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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ＭＯＯＣｓ 的
“

热追捧
”

与
“

冷思考
”

何克抗

（ 北 京 师 范 大学 教 育信 息 技术协 同 创 新 中 心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

摘 要 国 内 外 学术界对 ２０ １ ２ 年 以来在全球 范 围 内 出现 井喷式发展的 ＭＯＯＣｓ 存

在 两种几乎截然 相反的看 法 ，
为 此

，本文从
“

ＭＯＯＣ ｓ 的 内 涵 与特征
？ ’

、

“

ＭＯＯＣｓ 的 指导理

论与 实施方式
”

、

“

关于 ＭＯＯＣ ｓ 的冰 与 火巅峰对决
”

、

“

关 于 ＭＯＯＣｓ 的 冷静思考 与 科 学

分析
”

以及
“

ＭＯＯＣｓ 在我 国 的 未来发展
”

五个方 面对 ＭＯＯＣｓ 的 本质 、特征 、 实施方式 以

及 两种对立观点 的 核心 内 容予 以 阐述 ， 并对 当 前受到 热捧的
“

关联主义 学 习 理 论
”

、

“

关

联性知识
”

和
“

三大 ＭＯＯＣｓ 技术平 台
”

等重大理论 与技 术问题提 出 了 批评 。

关键词 ＭＯＯＣｓ
；
大数据 ； 关联主义学 习 理论 ；

关联性知识 ；
Ｕ －ＭＯＯＣＳ技术平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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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ＭＯＯＣ ｓ 的 内 涵 与特征

Ｍ００Ｃｓ
（
Ｍａｓｓ ｉｖｅ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
， 意为大规模 、开放 、在线课程 ，音译为

“

慕课
”

） 目 前有两种 。

一种叫 ｃＭＯＯＣｓ
， 由加拿大学者乔治 ． 西蒙斯 （

Ｇｅｏ ｒｇｅ
Ｓｉ

？

ｅｍｅｎ ｓ ）和史蒂芬
？ 唐斯（

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ｏｗｎｅ ｓ
）两人于

２００８年创立 ，
之所 以在前面加

“

ｃ

”

，
是 因为其理论基础是

“

关联 主义 （ Ｃｏｎｎｅ ｃｔｉｖ ｉ ｓｍ
） 学 习 理论

”

。 另 一种是

ｘＭＯＯＣｓ
，
由斯坦福大学教授塞 巴斯蒂安 ． 杜伦 （

Ｓｅｂａ ｓ ｔｉａｎＴｈｒｎｎ ） 和吴恩达 （
Ａｎ －

ｄｒｅｗＮｇ） 等人于 ２０ １ １ 年创立 ，并有 Ｕｄａｃｉ ｔ
ｙ 、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ａ 和 ｅｄＸ 三大公司 的平台为

支撑 ，其理论基础一 般认 为是行为主义学习 理论 ， 其教学 内容 和教学方式与

ｃＭＯＯＣｓ 相 比有较大的
“

扩展
”

，所 以通常也称为 ｘＭＯＯＣｓ
（ 这里

“

ｘ
”

即 表示可扩

展性 ）
。 下文将在探讨 ＭＯＯＣｓ 的基本 内涵的基础上 ， 对 ｃＭＯＯＣｓ 和 ｘＭＯＯＣ ｓ 予

以 比较 ，并对 ＭＯＯＣｓ 在线学习本质特征的关键要素进行深入的分析 。

（

一

） 关于 ＭＯＯＣｓ 的基本内涵

关于 ＭＯＯＣ ｓ 的基本内涵 ，
国 内外学术界多倾向于按其名称

“

ＭＯＯＣ ｓ

”

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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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１

的 四大特点论述
［

１
］ ［

２
］ ［

３
］

：

１
． 大规模 （

Ｍａｓｓｉｖｅ
） 。

ＭＯＯＣｓ 之所以被称为
“

大规模
”

，
是因为其注册学生

往往多达数千 、数万乃至数十万计 ，针对一 门课程开展如此大规模的 教育教学

活动 ，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

２
． 开放 （

Ｏ
ｐｅｎ ） 。 所谓

“

开放
”

，是指它突破了 人群 、时间 和空 间的局限 ，任

何一个人 ， 只要能上网 、有时间 、有学习意愿 ，都可以进行 ＭＯＯＣ ｓ 的学习 。

３ ． 在线 （
Ｏｎｌ ｉｎｅ

） 。 ＭＯＯＣ ｓ 是通过在线形式开展 的
一

种教育 活动 ，
而

“

在

线
”

是指利用计算机互联网或手机无线网络来从事各项 活动 。

４
． 课程 （ Ｃｏｕｒｓｅ ｓ

） 。 Ｍ ＯＯＣｓ 是在线教育与开放教育发展的必然产物 ，
主要

是远程教育类和在线教育类课程 ，与传统课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所不同 。 例如

比较强调讨论 、交流与互动 （
ＭＯＯＣ ｓ 中 的互动是涉及

“

人机交互
”

、

“

师生交互
”

和
“

生生交互
”

的多重深度互动 ） ，
而且有基于

“

大数据
”

的技术支持 。

（
二

） 对 ｃＭＯＯＣｓ 和 ｘＭＯＯＣｓ 内涵的 比较

国内外学者对 ｃＭＯＯＣｓ 和 ｘＭＯＯＣｓ 的 内涵做过 比较研究
［
４ ５

］

， 其 中较有代

表性的是英国学者袁莉和斯蒂芬
？ 鲍威尔等 ， 按照上述 四方面作如下对比 ：

１ ． 大规模 （
Ｍ

） 。 其含义在 ｃＭＯＯＣｓ 中 是便于形成各种学习 社区和支持关

联主义学 习 ，在 ｘＭＯＯＣ ｓ 中则是指数量庞大的学生 。

２ ． 开放 （
０

） 。 其含义在 ｃＭＯＯＣｓ 中是指开放获取 （ 免费 ） 和开放版权 （可

将 内容下载并应用于其他场合 ） ，在 ｘＭＯＯＣｓ 中仅指开放获取而对版权则有限

制 （课程 内容有版权保护 ） 。

３ ． 在线 （
０

） 。 其含义在 ｃＭＯＯＣｓ 中是利用多种平 台及服务在社 区 网络中

学习 （讨论式学习 ） ，在 ｘＭＯＯＣｓ 中是在统
一

的平台上独立学习 （个别化学习 ） 。

４ ． 课程 （
Ｃ

） 。 其含义在 ｃＭＯＯＣｓ 中是指共 同分享 实践 、分享知识和理解

（ 期望学习 者通过互联网参与到更广泛的 学习社区去分享学习资源 ，并参与知

识 的创造 ） ，在 ｘＭＯＯＣ ｓ 中是指接受教师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 （ 强调学习者对

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消化 ） 。

［
６

］

上述比较既抓住了主要问题又简明扼要 ，但是对某些方面 内涵的论述还不

够全面 、不够充分 。 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关于
“

课程
”

方面的内涵 ，袁莉等主要是从
“

课程性质
”

的角 度 出发 ，认

为从课程性质上看 ，
ｃＭＯＯＣｓ 主要是基于学习者共同参与 、共同分享的动态生成

式课程 ，
而 ｘＭ ＯＯＣ ｓ 则是完全 由教师主控的讲授型课程 （ 要求学 习者必须接受

教师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 ） 。 但是对课程 的
“

指导理论
”

、

“

课程 内容
”

特点和
“

课程实施
”

方式等完全没有涉及 ，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

二是关于
“

开放
”

方面的 内涵 ，袁莉等主要是从 已有
“

教育资源
”

的开放获

取和 已有
“

课程内容
”

的开放版权角度 出发 ，认为在 ｃＭＯＯＣ ｓ 中拥有
“

开放获取
”

和
“

开放版权
”

这两种开放性 ，而在 ｘＭＯＯＣｓ 中仅有
“

开放获取
”

，
对版权则有限



１ １ ２北京大学教 育评 论２０ １ ５ 年

制 （课程内容有版权保护 ） 。 但是 由于 ｃＭＯＯＣ ｓ 的课程性质是
“

基于学习者共同

参与 、共同分享的动态生成式课程
”

， 因此在其实施过程 中特别关注知识的协同

建构与创造
——

在基于
“

多重交互
”

在线学习方式的条件下 ，
通过学习共同体的

共同参与 、共同实践 、共同分享的过程 ， 学习 者群体将不断创造出新 的 内容 ， 并

成为学习和互动的主题 。 这表明 ，在 ｃＭＯＯＣｓ 中除了 已有
“

教育资源
”

的开放获

取和 已有
“

课程内容
”

的开放版权这两种开放性 以外 ，
还具有生成全新

“

学习 内

容
”

的开放性 （这种新学习 内容既涉及
“

课程内容
”

也涉及
“

教育资源
”

） ；而在传

统课程以及在 ｘＭＯＯＣｓ 中 ，像
“

课程内容
”

与
“

教育资源
”

这类学习 内容与学习对

象由课程事先规定 （ 或 由教师事先选定 ） ， 因而都是有边界的 、非开放的 。 可见
，

ＭＯＯＣｓ 的开放性还应包括生成全新
“

学习 内容
”

的开放性 。

三是关于
“

在线
”

方面的 内 涵 ，袁莉等 主要是从 支持在线学习 的
“

技术平

台
”

及
“

在线学习方式
”

角度出发 ，认为在 ｃＭＯＯＣ ｓ 中利用 了多种技术平台 ，其在

线学习方式主要是
“

讨论式
”

， 而在 ｘＭＯＯＣ ｓ 中利用统一 的平 台进行
“

个别化学

习
”

。 但是 ，

ＭＯＯＣｓ 课程关注
“

多重深度互动
”

，在实施
“

多重交互
”

（包含人机

交互、师生交互 、生生交互 ） 在线学习方式 的条件下 ，
网络资源将会产生 出

一

种

全新特性 ，
即

“

生成性
”

。 这种生成性在基于
“

大数据
”

的技术支持下 ，
可以按照

每个学习者的学习路径 、 学习风格和认知特点 ， 为其提供动态 的个性化学习 模

式 ，真正做到
“

按需学习
”

。 可见 ，基于
“

多重交互
”

的在线学习方式和基于
“

大

数据
”

的技术 ，
对于 ＭＯＯＣｓ 实现从其实质和本源 角 度提出 的 、有关个性化学习

与按需学习 的美好教育愿景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

可见 ，袁莉等的 比较存在若干不足之处 ，而某些学者在同类 问题上 的
一些

观点
［
７

］

颇有启发 。 笔者认为关于这三方面内涵的 比较可重新表述为 ：

１
． 开放 （

Ｏ
ｐ ｅｎ ） 。 其含义在 ｃＭＯＯＣ ｓ 中除了指对已有

“

教育资源
”

的开放获

取和对已有
“

课程内容
”

的开放版权这两种开放性 ，
还将具有生成全新

“

学习 内

容
”

的第三种开放性 （这种新学习 内容既涉及
“

课程 内容
”

也涉及
“

教育资源
”

） ；

而在 ｘＭＯＯＣ ｓ 中仅指开放获取 ， 对于版权还是有限制 （课程内容有版权保护 ） 。

２ ？ 在线 （
Ｏｎｌ ｉｎｅ

） 。 其含义在 ｃＭＯＯ Ｃ ｓ 中是指利用多种
“

技术平台
”

和基于
“

大数据
”

