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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一直是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话题% 研究根据?=Sf=.K[IH&教学法的特点!通过

设计开放活动$组建虚拟社区和搭建脚手架等对研究生课程教学进行改进!以提高研究生的学习参与度!增强其科研体

验!最后!根据自身体验讨论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Sf=.K[IH& 教学法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探索!可以为

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提供新的视野!探寻更优质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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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自 !71*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研究生课程

教学改革一直是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话

题' #$!1年#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教研

9#$!1:!号$要求加强不同培养阶段研究生课程

的整合&衔接#面向需求科学设计课程体系#加强

研究生课程的系统性和前沿性#将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融入课程体系' 同时#改革授课方式和考核

办法#构建研究生课程学习支持体系#以满足研究

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

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研9#$#$:7 号$提出要

%创新教学方式#突出创新能力培养#加强课程教

材建设#提升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 但研究生

课程教学依旧是研究生教育的%短板(

)!*

' 相关

理论和实践研究都认为课程内容&教学互动和科

研训练是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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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

=.K[IH&教学法是一种利用开放教育资源"?CH.

=&G-KB('. SHD'GT-HD#?=S$进行开放教育实践的

方法#它邀请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一部分参与知

识的创生过程#是一种提高学生参与度的策略'

本研究试图将?=Sf=.K[IH&教学法引入研究生课

程教学#充分利用 ?=S的特性#支持学习者开展

更多分析&综合和评价等认知活动#提高研究生的

学习参与度#增强其科研体验#以促进研究生人才

培养目标的实现'

!4?=Sf=.K[IH&教学法及其优越性

!)!4?=Sf=.K[IH&教学法

#$!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开放教育资

源建议书, "SH-'LLH.&KB('. '. ?CH. =&G-KB('.KI

SHD'GT-HD$中对%开放教育资源(的定义为!以各

种媒介为载体的任何形式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资

料#这些资料在公共领域提供#或以开放许可授权

的形式提供#允许他人免费获取&再利用&转用&改

编和重新发布)%*

' 以 #$$! 年麻省理工大学的

%开放课件("?CH. Z'GTDHEKTH$运动为开端#开放

教育资源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此后的 !$ 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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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人们关注的重点是?=S的创建和发布' #$!!

年#=AIHTD提出了开放教育实践"?CH. =&G-KB('.KI

T̂K-B(-HD# ?=̂ $的概念#认为?=S发展的第二个

阶段是?=̂ #即从关注作为资源的 ?=S#转向关

注它们如何促进教育中的开放实践)2*

'

?=Sf=.K[IH&教学是开放教育实践的一种#

专指一组教学和学习实践#这些实践仅在?=S特

有的 "S权限的情境中是可能或可行的)"*

' 所谓

%"S权限(是指允许他人对开放教育资源进行再

利用"SHGDH$&重新混合"SHL(F$&改编"SHP(DH$&

重新发布"SH&(DBT([GBH$和保留"SHBK(.$的权力'

其中#%再利用(是指允许他人以多种方式"如课

堂&学习小组&网站&视频$重复使用内容.%重新

混合(是指允许他人将原始或修改过的内容与其

他开放内容结合#创建新内容"如将多个内容合

并到视频生成器中创作一个新视频$.%改编(是

指允许他人修改&调整&或改变内容本身"如将内

容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重新发布(是指允许他

人分享原始内容&修改或混合内容的副本"如将

该内容的副本给一个朋友$.%保留(是指允许他

人保留制作&拥有和控制内容副本的权利)0*

'

?=Sf=.K[IH&教学法的引入#意味着 "S权限

被有意识地添加到教与学的过程中#要求学习者

有意识地参与他人作品的修改工作#或者在一定

范围内向他人提供公开转换和改编作品的许可'

当学习者授予其作品 "S许可时#每个作品都成

为一个持续对话的开始' 其他学习者在使用这些

作品时#可以将作品进一步情境化并开展相应的

拓展工作来支持自己的学习'

V(IHR和 (̀IB'.建议通过以下四个问题来判

断特定的教学实践在多大程度上符合 ?=Sf

=.K[IH&教学法)"*

' 当所有问题都得到肯定答案

时#这便是一种符合?=Sf=.K[IH&教学法的实践'

