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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班级授课制的终结者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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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慕课具有课堂教学所不具有的许多优点，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慕课更能够培养学习者
的主动性、创造性，能够为学习者的学习提供选择性和便捷性，实现个性化学习。主要表现在慕课可以让学习者自主选

择老师、内容、难度、时间和地点，还可以及时解决学习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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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课”是 ＭＯＯＣ的音译，也称“ＭＯＯＣｓ”，是新近涌

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所谓“慕课”，顾名思

义，“Ｍ”代表 Ｍａｓｓｉｖｅ（大规模），与传统课程只有几十个

或几百个学习者不同，一门ＭＯＯＣ课程动辄上万人，最多

达１６万人；第二个字母“Ｏ”代表 Ｏｐｅｎ（开放），以兴趣导

向，凡是想学习的，都可以进来学，不分国籍，只需一个邮

箱，就可注册参与；第三个字母“Ｏ”代表Ｏｎｌｉｎｅ（在线），学

习在网上完成，无需旅行，不受时空限制；第四个字母“Ｃ”

代表Ｃｏｕｒｓｅ，就是课程的意思。慕课的出现和迅速普及为

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打开了一扇实现之门，同时为现行

的班级授课制敲响了警钟。

班级授课制最早由夸美纽斯提出，后来赫尔巴特完

善了这一理论，苏联的教育家凯洛夫最终完善了这一理

论，我国最早使用班级授课制是１８６２年。班级授课制是

教学史上的一次革命，班级授课制最大的优点就是一个

教师可以同时向多个学习者传授知识，进行大规模的教

学，扩大了单位教师的教学能量，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

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教育成为可能。然而，随着时代的发

展，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和培养目标的调整，班级授课制的

弊端日益显现。为了完成教学进度，教学中“填鸭式”“满

堂灌”的现象越演越烈；为了符合“课”的时间要求，将某

些完整的知识人为地分割，不利于学习者对知识的全面

准确把握；教师在备课和教学时只可能面对全班大多数

同学的情况，使部分学习者逐渐掉队；尤其在科学技术高

度发达的今天，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基础知

识扎实、创新能力很强的高水平人才，个别化学习变得非

常重要，慕课就能实现让学习者自主选择老师、学习内

容、学习时间、学习难度，从而实现学习者自主学习和因

材施教。

１　学习者自己选择教师
１６３２年，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使系统化的班级授课

制理论初现端倪。随着当前生产、科技领域的变革，班级

授课制对培养人才规格与社会需求等问题不相适应。知

识的膨胀和知识的快速更新，使慕课应运而生并将成为

班级授课制的巨大挑战者。慕课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其

价值主要体现在教学价值、人才培养价值、课程发展价值

及文化战略价值［１］。而学习者自己选择教师体现了以

“学”为本的教学价值取向。

教师、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彼此间会因

个体行为参与、情感参与、认知参与的程度不同，其相互

间的影响力也会有所不同。传统的师资队伍往往忽略甚

至是完全忽视学习者的主体性，忽视了学习者以“学”为

本的核心因素，不利于学习者的发展，是一种低效、零效

甚至是负效的教学方式。新时代的慕课为学习提供了个

性化的服务［２］。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固定教师和单一灌输

型的教学管理模式，尤其是为学习者提供自主选择教师

的机会，使学习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及节奏的需

求，制定学习计划，选择不同学段课程和教师，“成为学习

者探索知识的有力工具”［３］。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１８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１年度重大招标课题（ＸＪＫ０１１ＤＵＴ００１）
作者简介：杨　敏（１９６６－），男，湖南南县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心理学、教育技术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总之，慕课让学习者充分利用优质的教师教育资源，

在满足自己求知欲和个性发展的同时，培养学习者信息

的获取、加工、分析、创新和交流的能力，使学习者的主观

能动性得到更好的发挥，更能显示出学习者以“学”为本

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如在慕课中，适合自己的教师行为

的参与是促进学习者“指向性的学习”的需求；教师与学

习者情感共同的参与，为学习者提供内在的动力支持，并

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学习者认知的参与，对其学习进行

自我监控、自我指导、自我强化、自我评价及自我补救，从

而使学习者主动产生以“学”为本的全新的学习方式，“是

实现学习者主体向专业者过渡的动力诉求”［４］。

２　学习者自己选择内容
利用“慕课”的平台，可以收集全球的优质课程，实现

更大范围的资源共享。学习者可以在此平台上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或者适合自己的课程，也可以选择平时上课没

有弄懂的课程知识；无论是理工类课程，还是一些非科技

类的人文、艺术等学科都有可供学习者选择的课程。

“微课程”是慕课的核心概念，也成为它广受学习者

欢迎的原因。与传统教学动辄４５分钟甚至更长时间一

堂课相比，ＭＯＯＣ课程持续５－１５分钟，一般持续时间在

１０分钟左右，而这正是学习者注意力集中的黄金时间，有

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并且，ＭＯＯＣ课程不是传统课程的翻

版，需要进行内容修订和结构的调整以适应网络教学的

新要求。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所有课程、课程体系及时

间安排是经过严密论证的，课程与课程间的传承、衔接关

系非常清晰，每门课在课程体系中的位置也非常清楚。

学习者不需要了解这些课程间的相互关系，只需要按部

就班地按照课程安排进行选择即可。但在慕课时代，由

于注册学习者来源广泛，知识结构及基础差异很大，需求

也不同，学习者在选修课程时，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已具备的基础挑选课程，这样的方式

