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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鉴定 

1.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鉴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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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 COOC 平台编写并出版的典型教材 

本团队研发的 COOC 平台已经建设完成由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信息

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等高校师生协作完成的 17 门在线教程。平台网址：

http://cooc-china.github.io/ 

 

（COOC 平台首页） 

本团队基于 COOC 平台编写并出版的典型教材如下： 

◆ 《Blockly 创意趣味编程》，周庆国、崔向平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201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本教材为“谷

歌支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成果”。 

◆ 《无人驾驶原理与实践》，申泽邦、雍宾宾、周庆国等编著，机械工

业出版社，2019 年 1 月出版以来已印刷 5 次，销量超 2 万本，并入选

京东“AI 工程师必看的 10 本书”。 

◆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崔向平、周庆国等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1 年 3 月出版以来已印刷 5 次，销量近 2 万本，本教材为“教育部产

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成果”。 

http://cooc-china.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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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技术基础》，周庆国、雍宾宾、周睿等编著，人民邮电出

版社，2021 年 11 月出版。本教材为“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规划教材”和“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成果”，已被甘肃省推荐

参评“十四五”首批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Self-Driving Vehicles》，周庆国、雍宾宾

等编著，Elsevier 出版社，2022 年 7 月出版。 

 

1.《Blockly 创意趣味编程》 

 



 

5 

 

2.《无人驾驶原理与实践》 

 

3.《大学信息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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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工智能技术基础》 

 

5.《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Self-Driving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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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相关教改论文 

1. 关于协作式开放在线教程的建设构想与实践 

（周庆国、李廉等，CSSCI 期刊《中国大学教学》，201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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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 COOC 的深度学习过程设计与实践研究 

（崔向平、陆禹文等，《开放学习研究》，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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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 COOC 平台的创客教育模式构建与应用 

（崔向平、赵冲等，CSSCI 期刊《现代教育技术》，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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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翻转课堂的 MOOC 平台问题库模型设计研究 

（崔向平、黄肖杰、周庆国、李廉，《开放学习研究》，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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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工科背景下对于计算思维的再认识 

（狄长艳、周庆国、李廉，CSSCI 期刊《中国大学教学》，2019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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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些步骤指导你：轻松创建协作式开放在线教程 

（周庆国、周睿等，《中国教育网络》，2016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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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网络校际协作环境下作业互评活动设计研究 

（崔向平，CSSCI 期刊《中国电化教育》，2015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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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际协作学习活动模式应用的实证研究 

（崔向平，CSSCI 期刊《现代教育技术》，2015 年第 12 期） 

 



 

15 

 

9. 促进深度学习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理论框架与个案研究 

（崔向平，《高等理科教育》，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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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于微信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研究 

（崔向平，CSSCI 期刊《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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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线学习活动的类型与设计要点 

（崔向平，《高等理科教育》，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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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工科”模式下无人驾驶教学实验平台实践与探索 

（周睿、周庆国等，《微纳电子与智能制造》，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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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展中国特色的慕课模式 提升教改创新与人才培养质量 

（李廉 等，CSSCI 期刊《中国大学教学》，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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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计算思维 2.0 与新工科 

（李廉，《计算机教育》，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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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于 COOC 平台的智慧教程创建与应用 

（崔向平、周庆国等，《高等理科教育》，202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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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工智能整合教学研究的热点、主题与趋势分析 

（崔向平 等，CSSCI 来源期刊《现代教育技术》，2022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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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nvestigation about participatory teachers' training based on 

MOOC 

（周庆国、周睿等，EI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Technologies》，201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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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 collaborative and open solution for large-scale online learning 

（周庆国、周睿等，SCI 期刊《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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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Learning Network Storage Curriculum With Experimental Case 

Based on Embedded Systems 

（周庆国、周睿等，SCI 期刊《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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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Innovation event model for STEM education: A constructivism 

perspective 

（狄长艳、周庆国、周睿等，《STEM Education》，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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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Online Practical Deep Learning Education: Using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from a Resource Sharing Perspective 