!)学生是否被要求创建新的作品或修改+转

用现有的?=S/

#)新的作品除了支持作者的学习外还有其他

价值吗/

%)是否邀请学生公开分享他们的新作品或修

订+重新混合后的?=S/

2)是否邀请学生为他们的新作品或修订+重

新混合后的?=S提供开放许可/

!)#4?=Sf=.K[IH& 教学法应用于研究生课程教

学的优越性

?=Sf=.K[IH&教学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本

科教学领域' 有研究证明#开放式教学比传统的教

育活动具有更大的整体教育价值)1*

' ?=Sf=.K[IH&

教学法在研究生教学中也有独到的优势'

!)#)!4提升学习参与度

研究生阶段是学习者从接受式学习向自主学

习和研究性学习过渡的黄金期#其中学习参与度

是衡量这一转变的重要指标' 相关调查表明#我

国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参与水平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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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K[IH&教学法的开放特征可以有效提升研

究生的学习参与度' 首先#当研究生被要求修改&

重用?=S时#必然会引发其更高层级的认知活

动#如分析&评价和创造' 这些认知活动要求研究

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提升研究生的认

知参与度和行为参与度' 其次#?=Sf=.K[IH& 教

学中的作品要对%教师-学生(之外的其他人开

放' 当研究生知道自己的作品不仅会被老师看

到#还会被其他同学以及未来的同学看到和评价

时#他们对作业的投入是不一样的' 已有研究表

明#?=Sf=.K[IH&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自我意识

和学习动机)!$*

#增强其对真实性和互动性的感

知)!!*

#从而增进他们的情感参与度'

!)#)#4改善科研训练环境

研究生阶段学习与本科阶段学习的另一个

重要区别是研究生的学习具有科研实训的特

征' 根据%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理论#学习是一

个从周边参与扩展到核心的内化过程' 科研实

训也是如此' 研究生需要通过观察&模仿和练

习等来学习如何开展科学研究#而版权的约束

使某些活动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是非法的#限

制了研究生的学习方式' ?=S的 "S特征可以

解除这些限制#使研究生可以自由地参与更广

泛的活动' 对于具有 "S权限的作品#研究生可

以观察&模仿#而后拆解&批判性修改&情境化拓

展#在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过程中逐步领会科学

研究和研究创新的真谛'

另外#研究生向教师以外的其他人开放自己

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可以为自己和他人创设

一个交流和协助的空间#为%朋辈协作(创设机

会#这有利于缓解研究生的学习压力#提高研究生

的学习质量' 已有研究证实#%朋辈协作(模式可

以弥补%孤独学者(模式的不足#英国政府也鼓励

高校将 %孤独学者( 模式与 %朋辈协作( 模式

并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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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f=.K[IH&教学法应用于研究生课程

教学的设计策略

总结?=Sf=.K[IH& 教学法的经验可知#良好

的教学效果及培养目标的达成需要从教学活动&

教学环境和教学支持三个方面改进现有研究生课

程教学'

#)!4设计开放活动$促成深度学习

开放是?=Sf=.K[IH&教学法的本质特征' 在

研究生课程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开放过程和开

放结果两个维度来设计教学活动#促成学生的深

度理解&拓展迁移&反思感悟#从而达到深度学习

的目的'

#)!)!4创建可再生的作业

布置作业是研究生教学的经典环节#但通常

情况下#研究生的作业由学生创作&教师批改后#

最终被锁入档案柜或遗弃#这种作业被称为一次

性作业' 为了完成一次性作业#师生双方都付出

了脑力和时间#但并未给世界带来任何价值' 可

再生的作业"SH.HEK[IH6DD(J.LH.BD$与一次性作

业有着本质区别#是实施 ?=Sf=.K[IH& 教学的关

键环节)"*

' 它通过基于?=S的信息交换与协作#

为学习者提供一个情境化的环境来体验 ?=S的

修改&重用和创建#引发学习者更高层级的认知活

动#促成深度学习' 结合可再生作业的特点和深

度学习的要求#在创建可再生作业时需考虑如下

几点!

"!$相关性' 可再生作业的内容不仅要与课

程内容紧密联系#还需要与研究生的体验相关'

只有当可再生作业的内容同时与课程和学生体验

相关时#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并且引发

移情&反思等思维活动#从而实现有意义学习'

"#$发展性' 发展性既是深度学习的本质规

定也是可再生作业的基本要求' 可再生作业的发

展性主要体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 在空间

维度上#要求可再生作业具有多元视角#不同学习

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参与讨论#这是可再生作业

促进沟通和交流的基础' 在时间维度上#要求可

再生作业涉及的话题在时间上具有延展性#能持

续地激发思考和讨论#为其他学习者的修改&重用

创造机会'

