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2017, NO.11

中国远程教育2017年第11期

一、引言

2015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5］ 40
号）提出了在教育领域，要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

新要素，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MOOCs作为

社会化学习的典型代表，已经彰显出突破传统教育体

制和传统教育模式的力量，撬动了传统课堂的组织模

式，成为引发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构建新型教育生

态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将促使教育模式的再造和重

建，进而推动终身开放教育时代的到来。

MOOCs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表现在两个方

面：①MOOCs机构和课程规模的快速发展 （郑勤

华, 张玄, 陈丽, 2016）；②MOOCs自身不断演化，

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实践形式（王志军, 陈丽, 郑勤华,
2014; 杨艳霞, 2015）。从最初基于联通主义理论的

cMOOCs和基于行为主义理论的 xMOOCs，到后来

的 SPOC、DLMOOC、PMOOC 等 （祝智庭, 刘名

卓, 2014），以各种类型的实践形式创新了教育服务

模式、教育组织模式和教学模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

领域的重要实践。

在中国，MOOCs的建设同样如火如荼。我们不

仅将MOOCs定位在一种创新的在线教育模式，更将

其视为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形成新型高等教育生

态体系的重要契机。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通过对中

国MOOCs建设与发展实践现状进行梳理，总结目前

中国MOOCs发展面临的挑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

MOOCs未来发展建议。

二、中国MOOCs建设实践现状

（一）已形成政府、社会、高校多主体协同创新

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

在高校及企业的共同推动下，中国MOOCs的实

践形式更加丰富。以MOOC、在线学习平台为关键

词，通过百度等网络搜索，共搜索到 96 个与

MOOCs相关的平台。针对这些平台，以开放注册和

选课、提供学生支持服务、评价体系明确为标准对其

进行筛选，共遴选出 14个符合条件的MOOCs平
台，平台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通过对 14个平台性质进行分析可知，MOOCs
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呈现出促发互联网模式下教育

服务模式创新的特征，尤为突出的是多种组织模式并

存，即在MOOCs本土化建设的同时，也引进国外

MOOCs课程或与国际MOOCs公司或平台合作，同

时形成了服务大众、服务学生及服务特定群体的不同

服务模式。从服务对象上，服务大众类平台最多，课

中国MOOCs建设与发展研究：现状与反思*

□ 赵 宏 郑勤华 陈 丽

【摘 要】

实践形式丰富多元的MOOCs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已成为推

动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因此，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MOOCs发展路径对于推动教育体制创新

具有基础性作用。本文在前期对中国MOOCs建设和发展现状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MOOCs建

设和发展现状进行综述，并以此为基础提炼出中国MOOCs建设与发展的特点和挑战，旨在通过分析

问题，凝练经验，为中国MOOCs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 MOOCs；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特点；挑战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8ｘ（2017）11-0055-08

*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国家重点课题“教育信息化与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MOOCS) 战略研究” (课题编号：ACA140009)。

55



中国远程教育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2017, NO.11

2017年第11期

程规模最大，每个平台平均188门课程，主要以促进

教育公平、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及提升自身影响力为主

要目标；服务学生类平台规模次之，每个平台平均

82门课程，以促进高校联盟、进行教学研究、提升

教学质量并探索高校间的学分互认为发展目标；服务

特定群体类平台规模最小，每个平台平均 22门课

程，有特定服务对象，以促进内部优质资源共享、带

动内部教育改革并为其专业领域人才提供更丰富的职

业教育为目的。

进一步对国内MOOCs平台的运营模式分析发

现，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MOOCs的建设和发展除

高校自主的行动及市场的利益驱动外，政府的直接干

预和扶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教育部至各级政府

部门在政策上的指导与支持为中国MOOCs的全面发

展提供了明确方向、必要条件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校的实践投入与研究热情，增强

了企业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投入意愿。高校作为现阶段

MOOCs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课程

产出、管理与科学研究的角色，在完成其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责任的基础上，借MOOCs实践之手为处在不