（雍宾宾、周庆国等，SSCI 期刊《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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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the Case of 

Self-Driving Vehicle Curriculum 

（周睿、周庆国等，The 25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EEE ITSC 2022, 智能交通顶级会议，2022 年 10 月） 

 

 



 

29 

 

四、成果相关学术专著 

1.《深度学习视域下 MOOC 学习活动设计的理论与实践》 

（崔向平，科学出版社，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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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面向在线教程的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1. 面向在线课程研发的教具获批发明专利 3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 

 

（周庆国、狄长艳、周睿等，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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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国等，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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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周庆国等，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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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国、周睿等，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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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国、周睿等，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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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荣誉获奖 

1. 教学成果获奖 

 

 本成果于 2021 年荣获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教学成果荣获兰州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获批立项为 2020 年甘肃省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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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获批立项为 2020 年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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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基于“COOC+MOOC”协同创建的《Blockly 创意趣味编程》获批为“省

级一流线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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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基于“COOC+MOOC”协同创建的《App Inventor-零

基础 Android 移动应用开发》在线课程，被认定为“国家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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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团队基于“COOC+MOOC”协同创建的《大学信息技术基础》在线课

程在“MOOC中国杯”优质在线教育课程资源评优中荣获“银奖”。 

 

 

 

 



 

40 

 

2. 教师荣誉获奖 

 

 （团队李廉教授于 2021 年获得“CCF杰出教育奖”） 

 

 

 

（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 2022 年荣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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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 2018 年荣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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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入选教育部授予的“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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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于 2017 年荣获第十一届“挑战杯”甘肃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于 2017 年获得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教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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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狄长艳老师 2019 年获得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教学优秀论文二等奖） 

 

 

 

 

 

（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于 2015 年荣获兰州大学隆基教育教学骨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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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荣获 2016 年 App Inventor 应用开发全国中学生挑战赛合作学校奖） 

 

 

（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入选甘肃省首批创新创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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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荣获 2015 年“谷歌奖教金”） 

 

 

（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被评为 CCF 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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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于 2018 年荣获 Arm 大学计划产学合作实践特别贡献奖） 

 

 

（团队于 2017 年荣获第三届全国高校云计算应用创新大赛最佳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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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于 2016 年荣获兰州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优秀指导教师二等奖） 

 

 

（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于 2016 年荣获兰州大学创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教师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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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荣获“谷歌中国教育合作项目杰出贡献奖”） 

 

（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入选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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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被推荐享受甘肃省高层次人才津贴） 

 

 

 

（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参与完成的论文于 2022 年荣获优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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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崔向平教授在 2017 年“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大赛”中

授予一等奖指导教师称号） 

 

 

（团队成员崔向平教授教学研究论文获得“甘肃省高校教育技术协会 2017 年年会”优秀论

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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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崔向平教授教学研究论文获得“甘肃省高校教育技术协会 2019 年年会”优秀论

文二等奖） 

 

 

 

（团队成员崔向平教授荣获 2020 年度“谷歌奖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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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周睿副教授 2022 年荣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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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周睿副教授 2018 年荣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团队成员周睿副教授被评为 CCF 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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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周睿副教授荣获 2020 年国创项目“优秀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周睿副教授荣获“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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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周睿副教授获得 2018 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

赛甘肃赛区省级选拔赛优秀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周睿副教授获得 2016 年兰州大学创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教师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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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周睿副教授获得 2016 年兰州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优秀指导教师三等奖） 

 

 

 

 

（团队成员周睿副教授获得 2015 年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行动计划“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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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雍宾宾副教授荣获 2019 年度“谷歌奖教金”） 

 

 

 

（团队成员雍宾宾副教授荣获“2021年华为云与计算先锋教师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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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荣誉获奖 

 

 

（周庆国教授指导学生在 2021 年“第二届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中荣获国家级一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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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国教授指导学生在 2021 年“第二届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中荣获省级一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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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狄长艳老师指导学生在 2021 年“中国大学生设计大赛西北赛区”中荣获二等奖） 