"%$开放性' 可再生作业必须在%教师-学

生(之外共享#因此#要为可再生作业的公共访问

创造机会' 当可再生作业作为开放教育资源进入

教学过程或下一次教学循环时#它可以变身为同

伴相互讨论的话题&减少新学者认知负荷的案例&

被改进的原型或激活新知的火花00这些作品的

生命才会在新的教学循环中得以延伸'

一份可再生作业的价值是由其创作价值和

延伸价值共同决定的' 其中#创作价值主要针

对可再生作业的创作者' 创作者通过理解&分

析&评价和创造等认知活动完成作业' 在与

?=S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创作者的认知收获以

及其媒体素养的发展都可以作为其价值评价的

指标' 延伸价值是对创作者之外的其他相关者

而言#即对其他使用者是否具有利用价值' 可

再生作业可能会对其他相关者的学习产生影

响#并形成长尾效应' 可再生作业的延伸价值

可以从其他学习者对作业的评价&作业的下载

量和引用率等多个维度衡量'

#)!)#4组织故事化的分享

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分享汇报是一种普遍

现象' 在分享汇报的过程中#汇报者将自主研究

或自主学习的成果展示给其他成员#但对形成研

究结果的过程&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等交流

不够#供他人参考和借鉴的意义不大#以至于汇报

者和听众对此都兴致索然#分享汇报成了走过场'

故事化的分享则关注每一次研究背后的故

事#需要汇报者像讲故事一样#将其研究的前因后

果&起承转合&疑难困惑娓娓道来' 于报告者而

言#整理报告的过程就是对研究进行反思和感悟

的过程#可以厘清思路#总结经验.于听众而言#听

取报告的过程就是对他人的研究进行理解和批判

的过程#可以引发共鸣#拓展迁移'

在组织故事化分享时#需要设计准备和延伸

环节' 在准备环节#教师需要对分享主题和分享

要求进行详细说明#提供一个故事纲要#让学习者

在整理报告时有的放矢' 延伸环节是指进行分享

后的交流评价#听众可以对汇报者的研究过程和

结果提供反馈和修改建议#不让分享演变为%独

角戏(' 交流评价可以通过追问与思考或评分表

等方式进行'

#)#4组建虚拟社区$汇积认知盈余

在?=Sf=.K[IH&教学中#虚拟社区既是研究生

课堂交互的延续#也是汇积学习者认知盈余的容器'

它将有共同学习目的的学习者组织起来#增强其沟

通与联系#同时也使?=S在一个更广的时空范围内

流转#在多次的循环迭代中实现其延伸价值'

!%!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4虚拟社区的组织方式

虚拟社区可以依托常用的社交软件"如腾讯

ll$#以课程学习为目的组建' 授课教师是该社

区的发起者#导师团队和每学期选修该课程的研

究生是该社区的成员'

在虚拟社区内流动的资源以开放教育资源为

主#包括外来和内生两类' 外来的开放教育资源

是指由教学者和学习者收集或推荐的一些与课程

相关的开放教育资源#通常包括开放获取的博客

文章&期刊文献和网站' 这些资源可以作为教科

书的替代品#帮助学习者理解关键概念#开阔视

野' 外来开放教育资源需有明确的知识共享许可

或其他许可#对使用&重用&改编和共享材料的权

限进行明确限定'

内生开放教育资源是在虚拟社区的自组织运

作过程中产生的#由该社区成员创作#包括教师的

课件和社区成员在课程学习期间的学习心得&讨

论发言&课程论文等作品' 内生开放教育资源在

进入学习社区时也须明确标识许可权限' 目前#

在开放教育资源领域常用的许可协议有 # 种!知

识共享许可协议"ZTHKB(PHZ'LL'.DI(-H.DH#简称

ZZ$和5UY自由文档许可协议"5UYgTHHe'-Gf

LH.BKB('. @(-H.DH#简称 5ge@$' 如未明确说明#

可以设置默认的许可权限'

#)#)#4虚拟社区的运作模式

在?=Sf=.K[IH&教学中#虚拟社区采用迭代

模式运作' 在人员方面!每学期选修该课程的研

究生都需加入社区#所有成员实名参与社区的各

类活动.课程结束后#学员可以自行决定去留.留

在社区的老成员与新成员享有同等的权利#承担

同等的义务' 在资源方面!每一轮课程学习形成

和使用的课件&参考资料和各类作品按一定的分

类方式保存在虚拟社区中.所有成员都可以按资

源标识的许可权限自由地使用资源'