的技术 ，在社区 网络中 开展基于
“

多重交互
”

（ 即包含人机交互 、师生

交互 、生生交互 ） 的在线学习 ； 而在 ｘＭＯＯＣ ｓ 中 则是指利用统
一的平 台 和基于

“

大数据
”

的技术 ，开展基于
“

多重交互
”

的在线教学与个别化学习 。

３
． 课程 （

Ｃ ｏｕｒｓｅ ｓ
） 。 其含义在 ｃＭ ＯＯＣｓ 中是指基 于学 习 者共同参与 、共同

分享的动态生成式课程 ，其指导理论是关联主义学 习理论
；
课程内容没有事先

预设 （ 教师只提供学习 主题和学 习资源 ， 以便作为课程学 习 的 出 发点 ）
；
谋程实

施强调个体的 自 我管理 、 自 我监控 以及群体 的互 动与协作 ，
整个课程实施过程

都是
“

自 组织
”

的 （教师只在必要时进行点拨和帮助 ，
以调整课程实施的主线 ，保

证课程继续 自 主发展 ）
。 而在 ｘＭＯＯＣｓ 中课程是指完全 由教师主控的讲授型课

程 ，课程指导理论主要是行为主义学习 理论 （也涉及其他学习 理论 ）
；课程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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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教师预设的 ；课程实施则是 由教师定期发布学 习 内容及讲课视频 ，课后再

布置任务或作业 ，整个课程实施过程都是
“

他组织
”

的 。

（
三

） 真正体现 ＭＯＯＣｓ 在线学 习本质特征的两个关键要素

１
． 基于

“

大数据
”

的技术
［

８
］

“

大数据
”

的生成过程涉及大量数据的挖掘 、存储 、计算与分析 ，其前提是人

手一 机
［
９

］

； 这个
“

机
”

通常不 是 ＰＣ 机 ， 而是 简单 的
“

移动终 端
”

（
也称

“

云终

端
”

）

一每个学习者从
“

云终端
”

输入 自 己 的学习 行为数据 ，并存储到
“

云
”

里 。

这些记录个体行为 的数据表面上看好像杂乱无章 ，但 当 数据累 积到
一定程度

时 ，群体的某种行为规律和某个时 间段内 的个体行为规律就会在这些数据的基

础上呈现 出来 。

大数据在教育中的应用涉及两种技术 ：教育数据挖掘 （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ｍ ｉｎ ？

ｉｎｇ ，简称
ＥＤＭ

）和学习分析（
ｌｅ ａｒｎ ｉｎｇ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ｓ

，简称ＬＡ ）
。在

“

大数据
”

背景下
，

通过 ＥＤＭ 技术和 ＬＡ 技术可 以帮助教师有效地改进教学
［ １° ］

。 例如 ， 教师可 以

査看学生在一张图片上停 留 的时间 ，判别他们在答错一道题之后有没有 回头复

习 ，统计他们在网上提问的次数 、参与讨论的多少 ，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他们的学

习行为进行引导 ；
通过学生学习过程所记录的 鼠标点击量 ，

可 以研究学生 的学

习活动轨迹 、发现不同学生对不 同知识点有何不同反应 ，用 了多少 时间
，
哪些知

识点需要重复或强调 以及哪种陈述方式或学习工具最有效 。

“

大数据
”

还可以 帮助教师对学生作 出 全面 、正确的评价
［

１ Ｕ
。 过去对学生

的评价往往依靠感觉 、直觉和考试 ， 但人的感觉 中存在盲点 ， 直觉并不完全可

靠 ，考试也有局限 。 大数据凭借 日 常点点滴滴的信息采集 ，运用严密细致 的逻

辑推理 ，
可能客观地展现一个学生的完整形象 。

可见
，应用基于大数据的 ＥＤＭ 和 ＬＡ 分析结果 ，教师可以更好地了 解学生 、

理解和观测学生的学 习过程 ， 找到最合适 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次序 ；
还可以 针对

不同特点的学生采用不同 的教学方法与教学策略 ，并能及时发现问题 、进行有

效干预和作出 全面正确的评价 ，从而显著提髙教学的质量与效率 。

“

大数据
”

对于个性化学习更具有特殊的 意义 ， 在利用 电子书包采集学

生有关学习行为 的各种数据以外 ，还可利用
“

智慧
一

卡通
”

采集每位学生 日 常在

校园 内其他行为模式的有关数据 。 例如 ，
通过

“
一卡通

”

可采集到学生进 出实验

室 、 图书馆 、体育馆以及进 出校园 门禁系统的信息 ，而一旦这些有关每位学生的

学习行为和其他行为的数据信息得到充分的挖掘 、整合和分析 ，其行为模式也

就被揭露无遗 。 总而言之 ，大数据时代将使得跟踪每一位学生的数据信息不再

困难 ，从而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学 习 。

２
． 基于

“

多重交互
”

的在线学习方式

如上所述 ，这种
“

多重交互
”

包括
“

人机交互
”

、

“

师生交互
”

和
“

生生交互
”

。

“

人机交互
”

即学习者与学习 内容 （或学 习资源 ） 之间 的交互。 为了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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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与 内容之间 的这种交互 ，

ＭＯＯＣ ｓ 强调每周都要布置测验和作业
［

１ ３
］

，测验大

约是 ５￣１ ０ 道选择题或判断题 。 学生做完测验马上就能看到结果 ，对结果鱗到

不满意可以选择再测试 。 所有测试记录都会毫无遗漏地保 留下来 ， 以便学生作

为后续的参考——即便课程结束 ，学生依然可以看到所有 的学习 内容与测验 内

容 ，
这是 ＭＯＯＣ ｓ平 台 比传统教学优越之处 。

“

师生交互
”

是指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的各种互动 。 对于 ｘＭＯＯＣｓ 来说 ，这

种互动包括 ：教师要对整个课程的实施作 出安排 ，在网上授课并做必要讲解 ，
对

学生的疑问进行解答 ；
学生要听讲并对教师布置的作业 、测试题等做出 回应 ；

对

于某些专题 ，师生将共 同参与 网上论坛的讨论 ，教师还可从 中进
一

步了 解学生

的学习情况 。 对于 ｃＭＯＯＣ ｓ 来说 ，
这种互动则主要是指师生将共 同参与教师事

先确定主题的网上论坛讨论 ，教师也可从中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

为促进师生之间 和人机之间 的交互 ，教师可将课程内容嵌入技术平 台 ，并

通过平台査看学生在平 台上完成 的作业 、测试及反馈 ；
学生还可在平台上开展

模拟实验 、撰写课程 Ｗ ｉｋｉ 等
［

１ ４
］

。

“

生生交互
”

是指学生和学生之间在线上 、线下进行的各种互动 。 为促进这

种互动 ，

ＭＯＯＣ ｓ将为每门课程开设
一

个专门论坛
［

１ ５
］

，学习 者可 以在此论坛上交

流 、讨论与本课程相关的 各种问题。 在此过程 中 ， 由于思想碰撞 、相互启 发 ，往

往会产生新的思想 、新 的知识
——这正是前述能生成全新

“

学习 内 容
”

的开放

性 ，从而真正体现出
“

开放教育
”

的终极理念 。

二
、
ＭＯＯＣｓ 的指导理论与 实施方式

前面阐述了Ｍ００Ｃ Ｓ课程性质和课程 内容方面的特点 ， 其指导理论和课程

实施 的方式由 于涉及不同 的学习理论与不 同的 组织管理方式 ，对于 Ｍ ＯＯＣｓ 如

何具体实施以及能否达到预期 目标与效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

（

―

）
ｃＭＯＯＣｓ 的指导理论一关联主义学 习理论

ｃＭ ＯＯＣ ｓ 的创始人之
一

乔治 ？ 西蒙斯认为 ， 现有的学 习理论无法解 释网络

环境下学习 的基本特征 ， 为此 ，他在 ２００５ 年发表了 《关联 主义 ：数字时代 的学习

理论 》 （
Ｃｏｒａｎｅｃｔｉｉ ）ｉ

ｓ ７７ｉ
：

ｊ４ｉｃａ ／Ｔｉ ｉｒａｇ
ｒ／ｉｅｏ Ｔｙ／

ｂ
／

＂

 ｔ／ｉｅＺ）ｉｇ ｉｔａＺＡ
ｇｅ ）

—文 ［

１６
］

，首次提出基于

网络环境的关联主义学习理论 。 西蒙斯强调 ， 网络技术的发展是推动他提出关

联主义学习理论的直接原因 ：

“

网络技术与各种 网络连接 的建立必然地要将学

习理论引人 网络时代
”

，

“

以往的行为主义 、建构主义 、认知主义这三大传统学习

理论均产生于 网络技术并不发达的时代 ，互联网技术 的快速发展 已经深刻并显

著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学习方式 ， 网络化学习 将是未来主要 的学习形态
”

。 在

他和史蒂芬 ？ 唐斯 ２００ ８ 年于加拿大曼尼 托巴大学 （ Ｍ ａｎｉ ｔｏｂａ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 最早开

设的
“

关联 主义 与 连 接 性 知识
”

（
Ｃｏｎｎ ｅｃｔｉｖｉ ｓｍ＆Ｃｏｎｎ ｅｃｔ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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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Ｃｓ课程中 ，
不仅内容涉及关联主义 ，

而且课程实施 的指导理论及实施方式

也秉承关联主义学习理论所倡导 的基本观点 、学习原则与教学过程 。

１
．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学习 即

“

网络形成
”

［

１ ７
］

关联主义学 习理论认为 ，学习过程是不断建立外部
“

人际网络
”

、 内外部
“

知

识网络
”

和 内部
“

神经 网络
”

的动态过程
——

学习 即
“

网络形成
”

。 网络 中 的节

点可以是 由
“

人
”

或
“

组织机构
”

所形成 的外部人际网络 ，
也可 以是由

“

图 书馆 、

网站 、书籍 、杂志 、数据库或任何其他信息源
”

所形成 的外部知识网络
； 然后 ， 在

不断连通和学习者 自 主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中 ，外部知识 网络又会逐步被内化

为存在于头脑中 （心智之中 ） 的 内部知识 网络 。

［
１
８ ］

有学者认为 ，关联主义表达 了

一

种
“

从关系 中学
”

和
“

分布式认知
”

的观念 。

Ｄ ９
］

人类的认知 已 逐步从个体化转

变为分布式 ，而基于网络的联通模式为分布式认知 的发展提供 了可能 。

２
．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的九大学习原则

［
２ （
＂２ １

］

西蒙斯在 ２００５ 年首次提出关联主义学习 理论时有八个学习 原则 ，
２００６ 年

增加了第九个 ；这是因为 ， 网络时代新知识源源不断产生 ，人们有必要区分不 同

情境下 、不同知识 内容的重要程度 ，辨别 出 最重要的新知识 ， 以支持人们作出切

合时宜的决策 ，并迅速采取行动 ， 所以
“

决策
”