 

 

（周庆国教授指导学生在“2016年第三届全国高校物联网应用创新大赛”中荣获西北赛区二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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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国教授指导学生在“2016年第三届全国高校物联网应用创新大赛”中荣获西北赛区三

等奖） 

 

 

 

 

（周庆国教授指导学生于 2017 年在“第十一届‘挑战杯’甘肃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中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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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国教授指导学生在“2018年英特尔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中

荣获三等奖） 

 

 

（崔向平教授指导学生在“2017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西北赛区赛”中荣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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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向平教授指导研究生在“2019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中荣获西北赛区二等奖） 

 

（崔向平教授指导学生在“2017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西北赛区赛”中荣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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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向平教授指导研究生获得“甘肃省高校教育技术协会 2019 年年会”微信小程序开发一

等奖） 

 

 

 

（崔向平教授指导研究生获得“甘肃省高校教育技术协会 2019 年年会”微课作品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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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副教授指导学生获得 2018 年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TI 杯）西北赛区二等

奖） 

 

 

（周睿副教授指导学生获得 2018 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

赛甘肃赛区决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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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副教授指导学生获得 2018 年全国高校云计算应用创新大赛三等奖） 

 

 

 

 

（周睿副教授指导学生获得 2017 年第四届全国高校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创新大赛二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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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副教授指导学生获得 2017 年全国高校云计算应用创新大赛优胜奖） 

 

 

 

（周睿副教授指导学生获得 2016 年甘肃省第六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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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国教授自 2015 年以来指导“兰州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周睿副教授指导“兰州大学 2019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周睿副教授指导兰州大学 2016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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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改项目 

1. 教育部-中国移动科研基金项目 

课程团队获批 1 项教育部-中国移动科研基金项目（MCM20170206，基于

移动终端的 NB-IOT 集成可视化开发环境研究与应用，2018.04-2019.04，8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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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年份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合作企业 

2021 周庆国 师资培训“2021—2022 年度西北区域联盟项目” 
谷歌

（Google） 

2021 崔向平 
教师发展项目“基于 Blockly 可视化编程的计算思维培

养模式构建与应用” 

谷歌

（Google） 

2021 雍宾宾 师资培训“基于 RISC-V 的硬件平台及虚拟仪器开发” 阿里云 

2021 狄长艳 在线课程建设“大学计算思维通识在线课程建设” 
谷歌

（Google） 

2020 周庆国 师资培训“基于 TensorFlow 的野生动物保护实践” 
谷歌

（Google） 

2020 周庆国 师资培训“2020—2021 年度西北区域联盟项目” 
谷歌

（Google） 

2020 雍宾宾 师资培训“基于 TensorFlow 的艺术创作研究与实践” 
谷歌

（Google） 

2020 狄长艳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基于 Blockly 的大学计算机

课程案例库的开发” 

谷歌

（Google） 

2020 周睿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结合阿里云 FPGA 环境的

《数字逻辑》课程建设” 
阿里云 

2020 年立项文件链接：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2103/t20210324_522389.html 

2021 年第一批立项文件链接：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2108/t20210827_554722.html 

2021 年第二批立项文件链接：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2112/t20211220_588536.html 

2019 雍宾宾 师资培训“基于共享机制的教学课程研究” 
谷歌

（Google） 

2019 周庆国 师资培训“基于开源技术的西北区域联盟项目” 
谷歌

（Google） 

2019 雍宾宾 
师资培训“基于开源技术的敦煌服饰 InnoCamp 综合项

目” 

谷歌

（Google） 

2019 年第二批立项文件链接：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2006/t20200611_464886.html 

2019 年第一批立项文件链接：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1912/t20191219_412716.html 