虚拟社区内所有成员的权利包括自由地参与

社区的各类活动#分享自己的观点#充分利用社区

汇积的各类人力和数字资源' 同时#社区成员也应

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许可权限

要求#不恶意篡改他人作品或进行非法交易#等'

#)%4搭建脚手架$助力学习参与

研究生利用 ?=S进行创作和再创作并非易

事' 9G&(BA和>GII分析了在高等教育中使用?=S

的 "类关键挑战#其中有 % 类与 ?=S的使用相

关#即?=S的可发现性挑战&来自使用许可的挑

战和与使用者自我效能相关的挑战)!%*

' 因此#搭

建脚手架可以为研究生提供一条低风险进入

?=S世界的通道'

#)%)!4遵循从%闻&到%行&的认知逻辑

荀子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

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学至于行而止矣'

行之#明也'(从%闻(到%行(的认知逻辑可以帮助

研究生更好地认识?=S及其 "S特性'

脚手架的搭建可以从%闻(开始' 在课程的

导入环节#根据课程内容和特点#适时地引出开放

教育资源的概念#同时#介绍?=S的特点和优势#

激发学习者对 ?=S的兴趣' 其次#是%见(' 让

学习者通过访问资源和注意许可符号的使用来理

解?=S的%"S(权限' 在教学中#可以给研究生

提供多种类型的资源#通过比较受版权保护材料

与知识共享许可材料#明确不同的知识共享许可

标识所表征的权限#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识别和了

解?=S' 再次#是%知(' 让学习者知晓如何利用

%"S(权限参与 ?=S的修改&混合&创建和共享'

可以利用典型案例#通过对最新版与其他历史版

本的比较#让研究生学习对 ?=S进行修改&混合

和创建的常用方法' 最后#是%行(' 通过设计各

种参与度的可再生性作业和分享活动#帮助研究

生参与修改&混合&创建和共享?=S的实践'

#)%)#4践行从群体到个人的实践路径

当研究生利用开放教育资源践行%"S(实践

时#从群体到个体的实践路径可以帮助研究生更

好地适应?=Sf=.K[IH&教学法'

研究生对 ?=S的使用可以始于群体实践'

在群体的共同实践中#个体更容易摆脱%我(的无

能状态#借助集体的智慧#顺利完成任务' 比如#

组织全班同学围绕某个主题共同编辑一份共享文

档#每位同学都可以参与编辑#不求贡献的多少#

重在参与' 然后缩小群体的范围#将集体参与改

为分组活动' 分组活动时#可以考虑不同成员对

活动的贡献' 当学习者在选择和评估资源方面变

得更加熟练时#便可以考虑让学习者以个体为单

位#独立地利用资源进行创作和再创作'

%4?=Sf=.K[IH&教学法应用过程中的问题

及讨论

自 #$#$年以来#笔者以教育技术专业研究生

的%技术支持的教与学(课程为例#开展了 ?=S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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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H&教学实践' %技术支持的教与学(是教育

技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一门专业课#该课程侧

重于从批判的视角对不同教学+学习模式中技术

的应用进行科学的辩论#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定

义技术的价值及其在教与学中的变革作用' 根据

课程特点和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要求#该课程采用

专题的形式组织教学内容#帮助学习者从众多具

体的技术中解放出来#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来审

视技术与教和学的关系#感悟技术对教和学的影

响#兼顾经典与前沿' 每个专题均采用%授导<可

再生作业<分享讨论(的教学方法#即!在主讲教

师对该主题的相关内容作基本介绍后#学习者利

用开放教育资源完成可再生作业.然后#就可再生

作业的话题组织分享讨论#使学习者在展示&交

流&商榷中积极地构建知识#促进深度学习' 各专

题对应的可再生作业如表 !所示'

表 !4教学内容及其可再生作业主题

序号 专题 可再生作业主题

! 技术革新改变教育
从+地平线报告,看技术对高等

教育教学的影响"集体参与$

#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6Zj评价量规的构建"小组

参与$

% 移动学习 我的移动学习经历"个体参与$

2 智慧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的 %人机之辩(

"个体参与$

目前#教学团队已经利用%技术支持的教与

学(课程进行了 %轮?=Sf=.K[IH&教学实践#共有

%#名研究生参与了课程的学习' 利用ll组建的

虚拟社区积累了 !%$ 多份资料#有的资料下载次

数高达 1#次' 从课后调查看#绝大部分研究生认

为?=Sf=.K[IH&教学法以积极的方式挑战他们的

思维#能够激励其课堂参与#并使其获得了不一样

的科研体验' 同时#这种教学方法在多次迭代实

践过程中也开始暴露了一些问题'

