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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在基础教育中的发展路径探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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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２年被《纽约时报》称为“慕课元年”，２０１３年被称为中国的“慕课元年”。的确，慕课作为一种新的教学

模式已风靡全球，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高等教育涌向基础教育。面对来势汹汹的慕课思潮，慕课在基础教育中的

实施路径有哪些等众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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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面对新的教学模式和思路，特

别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新思想，我们既不能盲目跟风、急功近利，也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党的十八

大提出要在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教育的现代化。众所周知，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没有教育信
息化，教育现代化就无法实现［１］。而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是教育大厦的基石，是国民教育

的基础。所以，面对“慕课”来袭，我们必须透彻分析基础教育发展现状，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

题，借助慕课大规模、开放、在线等优势，找到慕课在国内基础教育中的实施路径，促进基础教育改革与

发展。

１　慕课的内涵
慕课（ＭＯＯＣ）即“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英文首字母缩写形式的音

译，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焦建利将其译成“慕课”一词。２００８年，由加拿大ＤａｖｅＣｏｒｍｉｅｒ与Ｂｒｙａ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教授提出，２０１１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巴斯蒂安·史朗人工智能课程的推动下，得到广泛关注和飞
速发展。２０１２年，慕课风靡全球，被《纽约时报》刊文称为“慕课元年”。２０１３年，“慕课”浪潮席卷中
国，被认为是“继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此年并被称为中国的“慕课元年”。慕课分为

ｘＭＯＯＣ、ｃＭＯＯＣ、和ｔＭＯＯＣ三类，目前开放的慕课主要属于 ｘＭＯＯＣ。ｘＭＯＯＣ与传统课堂教学较相似，
以教师的知识传授为主，有时间限制，在课程设计上都有作业、测验等互动，它以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为基

础。ｃＭＯＯＣ主要是让学生借助社交软件围绕专题进行研讨，它以学生为中心，以建构主义和联通主义
为指导理论。ｔＭＯＯＣ采取基于任务的学习方式，强调通过多重任务的完成来培养学生的技能。

２　慕课在国内发展的现状
在中国，用一个词来形容慕课，想必就是“慕课热”。那么慕课到底“热不热”，到底有多热，笔者将

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国内慕课的三种呼声。国内对慕课的呼声有三种：支持、怀疑和观望。支

持方的代表者有：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主任陈玉琨、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江。陈

玉琨认为，“慕课带来的是超时空的变革，是教育史上继班级授课制以后最大的一次革命，它使教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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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了时空的界限，使优势教育资源全球共享、全民共享。慕课大规模在线网络课程将更适合于基础教

育，在基础教育产生的效果也将远超过在高等教育产生的效果”［２］。而中央电化教育馆馆长王珠珠则

提出了“慕课”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应用存在着网络条件、教师条件、费用问题和网络课程不完善等问题。

第二，国内基础教育慕课的研究与实践。笔者以知网为数据库，检索“慕课”一词，到２０１４年底，关于
“慕课”的文献总数为１８６４篇，其中２０１２年１篇，２０１３年１７０篇，２０１４年１４９４篇，文献对慕课的普及
介绍居多。就实践来说，国内知名高校纷纷加盟ｅｄＸ和Ｃｏｕｒｓｅｒａ慕课平台。除此之外，清华大学和上海
交通大学还分别搭建“学堂在线”和“好大学在线”平台发布自己的线上课程。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慕

课平台和资源建设，由政府资助的“爱课程”网和网易云课堂联合打造的“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截止到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底已有来自国内名校的１９９门慕课上线。就基础教育而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慕课研究
中心还分别联合国内的知名中学、小学成立“Ｃ２０慕课联盟”，为慕课在基础教育领域寻找出路。第三，
关注“慕课”的人员。调查发现，关注“慕课”的人员主要为研究院专门研究人员、高校教师及学生和与

高校有合作的中小学校教师。从地区上来看，经济繁荣、信息发达的大城市较信息技术落后、信息闭塞

的城镇或农村地区关注度较高。

３　慕课在国内基础教育中该何去何从
３．１　国内基础教育的现状

基础教育是为所有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一定年限的普通教育，从大的统计口径来看，基础教育

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３］。基础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大厦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是提高国民素质不可或缺的环节。

目前，国内基础教育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教育管理体制方面［４］。我国实行中央集

权制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教育方针、整体课程规划、教育发展规划等教育政策都由国家统一发布。其

优点在于能够很好的维持教育体系运行，利于国家意志形态的统一，和提高国家和全民族的整体素养，

但不足也显而易见，比如，一定程度上打击地方办学的积极性，缩减地方办学的自主权，单一的办学模式

很难发展特色学校，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２）学校课程设置方面。纵观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
程设置、教材资料，不难发现，几乎每个学校都存在重视分科类课程，忽视活动类课程的问题。究其原

因，一方面源于外界越来越看重升学率，甚至部分家长也把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教学质量的标准，另一

方面，学校自身办学理念值得反思。３）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队伍不断壮
大，教师整体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有些地区的教师专业态度不端正、教育理念更新较慢，专业知识与