2018 雍宾宾 新工科建设“基于 TensorFlow 的服饰创作研究与实践” 
谷歌

（Google） 

2018 周庆国 新工科建设“2018—2019 年度西北区域联盟” 
谷歌

（Google） 

2018 周庆国 新工科建设“2018 年西北区域创新特训营系列活动” 
谷歌

（Google）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2103/t20210324_522389.html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2108/t20210827_5547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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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崔向平 
基于多平台（MOOC、COOC 和微信）的“大学信息技

术基础”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腾讯公司 

2018 周庆国 
师资培训“2018 年第四期人工智能 TensorFlow（西北）

培训班” 

谷歌

（Google） 

2018 

李曦云（指

导老师：周

睿）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面向无人驾驶感知算法的识别检测

研究” 

谷歌

（Google） 

2018 年第二批立项文件链接：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1903/t20190314_373382.html 

2018 年第一批立项文件链接：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1810/t20181030_353195.html 

2017 周庆国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基于 Intel Optimized 

Tensorflow 的深度学习理论和实践” 

英特尔公

司 

2017 周庆国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安谋

（ARM） 

2017 周睿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基于 Blockly 的可视化编程” 
谷歌

（Google） 

2017 

周孟莹（指

导老师：周

睿）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自媒体时代基于机器学习的热点话

题预测” 

谷歌

（Google） 

2017 周庆国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课改与技术支持西北区域联

盟” 

谷歌

（Google） 

2017 周庆国 
师资培训“2017 年 Google 师资培训与课程建设第二期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研讨班” 

谷歌

（Google） 

2017 周庆国 
师资培训“基于 Swift Playgrounds 倡导‘人人编程’师资

培训项目” 
苹果公司 

2017 年第二批立项文件链接：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1801/t20180131_326117.html 

2017 年第一批立项文件链接：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1708/t20170816_311258.html 

2016 周睿 实践条件建设“嵌入式在线实验平台建设” 
谷歌

（Google） 

2016 周庆国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Linux 内核与嵌入式开发” 
安谋

（ARM） 

2016 周庆国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基于 COOC 的计算思维导论

课程” 

谷歌

（Google） 

2016 狄长艳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青年教师课程建设标兵” 
谷歌

（Google） 

2016 年第二批立项文件链接：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1701/t20170113_294777.html 

2016 年第一批立项文件链接：

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1612/t20161219_292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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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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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OOC 平台的推广应用及效果评价 

1. COOC 平台的推广应用 

COOC 平台已经建设完成由兰州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信息科技

大学等高校师生协作完成的 17 门在线教程。平台网址：http://cooc-china.github.io/ 

 

（COOC 平台首页） 

 

http://cooc-china.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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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在 COOC 平台与研究生协同编著 Blockly 教程） 

 

 

（团队崔向平、周庆国等老师在 COOC 平台与研究生协同编著《大学信息技术基础》教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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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狄长艳老师在 COOC 平台与研究生协同编著 

《计算机导论——基于机器人的实践方法》教程）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师生在 COOC 平台协同创建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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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师在 COOC 平台创建教程） 

 

 

 

（北京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中原工学院、青岛工学院、长沙学院等多所高校统筹规

划知识体系，在 COOC 平台完成在线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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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C 平台上建设的实验内容——Blockly Games） 

 

 

 

 

（COOC 平台上某知识点教学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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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机学习 COOC 平台上的教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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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C 平台上的课后习题——客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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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OC 平台及教程的应用效果评价 

课程团队依据“数字化学习资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调查问卷，并通过

微信群向使用过 COOC 平台及学习过平台上教程的用户发放了调查问卷，主要

调查 COOC 平台、COOC 教程的使用感受、教程质量及使用效果等，共回收问

卷 93 份。 

通过分析用户填写的问卷，可以发现使用 COOC 平台上教程的女性用户偏

多，占到了总体比例的 68.82%；用户的专业涵盖范围广，包括教育类、医学类、

计算机类、法律类等多个学科；用户的学历层次多集中在本科，年龄多集中在 18

岁-22 岁。由此可知 COOC 教程的使用群体多为本科生，且对本科阶段多个专业

的用户均有使用价值。用户对 COOC 平台及教程评价的具体分析如下： 

（1）COOC 平台的使用感受 

从COOC平台的使用感受来看，97%以上的用户认为COOC平台容易操作，

响应迅速，具有足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平台上的教程可以通过不同的系统或平

台进行访问。 

 