应被认为是 网络 时代人们应 当具

有的
一

项重要且关键的能力 。 他最后形成的九大学习原则是 ：

（
１

） 学习与知识需要多样性的观点才能展现全貌 ，从而选择出最佳方案 ；

（
２

） 学习是连接专业节点 （ 即信息源 ） 的 网络形成过程 ；

（
３

） 知识驻 留于各种网络之 中 ；

（
４

） 知识可以驻留于非人脑 的器皿之中 ，知识能够促进学习 ；

（
５

） 知道更多的能力 比当前所知道的更重要 ；

（ ６ ） 学习和理解是恒常的 、持续的过程 （而非最终 的态度和产品 ） ；

（
７

） 对于认知个体而言 ，在不同领域 、观点和概念 间看到连接 、进行模式识

别并生成意义是
一项技能

；

（
８

） 获取现时性知识 （即 时新的 、精确知识 ）是关联主义学习活动的宗 旨 ；

（
９

） 决策就是学习 。

３
．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对教学过程的指导作用

国 内 外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 ，有的着重从 ｃＭＯＯＣｓ 教学过程 中各种先

进技术应如何有效运用的角度
［

２２
］

，
有 的因为 ｃＭ ＯＯＣｓ 教学过程强调人际互联而

更多地从知识的协同建构与知识创造角度
［
２３

］

，
有的则从 ｃＭＯＯＣｓ 与传统网络课

程的联系 与区别角度 （ 尤其是在教学过程 中应如何体现 ｃＭＯＯＣｓ 的
“

六 维课程

特征
”

角度 ）

［

Ｍ
］

，分别对 ｃＭＯＯＣ ｓ 教学过程 中应如何遵循关联主义学习 理论的

指导作 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
而真正能够从本质上论述得 比较全面深刻的应是

韩锡斌的研究团 队 。 该团队强调 ：是关联主义学习理论使 ｃＭＯＯＣｓ 把教学中关

注的重点 ， 由
“

知识传授
”

这种浅层次学习转 向
“

网络 中不同人之间建立的思想

联系
”
——

以便引发知识迁移和知识创造 ，从而使基于批判理解 、信息整合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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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建构 、迁移运用和 问题解决 的
“

深度学习
”

能真 正发生 。

［
２５

］ 这种学 习理论对

ｃＭＯＯＣｓ 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的指导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

２６
］

：

第一 ，关注非结构化知识的传授和高阶思维能力 的培养 。

第二 ，有利于促进基于网络联结的分布式认知 。 在 ｃＭＯＯＣ 课程中 ，分布式

认知具体表现在 ：学习群体 间通过电子邮件进行 的 日 常交流 、 论坛讨论 、
Ｔｗｉ ｔｔｅｒ

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社交工具的信息关联以及学习群体间利用 Ｗ ｉｋ ｉ

ｐｅ
ｄｉａ 等共享工具

进行的知 识建 构与创 造
——这是体 现在 学习 者 个体 之间 的 分布式认知 ， 而

ｃＭＯＯＣ 课程 中的学习者利用概念 图 、思维导图 等建立个体 内部心理加工 与外

部物理现实之间的可视化过程是体现在人与技术之间 的分布式认知 。

第三 ，促进基于网络互联的学习型组织的建立 。

（
二

）
ｃＭＯＯＣｓ 的 实施方式——

“

自 组织
＂

［
２７

］

如上所述 ，
ｃＭＯＯＣｓ 是基于学习者共同参与 、共同分享的动态生成式课程

，

在课程实施过程 中认真关注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 ，
以帮助他们

将获取知识 的欲望转化为主动吸取知识 的学习行为 ，还要按需定制个性化学习

方案 ， 自发组织学 习 圈 ，并随时随地开展学习 。

ｃＭＯＯＣｓ 的典型实施方式是 ：教师基于 Ｗ ｉｋｉ 发布一门课程 ，开放性地吸纳

学习者共同参与知识建构 ，从而不断生成新的知识 内容
；
学习者个体也可以从

中选取适合 自身需求 、能够在原有认知水平上进行学 习 的个性化 内容予 以建

构 ，使 自 身的认知 图式得以完善 。

［
２
８ ］

作为 ｃＭＯＯＣｓ 创始人之一的史蒂芬
？ 唐斯

认为 ，
ｃＭＯＯＣ 的学习是对 网络信息的遍历 和建构 ， 是通过社 区 内 的不 同认知交

互来形成新的知识
；
而实施 ｃＭＯＯＣ ｓ 的基本原则是 ：

汇聚 、混合 、迁移和推动分

享 。

［

２９
］

其中任何一项原则的实施都需要新型学习技术的支持 。

（ 三 ）
ｘＭＯＯＣｓ 的指导理论一行为主义与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结合

目前 国 内外学术界公认 ｘＭＯＯＣｓ 的指导理论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 或主要

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 ，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 在前面关于 ｃＭＯＯＣｓ

和 ｘＭＯＯＣｓ 之内涵所作的 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到 ，两者都要开展基于
“

多重交互
”

的在线学习 ，
要有基于

“

大数据
”

的技术支持 。 要实施基于
“

多重交互
”

的在线

学习方式 ，特别是要做到
“

深度互动
”
——无论人机交互 、师生交互还是生生交

互
，依靠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达到这个 目 标是做不到的

，
必须要有认知主义 （乃至

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的指导
；
而基于

“

大数据
”

的技术 中 ＬＡ 是学习理论 的核心

内容之一 ，
ＬＡ 技术的理论基础正是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

因此 ｘＭＯＯＣ ｓ 的指导理论不仅仅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
也涉及认知主义和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在其实施过程 中 占主导地位的是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

理论的有机结合——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外部刺激 ，关注学习者对外部刺激

作出 的反应 ，其核心 内容是
“

刺激一反应一强化
”

，认为
“

学习
”

是刺激
一反应之



第 ３ 期关 于 ＭＯＯＣｓ 的
“

热 追捧
”

与
“

冷 思 考
”１ １７

间联结的加强 ，并把学习者看作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 （ 只 能对外部刺激作 出

被动反应 ，只是知识灌输 的对象 ）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则强调认知主体 的内 部心

理过程 ，并把学习者看作信息加工的主体 ，
学习者接受外部输入的信息 ，

通过大

脑皮层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 再把结果保存到长时记忆 中 ，然后在需要时

从 中取 回并产生某种输出 。 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指在 ｘＭＯＯＣｓ 实施过程 中 ，应根

据 当前的具体教学内容与教学环节选用相关的 、最适切的学习理论 。

例如 ，在下文有关 ｘＭＯＯＣｓ 的 实施方 式中 ， 前面第 １ 个环节 的
“

观看微视

频
”

是以教师提供外部刺激为主 ，第 ２ 个环节 的
“

回答 问题与小测验
”

和第 ５ 个

环节的
“

课程考试
”

则是 由学生作出反应与强化 ，
所 以这三个教学环节 比较适合

采用行为主义学习 理论来指导 ；
而 中间 的

“

同 伴互评
”

与
“

社 区讨论
”

两个环节

主要涉及认知主体的内部心理过程
——既与个体认知有关也与社会认知有关 ，

采用认知主义学习理论指导才有针对性 ，
也才能使 ｘＭＯＯＣ ｓ 真正取得成效 。 可

见
，要想取得良好 的教学效果 ，需要实施行为主义学 习理论和认知主义学 习理

论这二者的有机结合而非仅仅依靠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就能奏效 。

（ 四 ） ｘＭＯＯＣ ｓ 的实施方式一
“

他组织
”

ｘＭＯＯＣｓ 是完全由教师主控的讲授型课程 ，课程内容是教师预设的 ，课程实

施方式是 由教师定期发布学习 内容及讲课视频 ，课后再布置任务或作业。 整个

课程实施过程都是
“

他组织
”

的 。

以 由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ａ 平台支持的 ｘＭＯＯＣ ｓ课程为例 ，其典型实施方式是 ：

１ ． 观看微视频 。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ａ课程提供 ８

￣１２ 分钟 的多段微视频 ，每段微视频

讲述一个知识点 。 学生可以全部观看 ，
也可以有选择地看 。

２
． 回答问题与小测验 ：有些微视频 中有交互性问题 ，

回答正确才能继续观

看 。 每周还安排有课后小测验
，

主要是以多项选择形式让学生对本周视频 中讲

到 的重要 内容进行回顾练习 ，要求在线提交 ，并即 时获得批改反馈 。

３
． 同伴互评。 对于 比较复杂的作业 ，特别是人文社科类课程作业 ，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课程提供同伴互评机制 ， 以解决大规模的作业评 阅问题 。

４
． 社区讨论 。 Ｃｏｕ ｒｓｅｒａ课程一般每周都会 向学生提供讨论话题让学生在

讨论区进行讨论 ，
学生也可 以 自 主提出 话题或形成

一些兴趣小组开展在线 的互

动讨论 （这种讨论通常不作为课程计分的 内容 ） 。

５
． 课程考试 。 在课程结束时 ，会有

一个针对整个课程内容 的考试 （ 可以获

得 即时的批改反馈

三 、 关 于 ＭＯＯＣ ｓ 的
“

冰与 火巅峰对决
”

面对这场海啸般席卷而来 的 ＭＯＯＣｓ 风暴 ， 国内外学术界两种截然不同 的

看法让人产生
“

冰火两重天
”

的感觉 。 以 国 内为例 ，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２２ 日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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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学会主办的
“

慕课 （
ＭＯＯＣｓ ） 与在线学习高峰论坛

”

上 ，众 多演讲嘉宾

各 自都有多年的实证研究和翔 实的数据 ，但 观点对立 、争论激烈 ， 似乎是一场
“

冰与火 的巅峰对决
”
——记者对论坛 的现场报道即 以此为标题 。 在有关 的学

术会议及期刊上 ，学者对 ＭＯＯＣｓ 的看法与此大致相同 ， 存在相 当大的分歧 。 这

些重大的观点 、观念方面的分歧归纳起来 ，
主要涉及七大领域 。

１ ．ＭＯＯＣ ｓ 是在缩小或消 除数字鸿沟 、促进教育公平 ，还是在急剧地扩大数

字鸿沟 、实现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阴谋 ？

褒的
一方认为 ，

ＭＯＯＣｓ 为来 自教育落后之地 的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

大 门
［
３２

］

。 只要能上网
，
全世界每个角 落 的任何人都有机会修习 哈佛 、斯坦福 、

麻省理工等名校大师精彩的课程 。 对众多学生而言 ， 顶级学府的课程 触手可

及 ，高考和高额学费将不再是享受高等教育 的必要条件 ， 高等教育将成为免费

或极低费用的公用品 ，这将在极大程度上消除数字鸿沟
［

３ ３
］

。

贬的一方则认为 ，
ＭＯＯＣｓ 在全球范围得到认可的结果就是

一

直在经受欧美

帝国大学掠夺与渗透国家的高等教育将被由 ＭＯＯＣ ｓ所裹挟 的新的文化与教育

殖民策略彻底击垮 ，从而急剧地扩大数字鸿沟
——

大多数发展 中 国家 的大学将

不得不沦落到仅仅是地方性考试机构与附属课程资源提供者的危险境地 ，或者

成为类似开放大学分布在各地 主要负 责提供课程教学资源和进行辅导的教学

中心角色 。

［

３ ４
］

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 ，是一种文化侵略
［
３ ５

］

。

２
．Ｍ ＯＯＣｓ 是在颠覆传统高等教育模式 、 开创新的 教育时代 ，还是

一

场在线

教育的炒作 ，不久就会逐渐衰落并销声匿迹 ？

褒 的
一

方认为 ，

ＭＯＯＣ ｓ让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学子都能全程参与 国际一

流大学 的课程学 习 ，与名 校学子共 同上课 、分享观点 、做作业、参加考试 、获得分

数 、拿到证书的全过程 。

［ ３６ ］

这对传统的高等教育来说 ，
无疑具有很大 的风险与

压力原来乏善可陈的传统课程与教学方法在 ＭＯＯＣｓ 面前将会彻底失去吸

引力 ， 当学生能通过 ＭＯＯＣｓ 参与 国际高水平大学优秀课程学习 的时候 ，
这种冲

击力对于传统髙等教育模式来说是巨大的乃至颠覆性 的 。 难怪有人说
，
慕课来

袭 ，标志着象牙塔的倒塌 。

［
３ ７

］

ｅｄＸ 的总裁阿丙瓦 （
ＡｎａｎｔＡ

ｇ
ａｌｗａｒ ）则认为 ，慕课是

“

自 印刷术以来人类教育史上最大的变革
”