技能水平较低。４）教育资源方面。我国部分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教学环境不容乐观，教育硬件设施不完
善，教育技术落后。

３．２　慕课在国内基础教育中的优势与不足
慕课具有大规模、在线、开放、名师名校效应等众多显而易见的优势，这些优势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

出了强大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不同，在培养目标、发展现状、教师、学情等方面有

其特殊的状况与要求，这就使得慕课自身的优势在基础教育领域中不能完全发挥。

笔者认为，慕课在国内基础教育中的优势主要表现在：１）推动国内基础教育改革。经过新课改多
年的努力，不管是在教师素质、学生学习方式，还是在师生关系方面，国内基础教育都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这次慕课来袭，除了能进一步改善上述各方面之外，它还能促进教师教育理念的转变。教育理念是

教育的魂，只有教育理念转变了，改革才有望成功。２）促进国内基础教育信息化。慕课主要指大规模、
开放的在线课程，一方面，它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另一方面，它又能促进信息技术的传播和发展。３）
加快教师专业发展。传统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主要是通过听本校或附近学校优

秀教师的优质课，慕课时代的到来，既节省了教师专业发展的费用，还扩大了学习资源的范围。４）缩小
教育资源城乡地区差距。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慕课是在线课程，这就可以使优

质的教育资源通过网络传到落后和边远的农村地区。５）符合中小学学生学习特点。慕课一般为３～１０
分钟的视频课程，这种形式更符合学生的学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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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在国内基础教育中也有不足，主要表现在：１）慕课对硬件设施要求过高，不符合国内基础教育
现状。国内基础教育发展差距较大，边远山区和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学校，不能达到慕课实施的标准。

２）慕课对教师要求较高，一部分教师不能胜任。一方面，慕课一般为名校名师制作的课程，就导致课程
不能全国通用，如果要做出符合当地情况的课程，就需要当地教师自己制作，这就加大了对教师各方面

素质的要求。另一方面，慕课的上课形式截然不同于传统教学，这也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教

师理解不到位，反而会加重自己和学生的负担。３）慕课制作成本较高。慕课的制作要有专业的团队来
完成，制作成本较高，基础教育不同于高等教育，没有大量的科研经费，特别是，基础教育属于义务教育，

如果没有国家、地区相关部门的支持，慕课在基础教育阶段不具有实施的可行性。４）不利于中小学生
道德教育的培养。基础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阶段，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

习惯和形成道德意识，慕课更适合知识、技能的学习。

３．３　慕课如何扬长避短促进国内基础教育的发展
慕课在基础教育中既有优势也有不足，这就要求我们扬长避短，促进慕课在国内基础教育中的发展。

慕课在国内基础教育领域主要的瓶颈在于：１）基础教育地区差异大。２）基础设施普遍落后。３）学校、教师
教育观念更新较慢。这就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慕课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发展寻找出路。

首先，客观承认基础教育地区差异问题。对于基础教育发展较好的地区和学校，特别是与高校有合作

的学校，相关部门应该给予鼓励，支持有实力的学校自主开发慕课课程。对于基础教育发展落后，无独立

开发慕课课程能力的地区和学校，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给予政策和财力的帮扶，特别是当地政府应该牵

头，鼓励高校与落后地区学校合作，开发适合本地区通用的慕课课程，推动当地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

其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改善基础教育设施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就目前基础教育的现状来说，我

们应该分门别类的划定等级，按照实际情况，有序开展。１）在没通网络的地区，教师可以采用“导学案”
或“翻转课堂教学法”来改善学校的教学模式，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聪明才

智。２）在通网络并有一定资金支持的地区，可采用“慕课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对于一些科目，可
借鉴现在已有的慕课资源，然后针对自身班级情况再录制一些小视频，提高教学质量。３）在资金充足、
设施完备的学校，结合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师的能力，可采用“私博课”的教学模式。所谓“私博课”是

指：私博课（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简称ＳＰＯＣ），其中“Ｓｍａｌｌ”是指学生规模小，一般在几十人到几
百人；“Ｐｒｉｖａｔｅ”原意为私人的．，这里指为特定对象定制的，因而，它对学生入学设置限制性准入条件，只
有达到要求的申请者才能被纳入进来，“私博课”其本质是一种“小众在线课”［５］。

最后，建立“教师发展室”。笔者认为改革进程的快慢主要与教师的教育理念、教育观念有关，特别

与一线教师有关。针对一线教师教育观念更新慢，教师职后培训不完善问题，笔者认为可建立“教师发

展室”。“教师发展室”主要由当地地方教育部门牵头，依托于当地师范高校，由高校教师为当地一线教

师进行新教育观念介绍、培训和教育热点讨论为主要任务的活动室，针对具体情况，可一个月或两个月

召开一次。

４　结语
慕课是一种新的教学思路，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我们既不能盲目推崇，拿来就用，也不能一棒子

打死，完全否定。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大厦的根基，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决不能忽视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探

究与实践。一线教师教育理念是影响改革进程的主要因素，应当引起大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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