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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资源共享

提高教学质量

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深入，课程共享成为推动教育

资源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

通过课程共享，可以促进不同高校间的学术交流，

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课程共享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学习选择，有助于

培养综合素质和拓宽视野。

背景与意义



01 02 03 04

共享课程数量增加 合作与交流加强 在线教育平台支持 学生受益良多

上海市高校课程共享现状

借助在线教育平台，实现课程

资源的在线发布、选课、学习

、考试等全过程管理。

高校间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

发和推广优质课程，促进教师

间的交流与合作。

上海市高校积极参与课程共享

，共享课程数量逐年增加，涵

盖多个学科领域。

通过课程共享，学生有机会接

触到其他高校的优质课程，丰

富学习体验，提升学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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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共享模式探索



80% 80%

100%

跨校选课模式

允许学生跨校选修其他高校的课
程，拓宽学习视野，促进校际交
流。

高校间共享课程资源，实现优势
互补，提高课程质量和教学水平
。

制定统一的学分认定标准，确保
跨校选课的学分有效性和互认性
。

跨校选课
课程资源互通

学分认定



学分互认协议

课程对接

成绩转换

学分互认模式

对接不同高校的课程，确保课

程内容、难度和学分等方面的

等值性。

建立成绩转换机制，将学生在

其他高校获得的成绩转换为本

校认可的学分和成绩。

高校间签订学分互认协议，明

确学分转换规则和认定标准。



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优质课程资源在线开放，供
学生自由选修。

在线开放课程

结合在线开放课程的特点，采用多样化教学模式，
如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

多样化教学模式

制定在线开放课程的学分认定标准和管理办法，
确保在线学习的学分有效性和认可度。

学分认定与管理

在线开放课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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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高校课程共享实践案例分析



课程共享背景 共享课程类型

共享模式与机制 实践经验与成果

案例一：上海交通大学与复旦大学课程共享

上海交通大学与复旦大学作为上海市的顶尖高校

，拥有丰富的优质课程资源。为了促进两校间的

学术交流与合作，提高课程资源的利用效率，两

校决定开展课程共享实践。

两校共享的课程主要包括通识教育课程、公共基

础课程以及部分专业选修课程。这些课程涵盖了

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旨在为

学生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学习选择。

上海交通大学与复旦大学通过共同制定课程共享

方案，明确共享课程的选课、学分认定、教学管

理等具体事项。同时，两校建立了课程共享管理

平台，实现了课程信息的实时更新和共享。

通过课程共享实践，上海交通大学与复旦大学实

现了优质课程资源的互补与共享，促进了学术交

流与合作。同时，这种实践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

多元化的学习选择，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

争力。



案例二

• 课程共享背景：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各自领域拥有独特的学科优
势和课程资源。为了促进两校间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跨文化交流能力，两校决定开展课程共享实践。

• 共享课程类型：两校共享的课程主要包括语言文化类课程、国际交流类课程以
及部分通识教育课程。这些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语言文化学习体
验和国际视野拓展机会。

• 共享模式与机制：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通过共同制定课程共享方案
，明确共享课程的选课、学分认定、教学管理等具体事项。同时，两校建立了
课程共享管理平台，实现了课程信息的实时更新和共享。此外，两校还鼓励学
生互选对方学校的课程，并相互承认学分，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学习安排
和选择空间。

• 实践经验与成果：通过课程共享实践，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实现了
优质课程资源的互补与共享，促进了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同时，这种实践也为
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学习选择和跨文化交流机会，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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