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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慕课在中国的不断兴起与实践，“慕课”一词逐渐成为了教育界的流行词汇，学术界也纷纷开始关注这
股新生而又快速发展的改革浪潮，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并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本文试图通过慕课相关文献的定量与定

性分析，借此窥探目前中国慕课研究的现状，了解有关慕课目前研究涉及的方向与主题，从中发现有关慕课研究的薄弱

与不足之处，尝试提出一些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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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以大规模、开放性和自组织为特点的慕课始于２００８年，短短几年间发展迅速，到２０１２年已形成

Ｕｄａｃｉｔｙ、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ｅｄｘ三大平台，此后多家慕课平台的供应商纷起竞争。中国在随后的２０１３年也被裹
挟进这场全球风暴中，这一年随着国外三大慕课平台进入中国，中国高校开始了慕课的推动进程，一些

高校开始主动加入慕课联盟，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８日同时加入Ｃｏｕｒｓｅｒａ，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以及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也分别加入了 ｅｄｘ与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并在两个平台上开始开
课［１］，可以说２０１３年是中国的“慕课元年”。

随着慕课在中国的不断兴起与实践，“慕课”一词逐渐成为教育界的流行词汇，学界也纷纷开始关

注这股新生而又快速发展的改革浪潮，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并呈逐年上升态势，本文试图通过慕课相关

文献的分析，借此窥探目前中国慕课研究的现状，了解有关慕课研究涉及的方向与主题，从中发现有关

慕课研究的薄弱与不足之处，尝试提出一些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２　研究样本
本文选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的来源期刊作为研究论文的来源，这样的好处是标准比

较明确，学术性比较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确定期刊范围后，以“慕课（ＭＯＯＣｓ）”为主题词在 ＣＳＳＣＩ
中检索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的所有文章，得到７１篇，由于数据库的更新相对比较滞后，收录日期截止到２０１５
年６月。因此，本文中所涉及的２０１５年数据更新至２０１５年６月。笔者对这些文章从定量和定性角度
分别进行分类归纳分析，定量分析主要依据文章发表年份与发表地区。定性分析研究这些论文的研究

方法、研究方向以及研究的主题，从而分析目前国内对“慕课”研究的不足，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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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的现状分析
３．１　研究现状的定量分析
３．１．１　论文的年度分布

由于中国教育实践中对“慕课”的探索开始于２０１３年，因此，相应地在理论研究领域对其开展的研
究也基本是在２０１３年开始起步，在中国知网上２０１３年仅涉及到１０９篇，研究文献相对较少，而在ＣＳＳＣＩ
中涉及慕课研究的７１篇中，２０１３年为空白，其中２０１４年３２篇，２０１５年６月截止有３９篇。
３．１．２　论文研究现状的区域分布

由于慕课在中国兴起之初，主要是北京与上海的一些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率先起步，并推出多门面向全球的慕课课程。由于在实践中探索的领先，加之经济因素及思想

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在对“慕课”的研究成果上北京上海的相对较多，在ＣＳＳＣＩ的有关７１篇“慕课”研究
中，两个地方的研究成果占到了所有成果的近４０％；其次东北地区也相对较多，共有９篇，其中东北师
范大学有３篇；东部沿海地区对慕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江苏，而其余的广东、福建等地并不多；中西部地
区除了四川、湖北研究较多外，其余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

３．２　研究现状的定性分析
３．２．１　研究方法统计分析

通过对ＣＳＳＣＩ中有关“慕课”相关研究的总结，可以将其研究方法粗略地划分为４大类：一是综述
研究。主要指对有关慕课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评论；二是定性研究。主要指使用相关理论推演的

方法，提出一些有关慕课定性的观点、模型或研究框架等；三是定量研究。是指采用调研的数据、实证的

方法，对提出的相关理论进行定量分析；四是案例研究。主要是以慕课建设中一些具体课程设计为研究

对象，以案例的形式来具体阐述自己的研究结果。当然，这些方法有一定的交叉，有些研究就采取几种

研究方法，诸如有的研究结合了定性和案例两种方法。

涉及每种研究方法的数量分布上，定性研究相对较多，基本占到了所分析的研究总数的近８５％，案
例研究占到了１１．３％，而定量研究和综述分析相对很少。这主要是因为慕课在中国实践中的探索起步
不久，尚未有成型的可复制模式的产生，因此对其进行定性的分析研究必会占据相当大比例，而案例研

究则会比较缺乏。综述研究过少则主要由于２０１３年才是中国的“慕课元年”，因此涉及国内慕课理论
综述研究的基本空白，而唯一一篇综述研究则主要探究了２０１４年美国慕课的研究现状，另外，定量研究
也显得比较欠缺，仅有２篇。
３．２．２　研究方向与主题的统计与分析

１）研究方向统计。通过对 ＣＳＳＣＩ中有关“慕课”相关研究的分析，可以将其研究方向大体分为７
类，这也是目前慕课研究所基本涉及的方面：政治学、信息技术学、图书馆与情报学、法学、新闻学与传播

学、教育学及其它交叉性学科。而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教育学，占到了总研究的３８．５３％，其余方
向上均有涉及，但比例相对较小，说明目前对慕课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对慕课的延伸方向的

研究相对薄弱。

２）各个研究方向上研究主题的分析。教育学是慕课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这个方向涉及的研究主
题相对较多，最主要的是慕课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变革，如慕课给高校教师、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及高校