%)!4最大麦穗问题

随着教学迭代次数的增加#虚拟社区中可以

使用的资源越来越多#绝大部分学习者只能阅读

完一半甚至更少的资源"第一次开课后调查发现

有 *#b的人完成了大部分资源的阅读#第三次开

课后只有 %2b的人完成了大部分资源的阅读$'

当问及%你不喜欢这门课程提供的开放教育资源

的哪些特点/(时#有很多研究生提到了%信息太

多(%不够系统( %找不到重点(' 可见#%是否错

过那颗 5最大的麦穗6(的问题常常困扰着学

习者'

?=Sf=.K[IH&教学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

资源的规划和管理是维系其可持续运作的关键环

节' 建立适当的准入机制&便利的检索措施和系

统的评价体系可以为?=Sf=.K[IH&教学打造一个

稳健的资源库#帮助学习者快速识别属于自己的

%最大麦穗('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推行详略结

合的阅读方法可以有效地降解研究生的阅读

焦虑'

%)#4开放决策问题

开放的决定通常是个人在特定的环境中#在

认识到开放的优势及潜在风险的基础上#深思熟

虑后作出的选择' ZT'.(.提出个人在参与开放和

共享时必须作出决定的四个层面' 在宏观层面

上#个人必须决定是否愿意公开分享其工作和想

法' 如果他们选择分享#则必须斟酌他们想与谁

分享"中观层面$#以何种数字身份分享"微观层

面$#以及分享后的个人影响"纳米层面$

)!2*

'

在教学实践之初#要求研究生将所有作品都

上传到课程的虚拟社区#并预设作品共享许可的

类型"ZZ>8

3

:6$' 通过几次的迭代实践#发现

研究生虽然能从宏观层面了解知识共享带来的种

种好处#但并未主动去权衡开放的利弊#也没有认

真思考资源许可权限的含义及其可能带来的影

响' 这些可能会影响研究生对开放教育资源的全

面理解' 因此#在虚拟社区资源的原始积累结束

后#应考虑给予研究生更多的选择权限#允许其通

过讨论并在深思熟虑后作出知情的选择来分享他

们的工作'

24结语

随着教育信息化 #)$ 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

的%原住民(开始步入研究生教育阶段#%逃课潮(

与%淘课潮(并存的现象呼吁我们要改进研究生

的课程教学方法' ?=Sf=.K[IH& 教学法在研究生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提高研究生的课程参与

度#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并改善其科研体验'

现阶段#?=Sf=.K[IH& 教学实践的重点是设计开

放的教学活动来促进深度学习#组建虚拟社区来

汇积认知盈余#以及搭建脚手架来确保?=Sf=.Kf

[IH&教学法的顺利实施' 从研究生的反馈来看#

?=Sf=.K[IH&教学法的实践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

标#但在资源组织上有待进一步优化#在对开放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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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思考方面还不够谨慎' 后期将继续迭代这一

实践#增加这种教学实践的价值#如!通过比较原

始作品和更新作品的异同分析使用者对 ?=S进

行 "S操作的类型.分析学生选择重新组合&修改

或重新创建 ?=S的理由#为%如何(以及%为何(

选择使用?=S提供有价值的数据'

参考文献!

'!( 周文辉!黄欢!牛晶晶!等)#$#!年我国研究生满意度

调查'9()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3

#$)

'#( 周海涛!胡万山)研究生有效教学的特征---基于教

育学研究生课程收获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9()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7)#*+#2

3

#7)

'%( YU=:Z?)eTKWBSH-'LLH.&KB('. '. ?CH. =&G-KB('.KISHf

D'GT-HD'=>+?@())#$!7

3

!#

3

#"*'#$#$

3

!$

3

$2()ABBCD+++

G.HD&'-)G.HD-')'TJ+KT/++2*##%+CW$$$$%1$7%0)

'2( Y@gfe6U]=@=)=FBH.&(.JBAHBHTT(B'TR+gT'L'CH. H&Gf

-KB('.KITHD'GT-HDB''CH. H&G-KB('.KICTK-B(-HD'9()

9'GT.KI'W?CH.!gIHF([IHK.& e(DBK.-H!#$!!)#*+!

3

!$)

'"( V]@=8e! ]̀@\?U9)eHW(.(.J?=Sf=.K[IH& Ĥ&KJ'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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