（用户对 COOC 平台的使用感受） 

0% 20% 40% 60% 80% 100%

COOC平台容易操作，并且可以

共享

对于我发出的指令，COOC平台

可以快速响应

COOC平台具有足够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

COOC平台上的教程能够通过其

他系统或平台进行访问

COOC平台容易

操作，并且可

以共享

对于我发出的

指令，COOC平

台可以快速响

应

COOC平台具有

足够的安全性

和稳定性

COOC平台上的

教程能够通过

其他系统或平

台进行访问

非常认同 53.76% 44.09% 48.39% 47.31%

比较认同 36.56% 40.86% 40.86% 41.94%

中度认同 7.53% 15.05% 10.75% 10.75%

比较不认同 2.15% 0.00% 0.00% 0.00%

非常不认同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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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教程内容的评价 

从教程内容来看，98%的用户认为 COOC 教程的内容正确客观，结构完整，

知识点全面且紧扣学科专业知识，更新方便，可以帮助用户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

由此可见，用户对于 COOC 教程的内容相当满意。 

 

（用户对 COOC 教程内容的评价） 

（3）对教程资源组织形式的评价 

从资源组织形式来看，96%以上的用户认为 COOC 教程符合他们的使用习

惯，组成部分简单明了，设计美观并且作品可以不断地迭代更新。由此可知，

COOC 教程的组成部分设计、外观设计等符合大多用户的需求。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教程内容正确客观，没有发现明显

错误

教程内容结构比较完整，可以扩展

我的知识面并加深我对部分知识…

教程内容的设计具有创新性，且更

新较为方便

教程内容可以帮助我完成学习目标

教程内容紧扣学科专业知识，无明

显不相干的内容

教程内容较为全面，可以满足我的

学习需求

教程内容正

确客观，没

有发现明显

错误

教程内容结

构比较完

整，可以扩

展我的知识

面并加深我

对部分知识

的理解

教程内容的

设计具有创

新性，且更

新较为方便

教程内容可

以帮助我完

成学习目标

教程内容紧

扣学科专业

知识，无明

显不相干的

内容

教程内容较

为全面，可

以满足我的

学习需求

非常认同 47.31% 46.24% 48.39% 49.46% 48.39% 46.24%

比较认同 45.16% 47.31% 37.63% 43.01% 41.94% 43.01%

中度认同 7.53% 5.38% 13.98% 6.45% 8.60% 10.75%

比较不认同 0.00% 1.08% 0.00% 1.08% 1.08% 0.00%

非常不认同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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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 COOC 教程资源组织形式的评价） 

（4）对教程使用绩效的评价 

从资源使用绩效来看，96%以上的用户认为 COOC 教程的章节设置合理，

利用率高，能够有效改善自己的学习效果。通过访谈可知，大多用户表示教程

很实用，对学习的帮助比较大，例如“体验很不错，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帮

助”、“教程内容很系统，讲解的也很清晰”，也有部分学习者表示“视频教程的

时间短一些会更好”、“希望内容可以更有针对性，这样学起来效率更高”。由此

可见，COOC 教程对大多用户来说具有较大的使用价值。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教程使用方便，符合我的使用习惯

教程分类清楚，组成部分简单明了

教程的设计较为生动形象，酷炫美

观

教程可以不断迭代更新，多次使

用，不会轻易过时

教程使用方便，

符合我的使用习

惯

教程分类清楚，

组成部分简单明

了

教程的设计较为

生动形象，酷炫

美观

教程可以不断迭

代更新，多次使

用，不会轻易过

时

非常认同 46.24% 48.39% 44.09% 46.24%

比较认同 38.71% 43.01% 38.71% 43.01%

中度认同 13.98% 8.60% 13.98% 10.75%

比较不认同 1.08% 0.00% 3.23% 0.00%

非常不认同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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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 COOC 教程使用绩效的评价）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教程的章节设置合理，无赘述或内