，将开创新的教育时代 。

贬的一方则认为 ，
ＭＯＯＣ ｓ 的 概念早就被提出 过 ， 并不是真正 的教育变革 ，

．

ＭＯＯＣｓ还有很多有待研究 的内容
［
３ ８

］

；
根据丹尼尔 （

Ｊ ．
Ｄａｎｉｅｌ

） 的观点 ，这些追捧
ＭＯＯＣ ｓ 的说法包含了

“

受商业利益驱动 的促销成分
”

，是
一种在线教育 的炒作 ，

不久就会消失 。

［

３９
］ ［

４〇
］

３
．
Ｍ ＯＯＣｓ 是在彻底变革传统教学方式 、深化知识的意义建构 ，

还是陈旧的

行为主义教学的翻版 ，难 以适应知识型社会的需求 ？

褒的一方认为 ，通过 ＭＯＯＣ ｓ 特定的教学环境和大数据技术 的支持 ，
可以大

规模收集教学过程中 的各种数据 ， 帮助教师准确把握学生 的学 习状况与认知特

点
，
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系 统设计 ，

探索适应性教学方法甚至采用个性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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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
以激发学生学习 的 主动性 、积极性与创造性 ，使他们能高效地完成学业 ，

并深化对知识的意义建构 ，从而实现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彻底变革 。

［
４ １

＿４ ２
］

贬的一方则认为 ，在 ＭＯＯＣｓ 课程 （ 例如基于 Ｃｍｉｒｓｅｒａ 平 台开发的课程 ） 中

使用的大部分是陈旧 的行为主义教学法
——主要通过信息传递 、机器批改作业

和同伴互评等方式完成教学任务 ，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事实性与过程性知识 的教

学 （直接判断对错的教学 ） 还是有价值 的 ，但对于知识型社会所需要 的批判性思

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则难 以奏效 。

［

４３
］

另外有些学者认为 ，在 ＭＯＯＣ ｓ 上有很

多课程的授课者只是 因其科学研究的成果而闻名 ，在教学方面并不擅长 。

［

４４
］

４ ．ＭＯＯＣｓ 是在根本改变传统学习方式 、满足在线学 习的深度互动 ，还是让

学生被在线论坛 的负面信息淹没 ，使基于关联主义的学习变得困难重重 ？

褒的
一

方认为 ，
ＭＯＯＣ ｓ 倡导基于

“

多重交互
”

的在线学习方式 ，在学习过程

中要有深度且大量的互动
［
４５ ］

。 针对数量庞大且背景不
一

的学习 者 ，
ＭＯＯＣｓ 课

程除了通过在线论坛 、 同伴互评 等方式促进学 习者 的线上交流之外 ，
还嵌人其

他社交工具 （ 如 Ｔｗｉｔｔｅｒ 、
Ｂ ｌｏｇ 、 ｙｏｕ

Ｔｕｂｅ 、Ｇｏｏｇｌｅ 等 ） ， 以便于学习者不仅在线上 、而

且在线下也能进行讨论和交流 。 这样的交互形式让学习 发生于
“

学习 共同体
”

和个人网络之 中 ，淡化了课程平 台 的专业性与学术性 ，构建 了有效联结学 习与

生活的课程学习环境 ，拓宽了 在线深度互动的 渠道和形式 ，
因而有利 于激发学

习者的学 习主动性 、积极性与创造性 。

贬的一方则认为 ，学生将被论坛中 的大量负 面信息所淹没 （仅课程 的
“

导

论
”

论坛
一

般就有几千个帖子 ，而且其中还有一些 帖子存在
“

恶劣行为
”

举动或
“

高人一等
”

的说教性跟帖 ） 。

［

４６
］

这表明 ，虽然技术促进 了联通 ，却不能保证有效

互动 。 鼓励学生运用社交媒体相互联结从理论上说是有利的 ，但是没有为学生

推荐联结 的路径 ，会使基于关联主义的学习变得困难重重 。

５
．
ＭＯＯＣ ｓ 是在提升学科教学质量 、取得 良好教学效果 ，

还是使辍学率大幅

飙升 、徒有虚名 ？

褒的一方认为 ，
ＭＯＯＣｓ 课程 的教学指导和教学资源正在 日 益完善 。

［

４ ７
］

例

如 ，在教学指导方面 ，课程 网页 的清晰组织形式和方便 的导航机制能较好地帮

助学习者整体把握课程 内容 、 了 解 自 己所处位 置 、跟随学 习材料逐步完成课程

内容的学习 ，并允许学习者依据 自 身的条件作出适 当调整 。 在教学资源方面则

可 以
“

微视频
”

为代表 ，
它把课程内容按知识点分割成碎片式 的视频片段 ， 同时

把屏幕作为黑板的替代品 ，
以 ＰＰＴ 文稿替代

“

板书
”

；
学习者可以 自 己选择视频

的画面 内容、播放速度 、是否显示字幕等 ，视频中嵌人的测试题还允许学习者有

多次答题的机会 。 有这样 的教学指导和教学资源支持的 ＭＯＯＣ ｓ 课程 ，其实施

效果及质量是有保证的 。 经葛兰思 （
Ｄ

．
Ｇ

．
Ｇｌａｎｃ ｅ ） 、福赛 （

Ｍ
．
Ｆｏｒｓｅｙ ） 和瑞力 （ Ｍ ．

Ｒ ｉ ｌｅｙ ） 等的实证研究表明 ：

ＭＯＯＣ ｓ 课程的质量至少不逊于传统 的面对面授课 ，

在某些方面甚至提高了教学效果
［
４８

］


；

ｅｄＸ 公司在其第
一

门 ＭＯＯＣｓ 课程
“

电路与

电子学
”

结束后对学生所作的调査 中也发现 ， 如果学生在线下与他人进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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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
预计获得分数将 比传统 的独 自 学 习 高 出 三倍 。 这说明 ＭＯＯＣ ｓ 的 线下协

作活动对教学质量提升会产生很有利 的影响
［
４９

］

。

贬的
一方则认为 ，

ＭＯＯＣｓ 辍学率大幅飙升 （通常髙达 ９０％ 以上 ） ，课程完成

率很低 （

一

般不到 １０％
） ，所以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

６
．
ＭＯＯＣｓ 是在显著提高学习效率 、提供更经济更有效的学习 ，

还是大幅增

加教师的工作负担 ，使授课者和助教被来 自 学习者的信息所淹没 ？

褒的
一

方认为 ，

ＭＯＯＣ ｓ 是在显著提高学习效率 、提供更经济有效 的学 习 。

非营利组织艾萨卡 （
Ｉ ｔｈａｋａ

） 曾对在线课程
“

机器引 导的学 习
＂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 ５ ° ］

，他们将六所大学 ６０５ 名 学生作为实验组随机分

配到基于人工智能的学习平台上进行课程学习 。 其结果显示 ：实验组与采用传

统授课方式的对照组相比较 ，在出席率 、期末考试成绩 、专业水平评价等几个方

面都获得 了同样的效果 ，但实验组 （基于平台 的 ＭＯＯＣ ｓ 在线学习 ） 的学生却节

省了 四分之一的时间 ，这证明 ＭＯＯＣ ｓ 的在线课程确实有很髙的学习效率 ，能够

提供更经济 、有效的学习 。

贬的一方则认为 ，

ＭＯＯＣｓ付 出 的代价并不小
［
５ １

］
——通常情况下 ，授课者在

课程开始前就需要花费上百小时制作在线视频讲座以及其他准备工作 ，其他人

（如教学助理 ）也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来做相关的辅助性工作 。 课程一旦实施 ，授

课者每周需要投入 ８￣１０ 小时进行课程维护 ， 大多数授课者和助教将被来 自

ＭＯＯＣｓ 课程学习者的信息所淹没 。
ＭＯＯＣｓ 给教师带来的负担是很沉重 的 。

７
．
ＭＯＯＣｓ 的未来前景

——

是
“

真热
”

还是
“

虚火
”

？

褒 的一方认为 ， 每个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多种 因素共 同作用 的结果 ，根据

加特纳 （ Ｇａｒｔｎｅ ｒ） 集团提 出 的
“

新技术周期
”

（
Ｈ
ｙｐｅ ｒＣ

ｙ
ｃｌｅ

）模式 ，
人们对新生事

物通常怀有过高的期望 ，加上
一些人或机构的炒作 ，该新生事物

一开始会迅速

成长 ，被推高到期望的顶点
；
之后会 回归理性——这时人们 的期望值会衰退 ，但

如果它有真实的生命力和价值 ，
人气将会 回 升 ，然后稳步发展 ， 直至达到最有生

产力的
“

髙原
”

状态 。 这是新技术发展 的一般规律 ，
而 ＭＯＯＣｓ 的未来前景正是

如此。

［

５ ２
］ 所以

， 当前 的
“

慕课热
”

是
“

真热
”

。

贬的一方则认为 ， 随着越来越多的 开发者涌人 ， 如何保证 ＭＯＯＣ ｓ 的质量是

个大问题 。 目前情况是参差不齐 ，
如果 ＭＯＯＣ ｓ 的质量下降 ，其学习 效果就会大

打折扣 ，对学习者就会失去吸引力 。 制 约 ＭＯＯＣｓ 质量的重要因素是 ， 传统教学

观念仍是当前许多 ＭＯＯＣｓ 开发者的指导思想 （ 例如
，
有些 ＭＯＯＣｓ 只是将传统

教室的课程
“

搬上网
”

） ，
这就使 Ｍ ＯＯＣ ｓ 的质量难 以保证 。

［
５ ３

］

在这种情况下 ， 当

前遍及全球的
“

慕课热
”

只能是
“

昙花一现
”

，成为
一

场
“

虚火
”

。

四 、 关于 ＭＯＯＣ ｓ 的 冷静思考与科学分析

当前 国 内外学术界对于 ＭＯＯＣｓ 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尽管褒贬双方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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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考虑问题的角度及 出发点有所不 同 ，都有各 自 的道理 ，
也各有过于夸张或

偏颇之处 ，有些问题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但客观地说 ，
ＭＯＯＣ ｓ 为高等教育 的上述

七个方面带来 了全新的视野 ，并促使学术界对 ＭＯＯＣ ｓ 的理论基础 、技术平台及

其他相关问题进行认真的冷静思考和深入的科学分析 。

（

一

） 关联主义学 习理论的创新与缺陷

乔治 ？ 西蒙斯认为 ，现有 的学 习 理论无法解释网络环境下学 习 的 基本特

征 ， 为此 ，他提 出了基于 网络环境的全新学习理论
——关联主义学习理论 。

该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 ： 它强调学习过程是不断建立外部
“

人际 网络
”