同社会阶段的学习者提供知识共享、流通、汇聚与创

新的机会，成为推动高等教育机制体制变革的重要力

量。同时，大量互联网企业开始关注在线教育，通过

技术辅助、合作开发、独立运营等方式不同程度地参

与到MOOCs的建设与管理中，利用其技术与市场资

源优势，缩短了相应知识科研成果与实践应用的转换

距离，弥补了高校在平台建设和管理上的短板。中国

MOOCs初步形成了政府、社会、高校多主体协同创

新的特色发展模式。

（二）课程种类及层次丰富多样，学习支持服务

亟须突破

中国MOOCs建设呈现出平台定位多元化、课程

种类及层次丰富的特点。从学科门类来看，现有的

MOOCs课程涵盖了全部一级学科；并以此为基础，

有些平台开始推出面向职场的微专业课程，例如，学

堂在线与清华经管学院联合推出了互联网工商管理微

专业；网易云课堂联合各领域知名专业推出了以就业

为导向的小学教师、产品经理、独立音乐制作人等职

业的微专业课程。从课程层次来看，中国MOOCs覆
盖了从高中到大学乃至研究生（含博士）等各个层次

的课程，同时也面向在职人员提供想要的培训课程

（郑勤华, 李秋菊, 陈丽, 2015）。
但现有MOOCs教学模式却与课程的多样化特点

不匹配，绝大多数MOOCs的教学模式仍基于其兴盛

之初所遵循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这类课程主要采用

探究式策略；而采用自主学习策略、社会交互式和协

作式策略的课程所占比例极少（李胜波, 陈丽, 郑勤

华, 2016）。虽然这种教学模式能够体现开放教育的

资源分享与知识传播的基本设计初衷，满足大规模学

习者的基本学习需求，但高水平名师和高质量内容的

优势由于教学模式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教学

模式的单一化带来了教学组织形式单一、学习活动缺

失、交互质量较低等问题 （孙洪涛, 郑勤华, 陈丽,
2016; 李胜波, 等, 2016）。更符合互联网时代知识传

播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社会建构主义和联通主义学习理

论并没有在现有教学模式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与探

索。

与此同时，MOOCs还存在学习支持服务水平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平台名称
sharecourse
智慧树

网易云课堂
顶你学堂
学堂在线
ewant
开课吧

成人高校MOOC联盟
好大学在线
优课联盟

中国大学MOOC
铁路学堂
慕课中国
华文慕课

建立主体
台湾中原大学及捷鎏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卓越睿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网易
过来人教育科技集团

清华大学
海峡两岸5所交通大学

慧科教育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

上海交通大学
深圳大学等90所高校
网易与高等教育出版社

清华大学高速铁路研究中心与顶你学堂
奥鹏远程教育中心

北京大学与阿里巴巴集团

平台性质
校企合作
企业建立
企业建立
企业建立
高校自建
高校自建
企业建立
高校自建
高校自建
高校自建
企业建立
高校自建
企业建立
校企合作

建立时间（年）
2012
2012
2012
2012
2013
2013
2013
2014
2014
2014
2014
2015
2015
2015

服务对象
大众
学生
大众
大众
大众
大众
大众

成人学生
学生
学生
大众

铁路从业人员
大众
大众

课程门数
73
185
58
253
472
89
175
8
97
15
236
36
30
30

表1 中国MOOCs平台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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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薄弱的问题。现有多数MOOCs仍专注于课程内容

本身，并不强调必要的学习支持服务，忽视了学习支

持服务在在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孙洪涛, 等,
2016）。大多数课程的学习支持服务仅依赖于讨论区

及一些平台自带功能，如课程进度与学习进度的呈现

与提醒；课程答疑、问题反馈、同伴交流等多重支持

服务则由讨论区或论坛来承担；但由于教师与助教参

与的缺失或不足，使得大量发帖未得到回复，教师与

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未实现真正交互（郑勤

华, 等, 2015; 孙洪涛, 等, 2016）。
（三）学习者学习意愿强烈，但学习素养整体水

平偏低

学习者是MOOCs学习的主体，本课题对果壳网

2013-2015年的学习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中国

MOOCs学习者的总人数逐年增多，大多数学习者学

习态度积极、交互意愿强烈，有较强的学习动机（郑

勤华, 陈悦, 陈丽, 2016）。在满意度方面，大多数学

习者对MOOCs课程本身、课程交互及课程的平台功

能等方面呈现出了较高的满意度。但是，综合

MOOCs学习者的参与情况、课程完成情况和取得证

书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学习者对MOOCs的参与热

情很高，但MOOCs学习的完成度并不高，近半数学

习者未曾完成过任何一门MOOCs，论坛的交互状况

也不尽人意。并且在实际学习过程中MOOCs学习者

表现出了学习素养的缺乏，例如，MOOCs学习者缺

乏信息素养，在学习过程中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仅仅

停留在基础的操作层面，并没有充分利用在线学习的

优质辅助资源来促进交流和学习。与此同时，

MOOCs学习者还缺乏自我管理意识和自主学习能

力，不能很好地计划和管理自己的学习。

（四）开始突破学分制度限制，成为高等教育体

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MOOCs为变革传统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模式、