容缺失的情况

学习过程中，我使用该教程的次数

和时间比其他资源要多

教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的学

习效果

教程的章节设置合理，

无赘述或内容缺失的情

况

学习过程中，我使用该

教程的次数和时间比其

他资源要多

教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我的学习效果

非常认同 48.39% 37.63% 46.24%

比较认同 40.86% 45.16% 41.94%

中度认同 10.75% 13.98% 11.83%

比较不认同 0.00% 3.23% 0.00%

非常不认同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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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于 COOC 教程创建的 MOOC 课程的推广应用及效果评价 

1. 基于 COOC 教程创建的 MOOC 课程的推广应用 

（1）将 COOC 平台上的《跟我玩 Blockly》教程建设为 MOOC 课程 

2019 年，本团队将 COOC 平台上建设的《跟我玩 Blockly》在线教程建设为

《Blockly 创意趣味编程》MOOC 课程，并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和超星“学

银在线”平台开课，第 1 期开课就有近 8000 名学习者选学本课程。该课程也获批

“兰州大学 2019 年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重点培育项目”和“省级一流线上课程”。 

课程 COOC 平台网址：https://cooc-china.github.io/blockly/2017/05/23/play-blockly-with-

me.html 

课程 MOOC 平台网址： 

超星“学银在线”平台：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16679618 

“中国大学 MOOC”平台：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LZU-1206454835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LZU-120645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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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 COOC 平台上的《大学信息技术基础》教程建设为 MOOC 课程 

本团队基于 COOC 平台协同撰写的《大学信息技术基础》教材，于 2017 年

建设了配套的 MOOC 课程，面向兰州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的远程学习者和社会学

习者开放。该课程也获批“兰州大学 2018 年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重点培育项目”。 

课程 COOC 平台网址：https://cooc-

china.github.io/%E8%AF%BE%E7%A8%8B%E5%BB%BA%E7%AB%8B/2019/06/12/Informat

ion-Technology-Foundation.html 

课程 MOOC 平台网址：https://courses.lzu.edu.cn/res/j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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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 COOC 平台上的《数字逻辑》教程建设为 MOOC 课程 

本团队基于 COOC 平台协同撰写的《数字逻辑》教程，教程网址：

https://cooc-

china.github.io/%E8%AF%BE%E7%A8%8B%E5%BB%BA%E7%AB%8B/2019/07

/24/Digital-logic-(digital-circuit).html 

课程获批为“兰州大学 2021 年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重点培育项目”。 

 

 

 

课程 MOOC 平台网址：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2760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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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 COOC 平台上的《App Inventor-零基础 Android 移动应用开发》

教程建设为 MOOC 课程 

2016 年，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吴明晖教授团队在 COOC 平台建设了《App 

Inventor-零基础 Android 移动应用开发》在线教程，基于此在 2019 年建设完成

《App Inventor-零基础 Android 移动应用开发》MOOC 课程，并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开课，第 1 期开课就有 1 万多名学习者选学本课程。目前累计 4 万

多人选学该课程，该课程被认定为“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 COOC 平台网址：https://cooc-

china.github.io/android/2016/01/22/app_inventer_minghuiwu.html 

课程 MOOC 平台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UCC-

1205776807?tid=146353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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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 COOC 教程创建的 MOOC 课程的应用效果评价 

（1）学习者对《Blockly 创意趣味编程》MOOC 课程的评价 

参与《Blockly 创意趣味编程》MOOC 课程的学习者对本课程给予高度评价，

如截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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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者对《大学信息技术基础》MOOC 课程的评价 

参与《大学信息技术基础》MOOC 课程的学习者对本课程给予高度评价，如

截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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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者对《App Inventor-零基础 Android 移动应用开发》MOOC 课