、 内

外部
“

知识网络
”

和 内部
“

神经 网 络
”

的动态过程 ，学 习 即
“

网 络形成
”

； 它还指

出 ，人类 的认知 已逐步从个体化转变为分布式 ，基于 网络 的联通模式正好为分

布式认知 的发 展创造了条件 ，关联 主义则体现了
“

从关 系 中 学
”

和
“

分 布式认

知
”

的全新观念
［５４ ］

。 该理论提出 了适合网络时代学习要求的
“

九大学习 原则
”

，

并从要
“

关注非结构化知识的传授和高阶思维能力 的培养
”

、

“

促进基于 网络联

结的分布式认知
”

和
“

促进基于网络互联的学习型组织 的建立
”

三个方面为网络

在线教育提出 了新的教学系统设计要求 ，从而使 ｃＭＯＯＣｓ 把教学 中关注 的重点

由
“

知识传授
”

这种浅层次学习转 向
“

网 络中人与人之间 建立 的思想联 系
”

（ 以

引发知识迁移和知识创造 ） ，使
“

深度学习
”

能真正发生
［

５５
］

。

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这种只关注
“

网络
”

、 特别是只关注
“

网络 中人与人之 间

建立 的思想联系
”

的学习方式 ，
没有构建起真实的师生关系 ，而且认知主体缺乏

实践 中 的直接体验
［

５ ６
］

，认为这不能引发知识迁移和知识创造 ，

“

深度学习
”

也难

以发生 。 有人强调 ，在虚拟世界 中建立的人际关系缺乏真实世界中人际关系所

具有 的
“

质感
”

，而很难不流于形式 。

［
５ ７

］

美国罗 德岛 大学教授 、 国际跨文化传播

协会 （
ＩＡＩＣＳ ） 执行长陈 国 明指出 ，

ＭＯＯＣｓ 缺乏面对面的 人际交流 ，将达不到传

统教学的效果 。

［

５ ８
］

犹他州大学 的尼科尔 （
Ｋａ ｔｈｌｅｅｎＮｉｃ ｏｌｌ ）认为 ，

ＭＯＯＣ ｓ 课程嵌

人了不少 ＰＰＴ和音视频资料 ，在信息记录方面做得很不错 ，但就像 电视一样 ， 只

是
一

种被动的体验 ；尽管有些课程试图通过虚拟实验模拟化学现象 ，但并不能

闻到 甲 醛的气味 ，也看不到人脸上的表情并作 出反应 。

ｔ

５ ９
］

上海交大 的黄震副校

长也认为 ，

ＭＯＯＣ ｓ 有很鲜明的特点 ，会引发教学理念 、教育方法的革命性变化 ，

但大学里有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校 园文化 ，每个大学的 校园 文化各具特色 ，

未来 的高等教育应是线上 、线下相结合 的
“

混合式教育
”

。

［
６°

］

这些学者的 共同结论是 ，
无论科技如何进步 ， 网络教学都不可能取代面对

面的课堂体验和真实的人际互动 ；
大学校园 的学术氛 围和优秀教师的人格魅力

是任何先进技术和 网络都无法替代的 。 所以更为理想 、有效 的学习方式应当是

传统面授与在线学习相结合的
“

混合式学习
”

（ Ｂｌｅｎｄ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或 ＨｙｂｒｉｄＬｅａｒｎ ？

ｉｎ
ｇ

）
，
而非纯粹基于虚拟空 间 的网络学习 ，更为理想和有效的指导理论是把原有

的学习理论 （ 包括行为主义 、认知主义 、建构主义的学 习理论 ） 与关联主 义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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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而非片面地夸大并倡导单
一

的关联主义学习理论 。

（
二

） 关于是否存在
“

关联性知识
”

的争论与探讨

除了对关联主义学习理论只关注
“

网络
”

和
“

网络 中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思想

联系
”

提出质疑以外 ，对 于 ｃＭＯＯＣｓ 创始人提出要增加一种新的知识类型
——

“

关联性知识 （
ｃｏｎｎｅｃ ｔｅｄｎ ｅｓｓ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

，笔者也持否定态度 。

史蒂芬 ？ 唐斯在分析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对知识 的不

同见解之后 ，认为在定性知识与定量知识之外还存在第三种知识
——

关联性知

识。 他认为 ，关联性知识来源于具有关联性 的多个实体的连接过程 。 实体之间

具有关联性是指
一

个实体的性质能够通 向或者成为另
一

个实体 的性质
［

６ １

］

。 互

动是关联性知识产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关联性知识涌现于两个以上实体的互

动过程之 中 ， 是
一组相互连通实体作为

一

个整体所产生 的新性质 ；关联性知识

具有分布性 ，并不存在于任何
一

个实体中 ，并不是两个实体性质的简单叠加 ，关

联性知识 的意义也分布 、建立在这些实体的对话过程中
［

６２
］

。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 ，从本源上说 ，所谓知识只有两类 ：

一类是

指
“

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
”

的知识 ，
另 一类是指

“

反映客观事物之间 内 在联系

规律性
”

的知识。 不过
， 为 了便于对客观事物 的深入 了解 与分析 （ 例如从

“

定

性
”

或
“

定 量
”

的 角 度 ） ，
可 以将 知识划 分为

“

定性 知识
”

和
“

定 量知识
”

两大

类——这只是从
“

如何分析客观事物
”

而非从知识 的本源的角 度对知识进行的

分类 。

学 习 和掌握知识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 而要解决 的实 际问题 归纳起来有

三大类 ，
即

“

是什 么
”

、

“

为 什么
”

和
“

怎 么 做
”

；
相应地也有 三类不 同知识 的划

分 ， 即
“

事实性知识
”

（ 用于 回答
“

是什 么
”

的 问题 ） 、

“

论证性知识
”

（用 于阐 明
“

为什么
”

的 问 题 ） 、

“

实践性 知识或操作性 知识
”

（ 用于说 明
“

怎 么做
”

的 问

题
）

——

这是从
“

解决实际问题类型
”

而不是从知识的本源的 角 度对知识进行

的分类 。

此外 ，既然掌握知识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是要
“

运用
”

知识 ，要运用知识 ，

就要考虑知识是否便于表达的问题 。 卡尔 ？ 波兰尼在 《个体知识 》
一

书中 ，将知

识划分为
“

显性知识
”

与
“

隐性知识
”

（
也称默会知识 ） 两大类

［
６３

］

：显性知识是指

可以通过语言 、文字 、数字和图形进行清晰表达的知识 ，能够进行信息编码和度

量
，
主要体现为关于事实的知识 ，

这种知识较易于通过讲授来传递 ；隐性知识是

难 以通过语言文字等符号加 以清晰表达和直接传递 的知识 ，
只 可意会不可言

传 ，蕴藏在人们的亲身经历 、体验 、感悟和探究之 中 。 显然 ，关于知识的
“

显性
”

与
“

隐性
”

的区分 ，
只是从

“

是否便于表达
”

的 角度对知识进行的分类 ， 也不是从

知识的本源 （ 即实质 ） 角度进行的划分 。

而史蒂芬
？

唐 斯认为 ，

“

在定 性知 识与定 量知 识之外 还存在第 三 种 知

识
——关联性知识

” ［
Ｍ

１

。 他把
“

关联性知识
”

与
“

定性知识
”

、

“

定 量知识
”

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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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 ，其意在于关联性知识既非定性知识也非定量知识 ，而是
“

来源于具有关联

性的多个实体的连接过程 中
”

的知识 ， 是
“

产生于两个以上 实体 的互动过程之

中
”

的新知识 ，是
“
一组相互连通实体作为

一个整体所产生的新性质
”

［

６５
］

。 这表

明 ，史蒂芬
？ 唐斯既不是从如何分析客观事物的 角度 ，也不是从解决实际问题

类型的角 度 ，更不是从是否便于表达的 角度 ，
而是从知识本源 （ 即实质 ） 的角 度

提出
“

关联性知识
”

这种全新知识类型 。 这是难 以令人信服的 ， 因为所谓
“

具有

关联性的多个实体的连接过程
”

、

“

两个 以上实体 的互动过程
”

和
“
一组相互连

通的实体
”

，实际上就是指
“

网上学 习共 同体
”

交流 、讨论 、协作与探究 的现象与

过程 ，在此过程中 ， 由 于不同 的思想碰撞 、观点交锋 、取长补短 、相互学习 ，必然

会使学习共 同体中 的每个成员 对问题的认识理解提高较快 、对知识 的意义建构

不断深化 ，从而实现对知识 的巩 固 、迁 移乃至创造 出全新 的知 识。 这种知识创

新是因为采用了
“

网上学习共同体
”

这种全新学习方式的结果 ，但是所创新的知

识内容 ，从本源 （ 即实质 ） 上看 ， 仍然跳不 出
“

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
”

和
“

反

映客观事物之间 内在联系规律性
”

这两大类 ，
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类型的 知识 ，

更不可能是什么
“

关联性知识
”

。

“

关联性
”

只 是新知识形成过程 中的
一

种学 习

现象 、

一

种学习方式 ，而绝非知识内 容本身 。

（
三

）

ＭＯＯＣｓ 三大技术平 台的存在问题与改进方 向

技术平台 的功能在 ＭＯＯＣ ｓ 实施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 诚如有

学者指出的 ， 当
一

个学习 系统的用 户 数扩大到几十倍 以后 ， 如果技术平台 的稳

定性与健壮性达不到 要求 ， 将会使 ＭＯＯＣｓ 在课程设计 、 在线练习 与测试 的设

计 、在线学习活动 的设计 、工具 的提供等多方面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

［

６６
］

ＭＯＯＣ ｓ 的大规模 、开放性特征要求其技术平 台必须具有支持多种不同学习

理论 、多种不同教学模式 的功能 以 及处理来 自 各地的海量教学信息 的 能力 ，
这

就对平台 中的
“

教学管理组件
”
——用于进行学 习过程分析 、教与学的数据挖

掘 、信息 的加工与存储 、 提供及时反馈并进行教学评价的组件
——提 出 了很高

的要求 ，而 目前国 际上以 Ｕｄａｃ ｉ ｔｙ 、
Ｃ〇ｕｒｓｅｒａ 和 ｅｄＸ 为代表的 三大技术平 台在上

述几个方面还远远未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 例如 ，
这些平 台一般都只能支持

一

、两

种学习理论和少数几种教学模式 ，
而且对于学习终端一般都有某种 限定 ） 。

为此 ，清华大学程建刚的研究团 队 围绕 ＭＯＯＣ ｓ 技术平台建设的上述三方

面要求
——

“

能支持多种不 同学习理论
”

、

“

能支持多种不同教学模式
”

和
“

拥有

功能完善 的教学管理组件
”

，在 总结过去十多年高校开展 Ｅ －Ｌｅａｍｉｎ
ｇ 研究和实

践的基础上 ，吸纳国 内外各种 ＭＯＯＣｓ 技术平台 的长处 ，摒弃其缺 陷 ，经过多年

的努力 ，开发出一种全新的 、具有 中 国特色的平台
——

“

Ｕ －Ｍ ＯＯＣＳ 技术平台
”