人才培养方式和组织模式带来了可能，其中合作高校

通过学分互认的方式让学生在MOOCs平台上进行选

课和学习是最典型的代表。从目前的调研来看，我国

高等学校对MOOCs学分认定实践已开始起步，主要

集中于高校对本校MOOCs平台课程学分认定；同级

同类院校之间以及合作平台或合作院校之间也开始尝

试校际学分认定（殷丙山, 郑勤华, 陈丽, 2016）。
国际MOOCs学分认定已有了突破性发展，例如

德国平台 iversity 于2013年9月在博客上宣布：我们

的学分将在整个欧洲得到承认（Iversity, 2013）；美

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 edX合作，学习者可以将在

edX 上 获 得 的 学 分 转 化 为 大 学 学 分 （Chung,
2015）。相比而言，当前中国MOOCs学分认定实践

仍处于探索阶段，认定课程尚未占据主体地位，校际

之间的学分认定也未完全打通。但这并不能否定

MOOCs的发展为高校学分互认带来了新的契机，正

在推动相关制度的逐步完善。而且政府层面也为以

MOOCs为代表的在线教育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和制

度保障。2016年 9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推进高等

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意见》（教改［2016］ 3
号）正式提出“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学习和发展需要为目的，探索建立多种形式学

习成果认定机制，畅通不同类型学历教育、学历教育

与非学历教育、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之间转换通道，

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

习成果认定和转换体系，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

接、横向沟通，推动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

型社会。”由此，MOOCs正式成为推动体制改革与

创新的重要推动力。MOOCs推动下的学分互认制度

的健全和完善，将建立在线学习与学历教育之间的桥

梁，促进MOOCs向精细化和优质化发展，从而真正

实现MOOCs成为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有机组成

部分。

综上，中国的MOOCs实践在协同创新、教学模

式、制度建设等方面都有了自己的特点，并在实践中

已经形成了相应的规模效应，彰显了其在推动教育信

息化走向融合和创新的巨大潜能。

三、“互联网+”时代中国MOOCs
发展面临的挑战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为

MOOCs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互联网+”
战略的提出为以MOOCs为代表的互联网推动教育综

合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MOOCs的发展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新常态、“互联网+”的新业态正在形成，构建

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略规划对教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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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新要求，作为推动高等教育变革重要支撑的

