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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教学模式适于高校教育之商榷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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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慕课（ＭＯＯＣ）始于麻省理工学院免费在线课程，是一种新型的在线教育模式。慕课拓宽了知识传播广度、

促进了教育公平，促进了教学理念的转变、推动了教学方式的创新。但慕课不能代表教育的全部。理性分析，把握慕课

发展趋势；慕课和传统教育相结合，促进教育整体发展；以需求为导向，构建合理慕课教学体系；加强信息技术建设，完善

网络平台，这是慕课发展的应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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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慕课的产生与界定
１．１　历史背景

慕课产生的历史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０１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免费在线课程，它被誉为慕课的先
河。而后其经过１０年的发展颇具规模并引发了爆发性的慕课热潮。这是高等教育借助互联网技术进
行的一次革命性创新。但是，这种爆发性的创新并不是学者或者网络工作者的突发奇想，而是有着特定

的历史原因。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大幅下滑，大学运营也因此受到影响。在固有的管理规模下，资金短
缺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美国大学因此采取了增加学费的举措，从而增加了学生的上学成本，而危机

带来的就业压力更使这种成本产生了放大效应。学生对大学的渴求程度迅速降低，社会对大学价值的

认可度也在下降。此外，由于受到传统体制的束缚，大学对教师和学生的考核标准表现出功利的、僵化

的特征。大学对教师的科研管理将期刊级别等特定模式作为标准化的考核方式，而对教学方式略显忽

视。从而使大学教育成为了大众教育而缺乏各自的教育特色。所以大学运行成本和固有体制的束缚为

慕课的产生提供了可行性空间。而在此期间，互联网技术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成为慕课得以施展的可操

作平台。正如特里克·迪恩认为所言，慕课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学生需要的转变和客观条件的变

化早已为慕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使之成为厚积薄发的教学力量［１］。

１．２　思想认知
自由和民主一直是美国大学追求的教育精神。但是教育的日渐僵化使这种精神日渐流于形式。人

们的思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深不断受到冲击，慕课所具有的商业化、开放性等特

征正好契合了人们的思想转变。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加深，使知识和商品一样被人们产出和消费。教师对知识的传输

和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成为类似于商品交换的交易模式。为适应市场经济变化和学生的需要，大学的学

科设计和培训机构逐渐成为市场化机制的组成部分，人们期待能从大学教育中获得具体而实用的技能，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理论知识。正如迪肯大学副校长简·赫兰德所说，“学生期待像银行和商场

提供的服务那样的用户友好型的、自助型的、２４小时营业的学习体验。”［１］知识应该像商品一样能够被
自由选择、自主应用，而不单纯是机械化传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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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的渴望必然导致对知识流动性需要的增加。而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大学并不是全体社

会人所能到之地，它是满足社会学习精英的产物。慕课的到来使原来静止的单边教育模式转变为面向

社会大众的多边教育模式，从而使知识成为流动的商品而被更多需要他的人消费，这不能不说是改变教

育结构的一次变革。

１．３　“慕课”释义
ＭＯＯＣ为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简称，即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简称“慕课”。其作为概念而被

完整提出始于２００８年道恩斯和西门子关于连通主义的在线网络课程。但真正得到发展始于２０１１年史
朗教授的《人工智能导论》。至此，世界１９０多个国家的１６万多学习者注册该课程进行学习，引起了教
育界的广泛关注。２０１２年慕课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传播，世界一流大学如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
等创办的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Ｕｄａｃｉｔｙ和ｅｄＸ三大慕课平台推出近百门课程，全世界超过７５３０００名学习者参与慕
课模式的各种学习；在中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等重点高校纷纷加入国际主流慕

课平台。

慕课的课程内容以知识点为单元，被制作成８～１２ｍｉｎ时长的网络视频，学习者只需在线注册即可
获得免费的学习机会，并可通过期末考核得以结业。只有在想获得就业资格证书和相应大学学分时才

需缴纳一定费用。此外，该课程没有特定身份的要求，不同社会角色的人群都可以加入到正规大学教育

体系中来。对于学生而言，慕课的主要优势在于成本低廉、没有入学门槛，能享受完整的大学学习体验；

对于学校而言，这种新型教学模式既可以整合教学资源又能够提高学校的知名度。

２　慕课教学模式的审慎思辨
如前所述，２０１２年慕课教学模式的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形成了“慕课热”的火爆

浪潮。但是，随之而来的２０１３年，慕课教学模式就受到了若干人的批判。例如，德尔文在《赫芬顿邮
报》中提到一次有关慕课的合作协议后，所涉及的３门在线课程最终考核通过率远低于预期水平。这
不得不使人们质疑慕课的教学质量问题。而美国某所大学的教授们联名认为慕课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

存在很多缺陷，其商业化的运作会扩大公立和私立大学间的贫富差距就是其中之一［１］。可见，慕课固

然由于背景条件和人们思想认识的转变成为时代的幸运儿而名噪一时，但其并不是一种万能的教学模

式。所以，这种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新兴产物，对其优劣我们必须审慎区别、扬长避短。

２．１　适用之利
一方面，慕课拓宽了知识传播广度、促进了教育公平。慕课教学模式打破了高校只面向精英教育的

围墙，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到非知名院校甚至边远地区；使高校教育由在校生的小众教育迈向全人类的