。

Ｕ －ＭＯＯＣ ｓ 的含义是无处不在 的大 规模 、 开放 、在线课程体 系 （
Ｕｂｉ

ｑｕ
ｉ ｔｏｕｓ

－

Ｍ ａ 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 ）

。其技术平台的突 出优点是 ，
既支持多种不

同的学习理论 ，
又支持多种不 同教学模式 ，

还能适应泛在学 习方式和多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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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环境 ，并提供可重组 、可扩展的开放式在线教育功能 。 具体表现 ： （
１

） 适

应泛在学习方式 ； （
２

） 支持多种学习理论 （包括行为主义 、认知主义 、建构主义 、

联通主义 的学习理论 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结合 ） ； （
３

） 支持多种教学模式 （包括
“

讲授式教学模式
”

、

“

研究性教学模式
”

以及发现式 、情境式 、支架式 、抛锚式 、

合作式 、探究式 、任务式 、案例式等多种不同 的教学模式 ） ； （
４

） 面 向多种教育阶

段 （ 包括基础教育 、职业与成人教育 、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 ） ； （
５

） 汇聚丰富 的开

放教育资源并与其接轨 （可兼容 与共享 ） ； （
６

） 支持和适应多种不 同系统 、不 同

终端的学习环境 ；
（ ７ ） 提供可重组 、可扩展的开放式在线教育功能 。

［ ６７
］

由 此可见 ， 按 照 上述 ＭＯＯＣｓ 技 术 平 台 建设 的 三方 面 要 求 ， 清华 大 学

Ｕ －ＭＯＯＣ Ｓ平台的功能除了在
“

教学管理组件
”

方面 （例如
“

学习过程分析
”

与
“

数

据挖掘
”

方面 ）可以进
一

步完善 以外 ，其他许多方面都 已达到较高的水准 ，其总

体功能 已经远在以 ＵｄａＣｉ ｔ
ｙ

、 Ｃ〇ｕｒｓｅｒａ 和 ｅｄＸ 为代表的三大技术平台之上 。

（ 四 ）
ＭＯＯＣ ｓ 理念是正在消亡还是在深化与拓展

２０ １３ 年 ６ 月
，斯坦福大学凯思 ？ 德夫林 （

Ｋｅ ｉ ｔｈＤ ｅｖ ｌｉｎ
） 在网 上发表

一篇题

为 《
Ｍ００Ｃ 将 很快消 亡 ，

ＭＯＯＲ 万 岁 》 （ … ＭＯＯＣＷｓ謂 ｔ／ ｉｅ

肌＞侃
） 的文章

［
６８

］

，表达了一种彻底否定 ＭＯＯＣ ｓ 理念的代表性观点 。 但更多的

学者认为 ，
ＭＯＯＣｓ 是一种新生事物 ，

而任何新生事物都有
一

个发育 、生长和逐步

成熟的过程 。 不能因 为 ＭＯＯＣ ｓ 尚处在初始发展 阶段 ， 其理念及相关举措还不

完善 （甚至有缺陷 ） ，就完全予 以否定 ；
相反

，
应 以满腔 的热情 、科学的 态度去努

力实践 ＭＯＯＣｓ 的理念 ，并积极探索相关的措施及做法 ，使之尽快完善 、成熟起来 。

正是 因为 国 内外学术界 的主流秉持这种态度 ，才使 ＭＯＯＣｓ 迅速迈过成熟

的初始发展阶段 ，开始步入不断深化与拓展的新时期 。 诚如美 国高等教育信息

化专业机构 ＥＤＵＣＡＵＳＥ 的
“

学习 行动计划
”

负责人 马尔科勒 ？ 布朗 （
Ｍａｌｃｏ ｌｍ

Ｂｒｏｗｎ
）所言 ，

ＭＯＯＣｓ 已 在很 多方面发 生 了 变化 ， 我 们正 步人
“

后 ＭＯＯＣ
”

时

代 。

［
６９

］

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步入
“

后 ＭＯＯＣ
”

时代的主要标志是 ， 在全球涌现 了
一批既保 留 ＭＯＯＣｓ 理念的基本 内涵 （ 而非抛弃其基本内涵 ）又对该理念的某些

方面有所深化与拓展 的实验研究与探索 。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
７° ］

：

（
１
）Ｍ

－Ｍ００Ｃ Ｓ （ Ｍｕｌｔｉ
－

ｍ 〇ｄｅＭＯＯＣＳ
，
多模式 、大规模 、开放 、在线课程体系 ，

简称
“

多 模式慕课
”

） 。 这是 程建刚 的研究 团 队在 ２０ １ ３ 年 提 出 的 一 种新 型

ＭＯＯＣＳ
，其主要理念是

“

多模式
”

。 这里的
“

多模 式
”

不仅体现在对多种学 习理

论和多种教学模式的支持 ，还体现在教学环境对学生和教师支持方式 的多样性

及丰富性 。 为 落实这
一

理念 ， 该 团 队还 专 门 研发 了 支 持
“

多 模式
”

功能 的
“

Ｕ －Ｍ００ＣＳ技术平台
”

。

（
２

）
Ｍｅｔａ

－Ｍ ＯＯＣ
（元慕课 ， 有学者称 之为

“

超 ＭＯＯＣ
”

或
“

超级公播课
”

） 。

这是由杜克大学凯西 ？ 戴维森 （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 于 ２０ １４ 年 １ 月 创立 。 其最大特点是

课堂面授和大规模在线学习相结合 ，便于学生和教师组成
“

学习共 同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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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ＤＬＭ ＯＯ Ｃ
（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
ｇ
ＭＯＯＣ

， 深 度 学 习 慕课 ） 。 该项 目 创 始人

本 ？ 达利 （ ＢｅｎＤａ ｌｅ
ｙ ） 认为 ，

“

深度 学 习 是要 对数量 有 限 的 问 题进 行深 度研

究
”
——以联通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 ，鼓励教师与 同行合作 ，共 同反思实践 ，彼

此分享 ， 而且每周都会聚焦深度学习 的
一

个不同方面 ， 与本领域专家进行小组

讨论及在线交流 。

（
４

）
］ ＼１００１ ＾

（
１＾８ ８＾＾ （＾１１ 〇 １１

１丨 １１６１＾） ８
，大规模在线开放实验室 ） 。 其主要特

点是开展大规模在线实验 （ 对 ＭＯＯＣ 的原有课程 内容予 以拓展 ） ，并进行假设

生成和算法设计 ，
以促进实证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

（
５

）Ｍ〇ｂｉＭＯＯＣ （
Ｍ〇ｂ ｉｌｅＭＯＯＣ

，移动慕课 ） 。 这种 ＭＯＯＣ 的主要特点是 以

移动设备作为学习终端 ，致力于 ＭＯＯＣ 和移动设备的有效整合以及移动学习与

联通主义的有效整合 。

（
６

）
ＤＯＯＣ

（
Ｄ 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ＯｐｅｎＣｏ

ｌｌａｂｏ ｒａ ｔｉｖｅＣｏｕｒｓｅ
，分布式开放协作课程 ）

。 这

是
一

种在 ＭＯＯＣ 中体现
“

协作学习
”

的全新方式 。 该课程不局 限于单
一专家授

课 ，并部分采纳 了ｃＭＯＯＣ ｓ 的 做法
——基于分布式认知 ，使学习 发生在整个参

与者的 网络中 。

（
７

）ＰＭＯＯＣ （
ＰｅｒＳ〇ｎａ ｌｉｚｅｄ ＭＯＯＣ

，个性化慕课 ） 。 它 由 北亚利桑那大学弗雷

德里克 ？ 赫斯特 （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Ｍ ．

Ｈｕｒ ｓ ｔ
）于 ２０ １ ３ 年提出 ，

主要特点是特别关注
“

个性

化学习
”

，并为此提出 了
一

系列创新举措 。

从上面的分析可 以看出 ，
虽然其中每种都代表了

一

类新型在线教育的 实践

与探索 ，但它们都继承了
ＭＯＯＣｓ 理念 中 的

“

大规模 、开放 、在线课程
”

这一基本

内涵 ，只是对该理念 中 的某 个方面进行 了更为深 人 的研究 与试验 ，
因 而是对

ＭＯＯＣｓ 理念的深化与拓展 。

此外 ，其他一 些新 型在线 教育模 式也颇 有创 意 ，
甚 至产 生 了较大 影响 ，

例如 ：

（
１

）ＳＨ）Ｃ
（
Ｓｍ ａｌｌＰｒｉｖａ ｔｅＯｎ ｌ

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
，小型私有在线课程 ） 。

［
７ １

］

这是哈佛

大学于 ２０ １３ 年末提出 的
一

种新型在线教育模式 。 这种模式对参与课程的人数

和条件都有 限制 ， 但仍然是开放和免费 的 。 ＳＰ０Ｃ 主持 人罗 伯 特
？

鲁 （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ｕ ｅ ） 教授认为 ，
ＭＯＯＣ 课程的学习人数过多 ，会使学习者参与互动的机会受 限 ，

也使教师很难客观公正地确定每个学生 的学习绩效是否能满足该课程学分的

要求
；
而 ＳＰ０Ｃ 的学习人数限定在几十人 （ 最多几百人 ） ，

所以这种学习 会更灵

活 、髙效 ，测试也更严谨 ，从而可提高证书的真实性 。

（
２

）Ｍ００Ｒ （
Ｍａｓｓ ｉｖｅＯｐｅｎＯ ｎｌ ｉｎ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大规模开放在线研究 它 由

加州 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帕维尔 ？ 佩夫兹纳 （
Ｐａｖｅ ｌＰｅｖｚｎｅ ｒ

） 和他的研究 团 队于

２０ １３ 年 ９ 月在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平台上推出 。 它在 ＭＯＯＲ 的在线课程 中首次包含 了大

量的研究成分 ，不是基于 内容或基于资源的学 习 ，
而是类似

“

基于问题 的学习
”

（ 大致可归人
“

研究性学习
”

，但与传统课程内 容相 比有较大差异 ） ，
可 以为学生

从学 习平稳过渡到研究提供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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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后两种新型在线教育模式可视为 ＭＯＯＣ ｓ 的演变 （ 乃至创新与发

展 ） ，但不应归人
“

后 ＭＯＯＣ
”

（ 尽管有人最先把 ＳＰ０Ｃ 称为
“

后 ＭＯＯＣ
” ？

 ） 。 这

是因为 ，它们没有完全秉 承 ＭＯＯＣｓ 理念中 的
“

大规模 、开放 、在线课程
”

这
一基

本内涵 。 例如 ，
ＳＰ０Ｃ 把

“

大规模
”

变成 了
“

小 型
”

、把
“

开放
”

变成 了
“

私 有
”

，

ＭＯＯＲ 则把
“

在线课程
”

变成了 

“

在线研究
”

。 这样的改 变显然有其 自 身 的道

理 ，
甚至有某种创新成分 ，但是从其基本理念而言 ，

和原来 的 ＭＯＯＣｓ 相 比 已 有

明显差异 （ 甚 至颠覆 了原有 的 核 心理念 ） 。 如果把 ＳＰ０Ｃ 和 ＭＯＯＲ 归 入
“

后

ＭＯＯＣ
”

（认为它们仍属于
“

ＭＯＯＣ
”

这类范畴 ） ， 与实际情况不相 吻合 ；
而把它们

归人另
一

类新型在线教育模式 ，则更合理一些 。

之所 以有学者把 ＳＰ０Ｃ 归入
“

后 ＭＯＯＣ
”

范 畴 ，是 因为它颠覆 了ＭＯＯＣｓ 的

原有核心理念 ，这是个别学者从
“

否定 ＭＯＯＣｓ 理念
”