MOOCs，其组织模式、服务模式、教学模式、学习

环境以及教育制度都要进行迥然不同于传统高等教育

的改革，不仅办学服务主体更为多元，其资源的配

置、服务的提供、教学的组织都要围绕个体学习者进

行，并要建立自适应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支持个体学习

者自我设计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与策略，建立完善的制

度保障这一体系的灵活性与开放性。

（一）多元的教育生态需求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

缺失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本质是组织变革与制度

创新，是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新型

生态。MOOCs作为“互联网+教育”的典型案例，

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生教育形态，创新了一种优质教育

的开放服务模式，实现了一种跨越国界的优质课程服

务模式。因此，MOOCs的发展需要在“互联网+教
育”理念下，创设更加多元、丰富的教育生态。

这种生态体系建设，离不开可持续发展的

MOOCs 商业模式。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

（2010）认为，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是当今企业竞争

的核心和关键。但由于MOOCs的初衷是开放和共

享，所以 MOOCs 初期并不确定如何盈利。但从

2012年的“过热期”到“幻灭期”再到当前的相对

“成熟期”，各个领域对MOOCs商业模式越来越关

注，并达成共识，即要实现MOOCs的可持续发展，

不能仅仅依赖于政府、企业投资，MOOCs平台需要

可行的商业模式以获取收入和利润，来保障平台的持

续运营。目前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商业模式主要有以

下几种：①有偿证书服务。这是目前国内外MOOCs
平台普遍采用的一种商业模式，即颁发认证的课程证

书，此项服务是向学习者收取费用；②职业服务，即

为公司提供学习者知识、技能等方面的信息，帮助企

业找到所需要的人才。例如，Udacity与谷歌、亚马

逊等公司合作，为其提供猎头服务。此服务对学习者

是免费的，对合作的企业收取服务费用（Pierre-An⁃
toine, 2014）；③提供有偿辅导，通过付费的方式为

学生提供辅导和服务。例如，圣乔治州立大学和edX
合作，利用 edX平台进行混合式教学以辅助传统课

堂教学 （Kolowich, 2013）；④认证服务。例如，

Coursera 于 2013 年 1 月 实 行 了 “Signature
Track”，即学习者可以付费学习一些特定课程，并获

得认证，这些课程一般是由美国教育委员会授予学分

的课程（Belanger & Thornton, 2013）。
无论哪种模式都处于探索阶段，至今没有一个可

以称之为成功的MOOCs商业模式。其实，对于高等

教育机构来说，其商业模式不仅仅是传统的追求利润

最大化，而是通过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控制成本以

满足客户需求的运营模式，包含了组织创建、运转和

盈利模式（李青, 侯忠霞, 王涛, 2013）。与其他在线

教育形式不同，MOOCs最大的优势是其学生规模，

因此，未来MOOCs的商业模式主要通过规模效应实

现盈利。无论如何，缺失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或

许是MOOCs发展面临的核心挑战。

（二）大规模与个性化的矛盾，需要技术应用创

新实现自适应的服务

MOOCs大规模的注册学生人数证明了其在提升

教育承载力方面的巨大力量。但大规模学生数量和个

性化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矛盾，难以平衡。现有

MOOCs平台功能只局限于资源呈现和管理，教学交

互、学习支持等需求则较少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现有MOOCs交互与服务水平较弱的现状。

近些年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广泛

应用，使得创设教学情境、丰富学习体验、提供自适

应、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等构想逐渐成为现实，特别

是学习分析和大数据技术的引入，为实现大规模个性

化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陈丽, 林世元, 郑
勤华, 2016）。中国MOOCs发展迫切需要基于教育

数据采集、学习者建模和学习分析领域的关键技术，

通过测量、收集和分析教学主体与教学过程数据，应

用模型和分析工具表征教学过程、探索教学行为与师

生特征、教学设计和教学绩效之间的关系，揭示深层

次教育规律，建立基于数据的教学过程监测、评估、

诊断和预测技术体系，进而支持个性化教与学、教学

质量评价、教学效果预测和精准教学管理，为学习者

提供全方位、自适应、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三）MOOCs实践严重滞后于在线学习理论的

发展，亟待创新

MOOCs作为技术和学习理论共同推动的结果，

其出现源于网络联通主义这一新型学习理论的产生。

这种学习理论诠释了互联网时代对知识技能的“去中

心化”以及社会性交互的重要特征 （郑勤华, 等,
2015）。所以学习者选择MOOCs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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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MOOCs打破了国界、文化、阶层的局限，真正实

现了社会性交互。

伴随着学习理论的多样化，MOOCs发展过程中

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与趋势。当前对于MOOCs的
讨论，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商业领域都主要关注