社会教育，为实现无处不在的终身学习带来更多便利。学习者在慕课集中的优势资源条件下，利用零散

时间进行高效学习，也突破了课堂的时间限制。

另一方面，慕课促进了教学理念的转变、推动了教学方式的创新。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发展的一种

理想性、精神性、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范型［２］。在传统教学模式下，主要以老师授课为主，学习者往

往是被动的学习。而慕课使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自主学习动力和优势，通过在线老师的理论讲授和问

题设计使学生的思想充分活跃起来。慕课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２．２　适用之弊
一方面，慕课是一种新兴的且为多数人热衷的教学模式，但其并不能代表教育的全部。就教学质量

而言，传统高等教育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合理有序的体系。例如，各个专业都具有配

套的课程体系，各门课程形成了自己的考核方式和考核体系，对于考试不合格者具有相应的责任机制。

而对于慕课现有的教育体制而言，其本身的教学结果质量恰恰缺乏可控性。慕课是充分发挥社会公众

主动性学习的一种教学模式。但是由于受众主体的大众化和监督自主学习机制的缺乏，使最终的考核

结果不甚理想。考核结果是教育质量程度的直接反映也是集中反映。慕课这种低完成率使学者认为，

虽然它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但是不可能成为传统教育的替代品。此外，这种网络交流模式带有机器味

道而缺乏情感交流，可视可听可触的课堂与计算机终端信号的巨大差别问题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仍未得

到突破。互联网成为大众交流平台以来，人们线下的淡漠独立和缺乏面对面的情感交流问题一直相伴

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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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慕课教学模式的国际化现象使本国的民族文化受到了严峻挑战，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领地

受到发达国家教育资源的侵袭。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教育等领域都处于弱势地位。

慕课在线课程因为涉及不同地域（国际之间、国内之间）的大学和专业，所以无形中形成了竞争的格局。

对于我国而言，面对中西方思想文化的迥异和教育质量的差距，本国的慕课教育未占更多优势，这无疑

对于教育民族性的保护和中国教育的信誉度产生了剧烈的影响。网易公开课统计数据表明，“国际高

校公开课”和“ＴＥＤ演讲”二者相加占观赏人群的８６％，而“国内高校公开课”者仅占１３％［３］。

３　慕课发展的应然路径
３．１　理性分析，把握慕课发展趋势

如上分析，慕课作为网络技术条件下的产物既有积极作用也存在诸多弊端。这就要求慕课的应用

者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充分了解其优势并加以运用的同时，认真应对其弊端，尤其不能将慕课视为

传统教育的对立模式和替代品而加以盲目遵从。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技术只是教育方式的一种，

教育本身的体系性和复杂性并非慕课一种手段所能应对。如果只看到慕课的“热烈响应”而无视现行

教育体系的特点一并加以全面利用，则必然会产生诸多问题而应接不暇。对于想适用慕课模式的大学

而言，可以采用试点办法逐渐推行。“试点”办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

模式。例如，可以以省为单位，在各自的高校系统中选择合适单位的合适课程适用该模式，并采取定点、

定时跟踪的办法取得适用情况的一手资料，从而正确地把握慕课的实时应用现状、有效把握其存在的风

险并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

３．２　慕课和传统教育相结合，促进教育整体发展
传统教育填鸭式的模式长期以来成为教育争论的焦点。慕课的出现使我们寻找到了弥补传统教育

不足的一种可能的新模式。首先，学生自主学习一直是大学教育区别于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然

而在传统教育模式下，这种自主性并没有充分体现，大学教育仍以老师主动教授、学生被动吸收为主要

模式，学生本身缺乏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传统教育中吸取慕课模式、尤

其是国外慕课模式的上课技巧，多以问题形式引发学生思考，不仅能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还能活跃课

堂气氛进而形成整体良好的学习氛围。此外，对于应用慕课教学模式的专业课而言，应该借鉴传统教育

的管理模式，完善监督管理制度，规范学习过程、提高考核质量，进一步增强慕课教育模式的有效性。

３．３　以需求为导向，构建合理慕课教学体系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供给—需求”的模式中，需求已占据主导地位。在教育领域，慕

课面对的不仅是高校学生，不特定社会公众也是其受众主体，这是和传统教育相区别的显著特征之一。

而恰恰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构成了慕课教育的特色，使慕课成为大众化的求知平台。所以，公众的需要

为慕课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中国慕课的发展提供了导向。为此，我们应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借鉴

国外慕课的先进方法，提供符合中国人特点的慕课课程，实现构建中国网络课程文化体系的目标。

３．４　加强信息技术建设，完善网络平台
慕课教育模式作为网络技术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新形式，应该说没有网络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其生存

的空间。可见，慕课的发展走势和网络技术是否强大密切相关。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同

地区资源的巨大差异成为制约整体发展效率的瓶颈。对于我国发达地区而言，无论在师资力量还是技

术力量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而言劣势也非常明显。所以，即便应

用这种新模式也由于以上缺陷而使学生外流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对此，应缩小不同地区的师资和技术

差距。此外，应将技术人才和教育人才双向结合，使网络技术更好地服务教育资源，努力实现效益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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