教学模式与教学方式带来的冲击与改变。其中较多研究涉及了慕课时代公共基础课面临的挑战与机

遇，如表１所示。
另外，政治学、法学、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图书馆与情报学方向上对慕课的研究虽然相对较少，但却

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与结论，引发对慕课的进一步深入思考，如表２。

５２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表１　教育学的研究主题

研究

方向
主要作者 研究议题 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教育学

李梁

高地

吴维仲

解德渤

宋专茂

任友群

高等教育的

面临的挑战

与应对

公共基础课的

改革探索

公共基础教学模式的探索、教学平台的建设、以及其中的意识形

态与话语权的问题

高校教师、高校人才

培养模式及高校教学

模式与教学方式的

改变

未来的教学实践范型是线上的“慕课”学习与线下的教师引导、

学生讨论相结合，实现翻转课堂；

学生传统的“倾听者”的角色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会成为学习

的真正“主体”，教师由传统的教育者变成引导者［２］。

易庆

郑新丽
基础教育的挑战与应对

慕课主要采取把知识大单元划分成小知识点，而知识点的讲解

由教师自主来完成；

提出基于慕课的翻转课堂教学结构，在“双主教学模式”基础

上，吸取Ｔａｌｂｅｒｔ的翻转课堂结构的核心要素［３］。

表２　其他方向的研究主题

研究

方向
主要议题 作者 主要观点与结论

法学 课程的版权问题
邹琳

陈基晶

慕课课堂的开放性和在线性的特征以及慕课教育主张免费向学院提供课程的运

作机制引发了慕课教育适用合理使用问题；

我国目前的法律暂无法解决网络环境下作品权利人和公众利益的冲突［４］。

新闻

学与

传播

学

慕课带来知识传播模

式的转变

柴癑

徐武生

慕课使知识传播模式由传统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转变为了以平台为环境，以学

生为中心，交互式的知识传播模式；慕课这种传播模式可以在尊崇创用共享协议

下，在任何人之间实现互动共享，这种开放式传播模式会使主客体联动发展，给

传统教育模式带来挤压效应［５］。

政治学
慕课的政治文化本质

与政治安全

李亚员

管立国

西方国家可能会采取慕课这种具有强影响力的形式进行西方文化的隐形殖民主

义；可能从政治上对华进行隐形的民主输出，要增强对慕课的政治安全意识，建

立慕课的思潮监控机制。

图书馆

与情报

学

如何转变慕课时代图

书馆的服务

陈哲

秦珂

慕课的出现给图书馆的资源服务、技术服务、学科建设服务以及信息素养方面都

带了极大的挑战。图书馆应转变管理理念，改变馆藏资源结构，加强馆际合作与

交流，构建专家咨询平台，加强硬件设施建设，提供高质量学科服务，并提高学生

的信息素养［６］。

４　未来的研究方向与思考
４．１　研究方法

通过对ＣＳＳＣＩ中有关慕课研究结果的分析来看，目前的研究方法基本呈现一边倒的趋势，主要侧重
于理论的定性分析，对案例分析、定量统计的方法涉及相对较少。而众所周知，一项研究要想具有更

“科学”的价值，就只有达到量化的程度时才可以。当然，想进行定量分析，必然会面临着数据不足，数

据失真与技术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但是信息时代“大数据”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打破了传统的只依赖局部小样本数据分析的局面，可以获取到充分的数据。与适用局限的小样

本分析相比，大数据的采纳分析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更高的精确性，可以使研究从全局的角度出发，

发现以前难以发现的细节。目前国外针对慕课开展的研究已开始在基于大数据的基础上完成，如在

Ｕｄａｃｉｔｙ、可汗学院、谷歌课程建设者和ＥＤＸ最近的４个研究中，每一项研究都充分利用了大数据，研究
了注册学生考试成绩或课程的完成与学生的活动情况的相关性。虽然研究中涉及的模型相对比较简

单，但是数据却具有一定的全面性与精准性。因此研究的结论也相对显得比较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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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研究方向与主题
目前对慕课的研究方向与主题大多还是集中在教育学上，关注慕课本身的“教与学”的现象相对较

多，当然这也是与慕课实践发展的阶段相联系的，中国目前还处于慕课探索的初级阶段，主要关注“教

与学”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慕课的不断推进，我们应该关注有关慕课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与主题。目前

在国外已开始关注慕课新的研究线路，这些研究中已不再涉及传统的教与学，开始着手对研究人员、课

程开发人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开始涉及来自参与学习数据的，注重采取更广泛的研究设计来

促进学生学习因素的研究，开始从一些来自对个别课程的调查分析，来对跨学科的更大应用组织的分析

与试验设计等。

当然，“慕课”后续如何在中国得以更好地持续发展与推进也是应该深思的一个话题。慕课课堂的

开放性、在线性以及免费性的共享运作机制在现实中面临版权、收益等诸多挑战情况下，在政策上如何

设计？另外，中国慕课的本土化与世界化问题到底如何解决，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推出的课程都是以中

文为主，而慕课平台主要由欧美国家开设，通用语言是英语，这种语言的障碍如何克服？以及中国全面

推行慕课后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学位、学历的互认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没有很好地得以解决，慕课在中国

就会难以更好地持续发展。虽然在目前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已经发现并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是对其的真

正解决对策的研究却远远不够，而这些都是关系到慕课在中国是否能够得以长久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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