xMOOCs，对 MOOCs 的本源 cMOOCs 却已经淡

忘。新的学习理论的出现并没有带来教学模式的变革

和创新，目前，绝大多数课程都采用单一的讲授型教

学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虽然每种MOOCs实践形式

都有其优劣，但MOOCs发展实践显示，基于行为主

义理论的MOOCs并没有充分发挥互联网模式的优势

（郑勤华, 等, 2015）。因此，尝试基于更能发挥互联

网优势的在线学习理论创新教学模式，是使MOOCs
真正实现有效改进和提升的关键所在。

（四）体制机制的瓶颈需要协同创新共同打破

MOOCs构建的“互联网+”时代新型服务模

式，在打破传统教学服务模式的同时，必然带来教育

系统中办学与服务主体、学术主体、教学内容等要素

及其关系的变革，这些变革需要对应的制度保障，并

规范其发展（陈丽, 等, 2016）。其中既包括促进教育

行业内不同教育机构间连接的制度建设，例如资历框

架制度建设、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和学分积累与转换制

度建设等；也包括促进开放和共享的机制设置，如知

识产权等。目前，绝大多数开放教育资源机构没有对

开放教育资源的版权、使用的范围和权限做出明确规

定，这使得很多教师在网络空间共享教育资源时存有

顾虑，不利于资源开放共享愿望的达成。因此，促进

体制机制改革及对应制度建设，将为MOOCs健康持

续发展提供上层保障。

四、总结与建议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进入关键期，不再是策

略应对式的被动改革，而是互联网时代的系统性改

革。以MOOCs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新形式的出现，为

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抓手和支撑。大量国际知

名高校以多种方式争相发展MOOCs的现实是最好和

最有力的证明。因此，如何顺应以MOOCs为核心的

在线教育潮流，推进教育信息化从起步和应用阶段走

向融合和创新阶段，进而推动整个教育变革，必须在

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突破。

（一）找准定位，探索MOOCs为代表的在线教

育教与学新模式

从建立开放教育体系的视角出发，在推进教育体

系向任何有意愿、有能力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和个人

开放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探索形成政府指导、高校推

动、企业、个人参与的MOOCs协同创新发展模式。

尤其是在MOOCs平台的开发建设中，应该注重高

校、资本公司、技术公司之间的合作，探索MOOCs
发展的持续运行模式。就目前来看，我国MOOCs建
设应充分结合“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和开放大

学建设两项重大工程，积极推进我国知名高校与开放

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合作，充分发挥两类高

校各自优势，开发和推广优质MOOCs课程。国家教

育行政部门应引导所有参与“一流大学、一流学科”

建设的高校和机构把本机构、本学科的优势课程建设

成MOOCs并向全社会开放，并把MOOCs课程建设

与开放作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考核标准

之一，充分发挥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的系统、

集成优势，借助其较为系统、相对成熟、比较完善的

支持服务机构和手段，探索MOOCs学习支持服务和

公共服务的运行模式。

同时，教与学层面的创新是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

时最为显性、直观的变化。许多教育创新的一个显著

特征是新技术和教学方式的变革之间的联系。正是基

于教师、学习者、教学内容等教学要素及其关系的变

化，MOOCs 的教学结构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得

MOOCs需要采取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这种全新的

教学模式，需要打破传统的、以单一知识传授为主的

教学模式，更加重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性和主

动性的发挥，更加重视教与学过程中的知识生产与创

造；同时，这种教学模式把交互作为学习的核心与取

得成功的关键，而且教学交互的主体和形式都应该达

到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教

与学模式应该是为更高层次学习的多样化学生群体设

计的，在此方面未来应重点关注：以MOOCs为代表

的在线教育典型教与学模式有哪些？这些模式对于人

才培养分别有何优势和局限，以及这些模式在各级各

类教育中的应用情境和作用。

（二）以平台创新为导向，探索MOOCs的技术

支持环境变革

互联网不是单一工具层面上的技术，而是物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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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方法技能和知识经验的综合体。因此，以互联网

为典型代表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被应用到教育领域，

不仅成为学习环境的构成要素，还影响到学习环境搭

建和支持能力，影响到学习工具、学习资源等方法技

能要素，进而影响到学习和教学等学习主体要素。因

此，正如武法提和李彤彤（2013）提到的“MOOCs
学习环境是一个更为统合的概念，不仅仅是技术，更

强调学习主体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不仅仅

是预设的学习条件，还包括学习共同体在学习过程中

的动态生成。”由此，以MOOCs为代表的在线教育

的技术支撑环境的构成要素及基本功能，技术支撑环

境的标准和机制，以及我国在线教育平台建设的策略

与途径等都应该是教育变革关注的重点。

平台建设是MOOCs发展中基础而关键的要素。

目前，我国MOOCs平台的建设主要有高校建设、校

企合作建设、企业建设等几种模式，不同利益相关群

体合作开发建设MOOCs平台逐渐成为主流。尤其是

在平台建设中，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并没有出现直接

推动、主导 MOOCs 平台建设的倾向，而把主动

权、选择权留给了高校、企业等机构。在政府大力

扶持、企业深度参与的态势下，我国MOOCs的平

台建设更要做好规划引导，既要积极发展，又要合

理有序。

MOOCs平台的建设应该坚持分类发展的原则，

建设若干全国性、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的平台，

满足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学习需求，更

在于引导不同平台的错位发展和专业发展。国家应该

探索建立MOOCs平台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对

MOOCs平台的监管，引导平台的规范发展。

（三）制定中国MOOCs建设标准，建立质量保

证体系

MOOCs除了对技术支撑环境有其特定要求外，

也需要更好地进行资源建设。目前，MOOCs学习资

源基本都是预设的，对于大规模学习者之间以及与资

源交互所产生的新资源考虑不足，而且预设的学习资

源很难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需要在学习过程中根据

学习者的需求动态生成（林世元, 2016）。互联网时

代课程资源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学习的连接和知识的

生成都基于交互，因此，在网络空间中大量通过交互

产生的生成性资源将成为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预设资源相结合成为互联网时代课程资源的重要特

