模式的指导性意见 

  

工程教指委[2015]4 号 

各培养单位：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

意见”（教高[2015]3 号）精神，进一步促进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教学改革和培养模式创新，不断提高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就全面推动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在线教育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服务需求、提高质量”，“培养和输送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

管理人才”的根本任务，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主动适应

学习者多样化终身学习需求，推动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促进

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探索线上与线下、课堂与实训、院校教师与行业专家

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基本原则 

1.创新理念，改革教学。坚持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在线教育、

绿色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的育人理念，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强调理

论知识与工程案例的紧密结合，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2．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服务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习需求，

统一规划在线课程建设、应用和管理，鼓励和支持领域协作组、培养单位

及相关教师先试先行，逐步将优质教学资源建设成面向全国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在线课程。 

3．注重实效，分类推进。坚持“应用驱动、建以致用”的原则，按照教

学特点和使用范围，分类建设公共课程、领域核心课程、领域专业课程及

领域专题，扎实推进混合式教学模式进程。 



4、齐抓共管，多方协力。厘清政府、教指委、培养单位三者的定位，

积极争取政府部门和各界的支持与合作；发挥教指委引导和指导作用，充

分调动培养单位，特别是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重点任务 

1.教指委将在线课程建设和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作为推进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认定一批以大规模在线课程为

代表、课程应用与教学服务相融通的优质在线课程，基本覆盖各工程领域

和各培养单位；针对教学工作中存在的薄弱问题，通过多种措施，丰富在

线课程、创新教学方法、强化资源共享，推进教学、实践、学位论文工作

紧密结合；促进从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教师和参加在线课程学习的学生显

著增加，形成比较成熟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为提高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教学质量起到示范和促进的作用。 

2.在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教指委寻求具有较强技术支撑、

较大影响力和热心教育事业的社会资源，对“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在线课程公共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及在线课程建设予以支持，并就在

线课程研发、制作、运行、维护、管理等予以委托。 

3.教指委对具备以下条件的在线课程予以优先认定。经学校研究生院

（部、处）推荐；全国工程领域协作组专家认可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公共

课程、领域核心课程、领域专业课程、领域专题；在线课程主讲人的理论

水平较高，教学经验丰富，对在线教育理念有较深认识和体现，有教学团

队或教学辅助人员；教学内容体现教指委倡导的育人理念，理论知识与工

程案例紧密结合，教学方式方法具有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特征；预期受众面

较大。 

四、组织管理 

1．建设在线课程，探索混合式教学模式是促进优质资源共享和教学改

革的重要举措。教指委发挥统筹规划、指导协调、引导激励等作用，全面

推动和支持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在线教育发展。并联合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

中心，对平台发布的在线课程进行运行管理、跟踪监测、综合评价。对其

中教学实际效果优秀的课程主讲人予以相应的荣誉和奖励。积极争取国家



有关部门和机构的支持，并积极争取将这方面的改革成果列入人才培养的

考评机制。 

2．各培养单位作为课程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责任主体，在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落实教指委倡导的育人理念，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鼓励

各培养单位推动在线课程建设，在经费、考评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政策引导，

积极探索混合式教学模式。鼓励各培养单位制订在线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

准，将通过本校认定的在线课程纳入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并制订在线课

程的教学效果评价办法和学生修读在线课程的学分认定办法。鼓励各培养

单位开展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学分认定、学分转换和学习过程认

定。 

3.经教指委指定的在线教育专业机构对在线课程建设应予以必要的支

持。参照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的相关要求和标准，择优选定高水平的

制作单位精心制作价廉质高的在线课程。鼓励在线教育专业机构与课程推

荐单位、课程主讲人互惠共赢。在线教育专业机构应与教指委认定的课程

主讲人就双方责权利签订协议，在线教育专业机构应保证提供优质服务，

课程主讲人应保证课程内容的按时上传和更新，及时答疑和互动，切实维

护各方权益。 

4.全国工程领域协作组应根据本意见，结合本工程领域实际，加深一线

教学单位对育人理念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认识，倡导广大教师积极参与教

育教学改革创新；发挥协作组在教育教学相互协助的作用，采取教学研讨、

教学示范、师资培训等多种形式和措施，促进本领域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配合教指委推动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在线教育发展。 

   

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