的角度理解
“

后 ＭＯＯＣ
”

时

代的结果 。 目前国 内外学术界的 主流仍然肯定 ＭＯＯＣ ｓ 的基本理念 ，认为只是

其中某些方面需要充实与完善而 已
，
所 以大多数学者认为

“

后 ＭＯＯＣ
”

时代的

内涵应该是对 ＭＯＯＣ ｓ基本理念的深化与拓展 。 从全球范围来看 ， 当前确实是

正在步人
“

后 ＭＯＯＣ
”

时代 ；但与此同时 ，也在 ＭＯＯＣｓ基础上演变 出其他
一

些不

同的新型在线教育模式 。 这一事实充分证明 ：
］
？００（ ： ８ 理念并没有消亡 ，

而是正

在深化与拓展 。

五 、
ＭＯＯＣ ｓ 在我 国 的未来发展

在十八大三中全会 的
“

决定
”

中 ，关于教育信息化作出 了
一项重要决策 ：要

“

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 ，
逐步缩小城乡 、

区域 、校际差距
”

。 这是党中央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确定的
一

个主要奋斗 目 标 ， 我

国 ＭＯＯＣｓ 的未来也应朝此 目标努力 ，并为此做出贡献 ： 通过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的覆盖面 ，逐步缩小城乡 、区域以及校际之间 的差距 。

从近年来全球推行 ＭＯＯＣｓ 的经验看 ，要借鉴 ＭＯＯＣｓ 的理念 、举措来达成

上述 目 标 ，可以从
“

高校 内部
”

、

“

某个地区
”

和
“

全 国范围
”

这三个层面去努力 。

第
一

，
在各高校 内部

，
利用 ＭＯＯＣ ｓ 理念深化学科教学改革 ， 以提升其学科

教学质量与学生综合素质 。 要深化高校的教学改革 ，应当充分关注以下方面 ：

（
１

） 教育思想要 由传统课堂面授的
“

以教师为 中心
”

和在线教育的
“

以学生

为中心
”

，转向
“

主导一主体相结合
”

教育思想 （ 既充分发挥教 师在教学过程 中

的主导作用 ，
又突 出 体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主体地位 ） 。

（
２

） 教学观念要由课堂面授 的
“

以教为主
”

和在线教育的
“

以学为主
”

，转向
“

学教并重
”

；
与此 同 时 ， 教学 系统设计也要从

“

行为主义 、认知主义
”

主要强调
“

教
”

的设计和
“

建构主义
”

只强调
“

学
”

的设计 ，
转向

“

学教并重
”

的教学设计
［
７４

］

。

（
３

） 教学方式要逐步从 以教师讲授为主的
“

传递一接受
”

教学 ， 向课堂面授

与在线学习 、翻转课堂等方式相结合的
“

混合式教学
”

转变 。



第 ３ 期关 于 ＭＯＯＣｓ 的
“

热追捧
”

与
“

冷 思考
”

１ ２７

（
４

） 教学 内容要从只强调 内容的
“

科学性 、系统性 、完整性
”

， 向 既强调这三

性又关注 内容的
“

个性化 、碎片化
”

过渡 （借鉴 ＭＯＯＣｓ 把教学内容按知识点分割

成碎片化视频片段的经验 ）
。

（
５

） 教育资源要大力加强在线教育资源的 研究与开发 。 在线教育资源包

括以下四类 ： 多媒体素材 （与学科知识点相关的 文本 、 图形 、照片 、动 画 、音视频

等 ） ，多媒体课件 ，相关资料 （ 包括各种文献资料 、典型案 例 ，
以及其他与当前教

学主题相关的各类信息 ） ，基于计算机软件的学 习工具 （ 如化学仿真实验 、数学

建模软件 、交互性在线实验等 ） 。 前面三类资源文理科均适用 ，
后面一种 （基于

软件的学习工具 ）则主要适用于理科 ；

而是否拥有丰富 、优质的教育资源 ，是促

进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前提条件与基础 。

第二 ，在某个地区范围 内 ，诚如李艳所指 出 的 ， 由 于慕课正在拆掉学校的 围

墙 ，使
“

择校热
”

降温 ，
让每一个青少年在家门 口就能上到好学校 ，享受优质教育

成为每一位学生的权利 ，从而大大促进了教育的均衡与公平 。

［ ７５ ］

为 了早 日 实现

这一梦想 ，她建议在 区域层 面不妨借鉴优质慕课 以及全 国 Ｃ２０ 慕课联盟 的做

法 ，努力构建本地 区的
“

ＴＯＰ
－

１０ 慕课联盟
”
——把本地区 内最优秀 的 十所学校

的优质教育资源汇集起来供所有学校共享 （ 在县或城 区 ，可建立 中学和小学两

类
“

ＴＯＰ
－

１０ 慕课联盟
”

；在省 区 ，应建立大 、 中 、小学三类
“

ＴＯＰ
－

１０ 慕课联盟
”

） ，

特别是要把这十所学校名 师的现场教学课例放到 网上供大家公开观摩 （使优质

资源可由 学生 自 主选择 ，
以体现教育公平 ） 。

第三 ，就全国范围来说 ，我 国 每年有 ２５００ 万在校大学生 ，如果他们都 能聆

听国 内外知名教授的讲课 ，并在教师指导下参与网上的
“

学习共同体
”

活动 ，就

能使每位学习者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都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实现全面而个性

化的发展 ，
从而有效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准 ，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 为此 ， 可 以

采纳张铭的建言 ，尽快开展这样 的试验探索——在未来 的某个学期 ， 利用我 国

自 主创新的 ＭＯＯＣｓ 平 台 （例如前面提到 的功能强大的 清华 Ｕ －ＭＯＯＣＳ 平 台 ） ，

由
“

９８５
”

高校的某位名师讲授
一

门 ＭＯＯＣｓ 课程 （配 １ 名 主讲教师 、
３ 名 助讲教

师 、
５ 名 助教 ）

，鼓励全国各地高校的上百万学生选修 ；与 名师 的讲授相配合 ，各

地高校的老师可以采用课上辅导 、课下预习 、课外实践的方式 ，指导和帮助学生

释疑解惑 、 自 主探究 。

［

７ ６
］ 在此试验取得成功的 基础上

，鼓励高校各专业 、各学科

的有条件课程按此模式进行推广 ，并完成高校之间 的 学分互认和课程证书发

放 ，从而实现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全面覆盖 、优化配置与深度共享 ，逐步缩

小 （乃至消 除 ）城乡 、 区域与校际之间的差距 ，真正达成党 中央提出 的奋斗 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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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
２２

］
李青

，
王涛 ． Ｍ００Ｃ —种基于联通主义 的 巨 型开放课程模式 ［ Ｊ

］
． 中 国远程教育 ，

２０ １２

（ ３ ）：
３０

－

３６ ．

［
２５

］ ［
２６

］ ［
５５

］ 韩锡斌 ， 翟文峰 ，程建刚 ． ｃＭＯＯＣ 与 ｘＭＯＯＣ 的辩证分析及高等教育生态链

整合 ［ Ｊ ］
．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

２０ １３
（
６ ） ： ３

－

１０ ．

［ ２９ ］Ｓｔ ｅ
ｐ
ｈｅｎＤ ｏｗｎ ｅｓ ． ＴｈｅＲ ｉｓｅｏｆＭＯＯＣｓ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ｄ ｏｗｎ ｅｓ ． ｃ ａ／

ｐ
ｏｓｔ／５７ ９ １ １

，

２０ １ ４
－０２ －

０４
．

［
３０

］Ｋｏｌｌｅｒ
，
Ｄ ．

Ｗｈａｔｗ ｅａｒ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
ｇ

ｆｒｏｍｏｎｌ ｉｎ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 ｏｎ．ｈｔｔ
ｐ ：／／ｗｗｗ ． ｔｅｄ ． ｃｏｍ／ ｔａｌｋ ｓ／ｄａ

ｐ
ｈ ｎｅ

＿

ｋ ｏｌ ｌｅｒ
＿

Ｗｈａｔ
＿

ｗｅ
＿

ａｒｅ
＿

ｌ ｅａｍｉ ｎ
ｇ＿

ｆｒｏｍ
＿

ｏｎ ｌｉｎ ｅ
＿

ｅｄｕ ｃａｔ ｉｏｎ ．

ｈｔｍｌ

，
２ ０ １２

－

０ １ 

－

２３ ．

［ ３ １ ］ 吴筱明 ，
雍文静等 ． 基于 Ｃｏｕｒｓ ｅｒａ 课程模式的在线课程学生体验研究 ［ Ｊ

］
． 中 国 电化教

育
，

２０ １４ （ ６ ） ： １ １

－

１７ ．

［ ３ ２ ］  ［
４ １ ］ ［ ７６ ］ 张铭 ．微课一唱 响 中 国 Ｍ００Ｃ 的前奏

［
Ｊ

］
． 计算机教育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

［
３ ３

］
伍民友 ，过敏意 ． 论 Ｍ００Ｃ 及未来教育趋势 ［ Ｊ ］ ． 计算机教育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  ：５
－

８ ．

［ ３４ ］ 荀渊 ． Ｍ００Ｃ 的实质与前景 ［ Ｊ
］

． 电化教育研究
，

２０ １ ４ （ ６ ）：
１６

－２０ ．

［ ３ ５ ］ ［
３７ ］ 焦建利 ． 关于慕课的五大误解

［
Ｊ

］
． 中 国远程教育

，
２０ １４ （ ２ ）：

８９
－

９０ ．

［ ３ ６
］ ［

４０
］ ［

４２
］ ［ ５ １ ］ ［

６６ ］ 顾小清 ，
胡艺龄 ， 蔡慧英 ． ＭＯＯＣ ｓ 的 本土化需 求及其应对 ［

Ｊ ］
． 远

程教育杂志
，

２ ０ １３ （ ５ ）：
３

－

１ １
．

［ ３ ８ ］ 范逸洲 ，
王宇等 ． ＭＯＯＣｓ课程学 习与评价调査 ［ Ｊ ］

． 开放教育研究
，

２０ １ ４ （ ６ ）：
２７

－

３５ ．

［ ３９ ］Ｄａｎｉｅ ｌ
， 

Ｊ ．（ ２０ １ ２ ） 
． Ｍａｋ ｉｎ

ｇ
ｓｅｎｓ ｅｏｆ

ＭＯＯＣｓ
：Ｍｕ ｓｉ ｎ

ｇ
ｓｉｎａｍａｚｅｏｆ

ｍ
ｙ
ｔｈ

，Ｐａｒａｄｏｘａｎｄｐｏｓ
？

ｓｉｂ ｉｌ ｉｔ
ｙ

．

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

［
４３ ］Ｂａｔｅｓ

，
Ｔ

．Ｗｈ ａｔ
’

ｓｒｉ
ｇ
ｈ ｔａｎｄｗｈａｔ

’