征。生成性课程资源主要是指“以真实的对话情境为

依托，在教育者、学生、文本、环境等多种因素、多

种形式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动态生长的具有课程意

义的建构性资源”（汪启思, 2007），是通过教师和学

习者在网络中持续不断的交互、动态生成的。现代信

息技术为学习资源的交流和生成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支

持，而学习者的交流和分享意愿为学习资源的生成提

供了组织保障，满足学习者个性化学习需求的教学组

织又为生成性学习资源在新型教学模式中奠定了需求

的基础（林世元, 2016），因此“互联网”发展使得

生成性资源越来越重要。由此可打造标准化、开放、

灵活、协同的MOOCs资源建设模式，也是影响在线

教育持续发展的关键。

因此，我国亟须健全MOOCs课程及其资源的技

术标准、内容标准、服务标准，引导建设高质量、跨

平台、多终端、强交互、易扩展的课程资源。此外，

有必要制定中国MOOCs建设的课程认证标准，这是

保障MOOCs课程质量的基础，也是开展学习成果认

证的基本依据，为学习成果认证、学分积累与转换提

供基础支撑。目前，我国没有制定MOOCs课程认证

标准，这一标准的缺失造成目前国内MOOCs课程良

莠不齐，产生了许多不合格的课程。因此，国家应坚

持统一性与多样性兼顾的原则，由课程认证的管理机

构或委托第三方制订我国MOOCs课程建设与认证的

基本标准，各机构依据认证标准制订相应的课程建设

标准，以确保MOOCs课程质量。唯有制订了合理、

科学、相对完善的课程建设与认证标准，才能有效解

决我国MOOCs课程建设专注于内容的呈现、学习过

程缺少实时或个性化的支持服务等问题，引导机构摆

脱行为主义教学模式的局限，更加注重教学模式和支

持服务的设计，更加关注教学设计与实施。另外，要

充分考虑我国幅员辽阔、地区教育发展水平有差异的

现实情况，允许各认证机构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专业

发展的现实情况，合理制订课程认证标准。

（四）强力推进学分制度建设，融入高等教育生

态体系

日前，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

换工作的意见》（教改［2016］ 3号）明确指出，“高

等学校要加快推进以学分制为重点的教学管理制度改

革，明确学分要求，创新培养模式，完善认定机制，

为学分认定和转换提供制度安排。”《意见》对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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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利好消息，为互联网