程的评价 

参与《App Inventor-零基础 Android 移动应用开发》MOOC 课程的学习者对

本课程给予高度评价，如截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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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COOC+MOOC’协同创建在线课程”成果在国内外的推广应用 

1. 成果在国内的推广应用 

 

（1）2016 年 1 月 22 日，周庆国教授应邀参加在厦门举行的开放课程协作

与共享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形成了 COOC 的定义、特点、建设形式、后续计划及

未来推广策略。李廉教授也应邀出席本次会议。 

 

 

（2）2016-2017 年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专门在北京理工大学和

兰州大学举办两届“面向计算机类 MOOC 的大规模在线学习支撑工具研讨会”，

专门邀请周庆国教授介绍 COOC 平台。随后，北京大学的张齐勋老师、合肥工

业大学安宁教授就如何使用 COOC 平台做了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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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 Google 教育合作项目上海峰会”共设立了两个主题论坛，“基于

互联网的协作式开放在线教程（COOC）”是其中一个论坛的主题(会议简报介绍

COOC 网 址 ： https://df-2620150906.gitbooks.io/program-

announcement/content/2016summit-postmortem.html )，专门邀请周庆国教授主持，

会议成果主要有：COOC 概念起源的分享，北京大学和天水师范学院基于 COOC

的实战实践经验分享，以及其他高校教师关于 COOC 移动课程的建设和教学经

验分享。 

 

https://df-2620150906.gitbooks.io/program-announcement/content/2016summit-postmortem.html
https://df-2620150906.gitbooks.io/program-announcement/content/2016summit-postmort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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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睿副教授在 2017 年 Google 支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论坛

暨中国教育合作项目教学成果展示和经验交流会上，向与会者介绍利用 COOC

和 Blockly 开展计算思维通识教育的进展与成果。 

 

（5）周庆国受邀参加 2018年华为百校教师AI峰会并做特邀报告分享COOC

在 AI 课程的应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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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团队举办了“基于 COOC 的信息技术课程建设师资培育”、“App Inventor

师资培训班”、“Blockly 师资培训班”及相关的课程建设研讨会，为全国百余所大

中小学近 300 名核心骨干教师开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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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果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 

（1）2017 年 7 月，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

四届大中华区 MOOC 研讨会”介绍 COOC 平台引起热烈反响。李廉教授也应邀

出席本次会议。 

 

 

 

（2）2018 年 6 月，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参加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五届

大中华区 MOOC 研讨会”，向与会者介绍利用 COOC 和 Blockly 开展计算思维通

识教育的进展与成果。李廉教授也应邀出席本次会议。 

 



 

102 

 

（3）2017 年，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赴美国圣克拉拉大学开展培训项目，

分享利用 COOC 开展计算思维通识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4）团队负责人周庆国教授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8 年在 SCI 期刊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发表两篇教

学论文介绍 COOC 平台（详见“教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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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团队崔向平教授参加 2019 年 5 月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举行的第十届

Innovate 会议，向与会者介绍本成果。 

  

 

 

 

（6）团队成员周睿副教授于 2018 年赴哥伦比亚西部自治大学参加学术讲

座，介绍兰州大学基于 COOC 的探索实践与进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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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团队成员周睿副教授于 2019 年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or Symposium 2019（2019 高校教师 AI 峰会，由华为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共同举办），分享了基于 COOC 平台的教学实践与探索。 

 

 

（8）李廉教授对本成果给予指导，并在国内外会议上宣传分享成果，于 2021

年获得“CCF 杰出教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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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兰州大学官网介绍本成果，并被光明网等转载 

2020 年疫情期间，为了帮助教师们更好的开展在线教学，兰州大学官网介

绍了本成果，并被“光明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转载，传播了兰大教

学经验，贡献了兰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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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团队崔向平教授受邀为北京理工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甘肃农业大学、

天水师范学院等高校教师做关于在线课程建设与应用的直播和现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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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它证明材料 

1. 李廉任兰州大学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