更能激起学习者学习的欲望。

３　学习者自己选择难度
传统教学由于存在分班的随机性，时常会出现同个

班级学习者在同一学科上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学习者“吃

不饱”，有的学习者“吃不下”，而 ＭＯＯＣ课程自主选择难

度以提供选择性的课程为起点，从价值选择到教学组织

形式、从课程结构到管理制度、从教学方式方法到学校组

织文化等进行全方位转变，努力构建新型育人模式，创造

适合每一个学习者发展的教育。学习者要自己发挥主动

性，主动思考，主动提问，主动答疑。美国教育不注重标

准答案，而是注重学习者创造力的培养，注重锻炼学习者

的发散思维，这一点与国内教育不同。ＭＯＯＣ课程不再

有班级的概念，班主任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导

师、咨询师、教育顾问等构成的全员育人环境和学习者自

主管理。课程的改革增加了学习者的选择权，触及了教

育改革的核心。

学习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课，每个人的课

表都不一样。例如，某学习者数学、物理都选择难度最高

的层次，同时还选择了大学选修课程。而另一学习者则

希望多参加各种活动，只选择了对应高考难度的课程。

此外，每个学习者还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可选修各类

课程。

ＭＯＯＣ课程用一种自主性的方式，给予学习者更多

发展的空间。关于学习动机的研究表明，最重要、最稳定

的内在动力是认知需要，而最可怕的需要是竞争需要，是

超过别人、压倒别人的需要。慕课尊重学习者差异，尊重

学习者主体，解除传统课程对学习者的束缚，使学习者成

为学习的主人。

４　学习者自己确定时间和地点
传统的班级授课备受诟病的地方在于学习者必须要

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知识，这使得部分学习者每天

在上学的路上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也使得部分擅长夜

战的学习者不得不早起，带着疲惫来到学校参加学习。

慕课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

地点学习的方式，容许学习者自主选择听课的时间和地

点。听课者可以选择在家里、办公室、图书馆、咖啡厅，甚

至在旅途中听课。同时，听课时间也是比较自由的，学习

者可以选择空闲时间听课，选择自己想听的时候听。除

此之外，如果学习者要进修高等教育，他们要通过很多考

试，这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如果耶

鲁、哈佛大学免费提供公开课程，谁又会拒绝呢？空余时

间在家就能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课程，不仅让自己的空

闲时间充实起来，而且能为自己充电，这样一举多得的事

情何乐而不为呢？同时网络的自主性对听课者的自我约

束力也是一种锻炼和挑战。

另外，慕课以视频的方式呈现，不像传统课程需要厚

厚的书本，只要有一个ｕ盘，一台电脑或者一台ｉｐａｄ，甚至

是一台手机就可以进行。慕课的上课资料比传统课程的

上课资料便于携带，这也相对增加了学习者的兴趣。

５　学习者的问题及时得到解答
“微课程、小测验、实时解答”，这是慕课的核心概念，

也成为它广受学习者欢迎的理由：容易获得，容易学

懂［５］。学习者如果有疑问，可以在平台上直接提出，无论

是同步还是异步，最终会有来自教师或学习伙伴的解

答［５］。这样，学习者的疑问得到解决之后就能更好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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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下一步的学习。慕课是开放性的，学习者可以跟来自

全国范围内的学习者进行交流学习，共享资源，这对开拓

学习者的思维和视野也是很有益处的。

另外，慕课跟传统课程不同的是它更加人性化。在

传统课程教学中，老师面对的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学习

者，不可能关注到每个学习者的理解程度，老师唯一能确

认学习者是否已理解的方式就是通过作业或者测试，就

算发现了问题，老师也不可能一一进行辅导，学习者的问

题还是无法得到解决。当学习者面对教师“你们都懂了

吗”这个问题时，他们的回答总是人云亦云，其中不排除

有很多南郭先生。特别是对于那些学习困难的学习者来

说，似懂非懂的学习状态长期内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积

极性，并且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而慕课的优势就是学

习者在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上课方式，可以根据自己

的节奏反复看。

同时，学习者还可以在平台对课程内容、课程难度、

课程的老师提出建议，以帮助更好地设计慕课。有些建

议也许学习者不好意思当面跟老师讲，通过这样一个平

台，学习者可以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心声，让老师听到学习

者真正的想法，有利于教师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进行教

学。这使得教学从以老师为中心转向以学习者为中心，

充分发挥了学习者的自主性。

不同于只提供课程资源的视频公开课，慕课实现了

教学课程的全程参与：学习者在时间、空间上灵活安排学

习，自我管理学习进度；使用客观、自动化的线上学习评

价系统，对于作业可以进行自动批改、相互批改、小组合

作；在线提问，能及时得到反馈。这些魅力，让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了慕课的大家庭［６］。慕课给学习者带来了这么

多的便利，这无疑是对班级授课制的一个巨大挑战，即使

班级授课制作为长期的授课方式仍存在一定的价值，但

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慕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班级授课制

的缺陷，吸引了大量的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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