时代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建立学习成果

认证、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和机制，将促进各级各类

教育沟通衔接，有力支撑以MOOCs为代表的灵活、

开放的大规模、个性化教育，推动其可持续运行与发

展。因此，探索MOOCs的质量保证方法和策略，建

构MOOCs质量保证体系，认证MOOCs学习成果，

实现MOOCs的学分与高等教育学分体系的对接与转

换是打破传统教育与在线教育之间界限、推动终身教

育发展的关键，也是形成MOOCs创新商业模式的

保证。

建议设立我国MOOCs课程认证的管理机构，组

织开展课程认证工作。管理机构可以是政府直接管理

下的机构，也可以是社会第三方机构。教育部可组建

直属事业单位，专门负责各类课程（包括MOOCs课
程）认证的管理工作，也可以在直属高校内成立专门

机构，接受教育部委托开展相关管理工作。无论何种

方式，该机构都应该接受教育部的直接领导。该管理

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制订课程认证标准和认证制度，

建立课程认证实施机构的标准及准入、退出机制，同

时也可以承担一部分课程认证工作。

根据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曹畅, 2008; 孔磊, 殷双

绪, 2012; 朴仁钟, 2012）和我国MOOCs发展的实际

情况，可以建设若干区域性、专业性的课程认证第三

方机构，有些机构可以针对所有专业的所有课程进行

认证（地区性认证机构），有些机构可以针对某一特

定专业的课程进行认证（专业性认定机构）。这些课

程认证实施机构都要经过课程认证管理机构的评估批

准，但基于管、办、评分离的原则，这些课程认证机

构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同时，需要建立MOOCs课程的准入与退出机

制。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明确所有MOOCs课程只

有经过认证后才能开设，已通过认证的课程开设一段

时间后要再次进行认证，以持续推进课程建设。通过

认证的MOOCs课程，注册学习者所获得的学分应该

被其他机构普遍认可。

综上，MOOCs在中国的传播、建设与发展，使

得在线教育第一次真正受到普通高校的重视。许多高

校开始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发展 MOOCs，并将

MOOCs引入教育教学借以推动改革，MOOCs被寄

予改革的希望，并在实践中探索。教育部于2015年

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教高［2015］ 3号），引导我国

在线开放课程和平台建设，促进课程应用。教育部在

2016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高 ［2016］ 2号）

中，明确提出了着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建设一批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为代表、课程应

用与教学服务相融通的优质在线开放课程。

MOOCs是在线教育促进教育生态体系变革的重

要力量。在中国如火如荼的“互联网+”背景下，我

们认为，要打破政府办教育、学校提供教育服务的认

识局限，推动教育组织服务模式变革。建议充分发挥

互联网“组织流程再造”的基因，重新构建教育服务

流程和模式。积极推动互联网企业用创新模式重构教

育服务模式，如以百度文库为核心的基础教育资源服

务、以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 P2P教育服务、以微

信、微博为代表的基于社交媒体的学习服务，以及以

华文MOOCs、学堂在线等为代表的、使用MOOCs
重构教学服务模式的尝试，从而真正引入互联网改造

传统教育组织服务模式。学校等办学机构在把握住自

身核心业务的前提下，应积极引入社会力量，以多种

方式充分进入教育服务领域，允许企业及其他社会力

量以资本、技术等参与办学服务，建立政府、高校、

企业、社会机构同为办学与服务主体、多方合作共赢

的教育组织机制和服务模式，实现政府、产业、学

校、研究等各方面的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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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技术上和教学法上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

商业模式上却是有问题的。因为苹果系统是一个封

闭的技术系统，硬件和软件都不是开放的，都是封

闭的，用户购买它，但不能控制它。苹果控制着价

格，而且一旦采用就很难离开它。但是，我认为一

些大学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不是说这是件坏事，我们只是还不了解，我

们想清楚了教学和技术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想清楚

其商业问题。在我们这座大楼里，有许多许多的

iPad，但是五年后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也还没有考

虑清楚。因此对看起来似乎是好技术的东西，其实

有许多的问题。

记者：特拉克斯勒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

的采访，分享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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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rs, and among learners too, short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eachers and learners, and among learn-

ers too, increase the social presence of learners, and lower learners’ sense of lonelines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Learners’language used in the interaction showed spec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in

the Internet era, hence forming a shared language identity.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classroom learn-

ing, learners using“bullet screen”videos engage themselves in more direct and more frequent affective

exchanges.

Keywords: online learning; social presence; learning analytics; teacher-learner interaction; learner-learner

interaction; affective analysis; special-temporal interaction; informal learning

Influence of blended learning on primary studentsInfluence of blended learning on primary students’’cognition and thinkingcognition and thinking

Jie Song and Zhong Sun

MOOCs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onsMOOCs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ons

Hong Zhao, Qinhua Zheng and Li Chen

MOOCs in various forms and styles have, to a certain extent, promoted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

velopment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Therefore, analyzing MOOCs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of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innovations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hrough inves-

tigating and reviewing the MOOCs development stages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

tics, challenges and experience of Chinese MOOCs development, aim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future MOOCs practice.

Keywords: 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features; challenges;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edu-

cational system

Establishing a regional lifelong learning framework based on the credit bankEstablishing a regional lifelong learning framework based on the credit bank

modelmodel

Nanzhong Wu and Haiying Xia

Social econom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is at present undergoing transitional develop-

ment, affecting people’s work mode and work content and requiring lifelong learning support. A regional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using the learning credit bank framework can provide a learning system with in-

ter- relatedness, steadiness and consistency, informed by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bridged by the

learning credit bank, satisfying the lifelong learning needs of local residents. The focus of a regional life-

long learning system is to establish a school system, break through educational barriers, motivate learner

autonomy, provide a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and prioritize learning experience.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other aspects for establishing a regional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covering responsibilities at different lev-

els,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quality assurance, cost-effectiveness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Keywords: learning credit bank; school system; educational system; lifelong learning; educational barrier;

education mechanism

（英文目录、摘要译者：刘占荣）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