ｓｗ ｒｏｎ
ｇ

ａｂｏｕｔｃｏｕｒ ｓｅｒａ
－

ｓｔｙｌｅＭＯＯＣ ｓ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ｔｏｎ

ｙ
－

ｂａｔｅｓ ． ｅａ／２０ １ ２／０８／０５／ｗｈａｔ ｓ
－

ｒｉ
ｇｈ ｔ

－

ａｎ ｄ
－

ｗｈａｔ ｓ
－

ｗｒ ｏｎ
ｇ
－

ａｂｏｕｔ
－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

ｓ ｔ
ｙｌ
ｅ

－

ｍ ｏｏｃ ｓ／ ．

［ ４４ ］Ａｍｓｔｒｏｎ
ｇ
Ｌ

，

Ｃｏｕｒｓ ｅｒａａｎｄＭ ＩＴｘ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 ｎ

ｇ
ｏｒＤｉ ｓｒｕ

ｐ
ｔ ｉｖｅ？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ｋｎｏｗｔｅｘ ．ｃｏｍ／



第 ３ 期关 于 ＭＯＯＣｓ 的
“

热 追捧
”

与
“

冷思考
”１ ２９

ｎ ａｖ／ｃｏｕ ｒｓｅｒａ
－

ａｎｄ
－

ｍｉ ｔｘ
－

ｓｕ ｓｔａ
ｉ
ｎｉｎ

ｇ
－

ｏｒ
－

ｄｉ ｓｒｕ
ｐ

ｔ
ｉ
ｖｅ
＿３５ ８４２ ．

［
４５

］ 邹景平 ． ＭＯＯＣ 的特色是深度且大量 的互动 ［ ＥＢ／ＯＬ ］ ．ｈ ｔｔｐｓ
： ／／ｗｗｗ ． ｂｌ

ｏ
ｇ

．ｓ ｉｎａ ．ｃｏｍ
．

ｃｎ／ ｓ／ｂｌ
ｏ
ｇ

－

７ １ ｃａ７ １３ ａ０ １ ０ １ １ ７ｖ９ ． ｈｔｍ
ｌ＃ｂ ｓｈ

－

２４ －

２７２ １２７５ ９３
．

［ ４６ ］ 〔 加 〕 约翰 ？ 巴 格利 ． 反思 ＭＯＯＣ 热潮 ［
Ｊ
］

． 陈丽
，
年智英译 ． 开放教育研究 ，

２ ０ １４ （ ２ ） ：

９
－

１ ７ ．

［
４８

］Ｇｌａｎｃｅ
，
Ｄ

，
Ｇ ．

 ，Ｆｏｒｓｅｙ ，Ｍ ，
＆Ｒｉ ｌｅｙ ，Ｍ ． （ ２０ １ ３ ） ． Ｔｈｅｐ ｅｄａｇ

ｏ
ｇ

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 ｏｎｓｏｆ ｍａｓｓ ｉｖｅ

ｏ
ｐ
ｅｎｏｎｌ ｉ ｏｎｅ ｃｏｕｒ ｓｅｓ ．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ｎｄａｙ ，１ ８ （ ５ ） ．

［
４９ ］ 王海荣

，
王美静 ． 国外 ＭＯＯＣ 评估报告对我 国高 校教学改革 的 启示 ［

Ｊ
］

． 中 国 远程教

育 ，
２０ １４ （ ５ ） ：３ ７

－ ４ １ ＿

［ ５０ ］Ｗ ｉｌｌ ｉａｍ
，Ｇ ． Ｂ ． ，

Ｍａｔｔｈ ｅｗ
，
Ｍ ．Ｇ ． ，

Ｋｅ
ｌ ｌｙ ｔＡ ．  Ｉ ．

，
＆Ｔｈｏｍａｓ

，Ｉ ． Ｎ ．（ ２０ １２ ） ．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
ｉｖｅＬｅａｒｎ ？

ｉｎｇ
ｏｎ ｌｉ ｎｅａ ｔ

ｐｕ ｂｌ ｉｃ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ｉ
ｅｓ

 ｉ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ａｎｄｏｍｉ

ｚｅｄｔｒ
ｉ
ａｌｓ ．  Ｉｔｈａｋａ

：
ＳＲｐ

ｒｅｓ ｓ
．

［
５２ ］ 邱昭 良 ，边 肖 洲 ． Ｍ ＯＯＣｓ 的未来不是梦 ［ Ｊ ］

？ 中国远程教育 ，
２０ １ ４ （ ２ ） ： ８５

－

８６ ．

［ ５３ ］ 邱 昭良 ． ＭＯＯＣｓ 的未来猜想 ［
Ｊ ］ ． 中 国远程教育 ，

２０ １４ （ ４ ） ：
６７

－

６８ ．

［
５６ ］［ ６３ ］ 商地 ． ＭＯＯＣ 热的冷思 考

一

国际上对 ＭＯＯＣ ｓ 课程教学 六大 问 题的 审思 ［
Ｊ

］
．

远程教育杂志 ，
２０ １４ （ ２ ）： ３９

－

４７ ．

［ ５７ ］ 徐英瑾 ． 网 络大学会取代传统大学吗 ？ ［ Ｎ ］
？ 新闻 晚报 ，

２０ １ ３
－

１ ０
－

２ １ ．

［
５８

］ 沙满 ． 今天 ， 你 ＭＯＯＣ了 吗 ？ 顶尖大学 的免费 网络课 程正 在改写未来 ［
ＥＢ／ＯＬ

］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ｃｅｃｏｎｌｉｎ ｅ ． ｃｏｍ／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
／ｍ ａ／８８０００６５９ ５７／０ １／ ．２０ １ ３

－

０ １
－

１５ ．

［ ５９ ］Ｊｅｆｆ
ｒｅ
ｙＢａｔｈ ｏ

ｌ
ｅｔ

．Ｓ ｔｕｄ ｅｎｔｓＳ ａｙＯｎｌ
ｉｎｅＣｏｕ ｒｓ ｅｓＥｎｒｉ ｃｈＯｎ －Ｃａｍｐ

ｕｓＬｅａｒｎｉ ｎ
ｇ［ ＥＢ／ＯＬ ］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ｓ ｃｉ ｅｎｔ ｉｆｉ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ｃｏｍ／ａｒｔ ｉｃ ｌｅ／ｓｔｕｄ ｅｎ ｔｓ

－

ｓａ
ｙ
－

ｏｎｌｉｎ ｅ －ｃｏｕ ｒｓｅｓ
－

ｅｎｒｉｃｈ
－

ｏｎ
－

ｃａｍ－

ｐ
ｕ ｓ

－

ｌ ｅａｍ ｉｎ
ｇ
／

． ２０ １ ３
－ ０７ －

１ ７ ．

［
６０ ］ 宫玉玲 ． 上海交通大学 ： 组建 ＭＯＯＣ 课程 推 进混合式教学 ［

Ｊ ］
？ 中 国远程教 育 ，

２０ １４

（ ２ ） ； ２
－４

．

［ ６ １ ］ ［ ６４ ］Ｓｔｅｐ
ｈ ｅｎ

，

！） ．（ ２０ １ ２ ） ．Ｔ
ｙｐ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
ｅａｎｄＣｏｎｎｅｃｔ

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ｅ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ｄｏｗｎｅｓ． ｃａ／
ｐ
ｏｓｔ／５３４５ １ ．

［ ６５ ］Ｓｔｅ
ｐｈ

ｅｎ
，Ｄ ． （ ２０ １２ ） ． ＡｎＩｎ ｔｒｏｄｕ ｃ ｔｉｏｎ ｔｏＣ ｏｎｎｅｃｔｉ ｖｅ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

ｅ ，ｈｔ ｔ
ｐ ： ／／ ｗｗｗ ． ｄｏｗｎｅｓ ．ｃａ／

ｐｏｓｔ／３３０３４ ．

［ ６７ ］ 申灵灵 ，
韩锡斌 ，程建刚 ． 后 ＭＯＯＣ 时代

”

终极 回 归开放在线教育
——

２００８
—

２ ０ １４ 年

国 际文献研究特点分析与趋势思考 ［ Ｊ ］
．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

２０ １４ （ ３ ）：
１ ７

－

２６ ．

［ ６８ ］Ｄｅｖｌ ｉｎ
，

Ｋ ．

（ ２０ １ ３ ）
． ＴｈｅＭＯＯＣｗ ｉｌｌｓｏｏｎｄｉ

ｅ
，
ｌｏｎ

ｇ
ｌ
ｉｖｅｔｈｅＭＯＯＲ ．ｈ ｔ

ｔ
ｐ ： ／／ｍ ｏｏｃ ｔａ

ｌｋ ．ｏｒｇ／

２０ １３ ／０６／ ．

［ ６ ９ ］Ｂｒｏｗｎ
，

Ｍ
． （ ２０

１ ３
）

． Ｍｏｖ
ｉ ｎ

ｇ
ｉｎｔｏ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ＭＯＯＣＥｒａ ．ｈｔｔｐ／／ｗｗｗ ．

ｅｄｕｃａｎｓ ｅ ．
ｅｄｕ／ｂ ｌｏｇ

ｓ／ｍｂ
－

ｂｒｏｗｎ／ｍｏｖ
ｉｎｇ

－

ｐｏｓ
ｔ－ｍｏｏｃ

－ｅｒａ
．

［
７０ ］ ［

７ １
］  ［

７２
］ 祝智庭 ，刘名卓 后 ＭＯＯＣ

”

时期 的在线 学 习 新样式
［
Ｊ ］

． 开 放教育研究 ，

２０ １４ （ ６ ） ； ３６
－

４３ ．

［ ７３ ］Ｃｏｕｇｈｌａｎ
，
Ｓ ． （ ２０ １ ３ ）

． Ｈａｒｖａｒｄｐ
ｌａｎｓｔｏｂ ｏｌｄｌ

ｙｇ
ｏｗ ｉ

ｔ
ｈＳ

ｐ
ｏｃｓ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 ． ｂｂｃ ．ｃｏｍ／ｎｅｗ ｓ／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

２４ １ ６６２４７ ．

［
７４ ］ 何克抗 ，林君芬 ，张文兰 ？ 教学系统设计 ［

Ｍ
］

． 北京 ： 髙等教育出 版社 ，

２００６ ．

（责任编辑 李春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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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 ｔｒｉ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 ｒ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ｍａｎａｇｅｒ ｉａｌｉｓｍ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 ｌ Ｉｎｔｕｉ 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ｐ ｒｏｖ ｉｄｅａｎ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

ｇｕ
ｉｄｅｆｏｒｔｈ 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ｉ

ｇ
ｈｅｒ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

ｍ ｅｔｈｏｄｏｌｏ
ｇｙｗ

ｉ ｓｅａｎｄｌｅａ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ｉｎｎｅｒｗｏｒ ｌｄａｓｓｏｏｎａｓ

ｐｏｓｓ ｉｂｌｅ
，
ａｎｄｂｒｉｎｇ

ｉｔ ｔｏｗａｒｄｔｈ ｅｒｅａｌ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 ．

“

ＨｏｔＰｕｒｓｕｉｔｓ
”

ａｎｄ
“

Ｃｏｌ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

ａｂｏｕｔＭＯＯＣｓ

ＨＥＫｅｋａｎｇＰａｇｅ
１ １ ０

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
，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 ｌｍｏｓｔｏｐｐｏｓ
ｉｔｅｖ ｉｅｗ 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 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 ｅｘｐ

ｌｏ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ｔｈｅＭＯＯＣｓｓ ｉｎｃ ｅ２０ １ ２ ｉｎａｃａｄｅｍ ｉｃｃ ｉｒｃ ｌｅ ｓａ ｔｈｏｍ 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 ．Ｔｈ ｉｓａｒ ｔｉｃ ｌｅａｉｍｓ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
ａｎｄｗａｙ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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