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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MOOCs 高辍学率一直是一个被广为诟病的问题。建立完善的学习支持服务系统、提升学习支持服

务能力是降低辍学率的措施之一。本研究以中国 14 个主要 MOOCs 平台的 621 门内容可见的课程为研究对象，调

查了其学习支持情况，并对不同类型课程所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的类型和数量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目前

我国 MOOCs 课程所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类型单一，整体服务水平较低。绝大多数课程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类型

数量都在 1 ～ 3 种之间，而且服务类型以督学服务为主，超过半数的课程没有提供任何一种导学服务和助学服务。

另外，不同类型课程所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类型各不相同，尤其是助学服务所占比例差异较大。采用探究型模式、

翻转课堂模式以及同伴互评的课程提供助学服务的类型和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课程。本文建议，中国 MOOCs 要实

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面向个性化学习的服务新模式，推动 MOOCs 平台功能更新，建设自适应、个性化的学习平

台，同时构建探究型学习模式，关注教学交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MOOCs;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学习支持; 导学服务; 督学服务; 助学服务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 － 8700( 2017) 03 － 0010 － 09

一、研究背景

2011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塞巴斯蒂安·史朗教

授把研究生课程《人工智能导论》发布到互联网上，

吸引了来自 190 多个国家的 16 万人注册学习［1］。
这一前所未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很快见诸报端，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各商业机构、知名高校纷纷加

入，从而开启了全球范围的 MOOCs 浪潮。
MOOCs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高注册率、低完成率”是一个被广泛诟病的问题。
出现 这 个 问 题 的 一 个 主 要 原 因 是 目 前 大 部 分

MOOCs 都是传统课堂搬家，只强调内容的传播，缺

乏高质量的、个性化的学生支持服务［2］。MOOCs 起

源于开放教育资源，但不仅仅局限于视频讲座等内

容的呈现，其进一步开放了整个学习过程，MOOCs
尝试通过章节测试、课程考试、师生互动交流等学

习支持服务来促进大规模学生在线学习的发生。
很显然，MOOCs 不仅有课程资源，还有教学过程，

有针对学生的支持服务，有对学习效果的评价。由

此可见，学习支持服务是否完善、高效和到位直接

关系到 MOOCs 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学业保持。
高质量学习支持服务的缺乏最典型的表现是

缺少交互，这直接导致了 MOOCs 学习体验无法达

到学习者预期，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无法

及时得到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已有研究表明，目前

MOOCs 交互并不理想，交互水平总体偏低且严重不

平衡，90%的交互只发生在 20% 的课程中［3］。这说

明大 部 分 MOOCs 严 重 缺 乏 教 学 交 互，甚 至 有 的

MOOCs 根本没有开设课程讨论区，没有提供师生交

流的平台和渠道。有效的学习支持、充分的互动是

MOOCs 与传统开放教育资源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是

实现 MOOCs 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

01

DOI:10.13927/j.cnki.yuan.2017.0023



另外，MOOCs 学习者大多以非正式学习的形式

投入到课程之中，传统远程教育的导学、督学、助学

服务在 MOOCs 教学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虽然研

究表明 MOOCs 的学习者大多为本身具有较高知识

和能力水准的群体［4］，但超过九成的课程辍学率［5］

说明这部分群体在适应自主学习方面，并不比传统

远程教育学习者有更好的表现。因此，学习支持服

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成为保证教学质量和学生学

习绩效的关键。
从学生的角度而言，学习支持服务的功效即是

“指导、帮助和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所以，一般来

说学习支持服务可以分为导学、督学、助学三方面。
导学服务的目的是引导学生了解和适应学习环境，

指导学生学习课程内容并参与学习活动。督学服

务的目的是追踪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计

划执行情况，使教育机构与远程教育者判断学习者

的学习进度，对进度缓慢或有可能弃学的学生进行

回访和提醒，同时为学习者提供及时的反馈信息。
助学服务的目的是对遇到问题的学生帮助其解决

一些实质性的困难，帮助学生在具体课程的学习中

顺利完成学习任务，达到预定的学习目标，包括面

授和网上辅导等形式。“导学、督学、促学”既相对

独立，又相互关联、互动一体、相辅相成，共同影响

着在线学习环境和学习者的自主学习。由此可见，

在倡导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今天，学习

支持服务直接决定了学习者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

果，成为制约 MOOCs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研究

从导学、督学和助学角度对国内 14 个主要 MOOCs
平台上的 621 门课程的学习支持情况进行了分析，

并比较了不同类型课程其学习支持服务的差异。

二、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中国 14 个主要 MOOCs 平台

的 621 门 内 容 可 见 的 课 程。调 查 中 发 现，目 前

MOOCs 所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主要包括学习指南、
学习进度、信息提醒、常见问题、问题反馈 /投诉、课
程推荐、集中答疑视频或帖子、实时讨论、线下讨论

和一对一辅导共计 10 种方式。导学服务包括: 学习

指南、常见问题和课程推荐; 督学服务包括信息提

醒、学习进度; 助学服务包括: 集中答疑视频或帖

子、实时讨论、线下讨论、问题反馈 /投诉和一对一

辅导。

三、结果分析

( 一) 我国 MOOCs 学习支持总体情况分析

1． MOOCs 学习支持类型数量总体情况

本研究对 MOOCs 采取的学习支持类型数据进

行了统计分析，如图 1 所示。调查发现，大部分课程

均提供了学习支持服务，但不同课程采用的学习支

持服务类型数量有较大差异。

图 1 学习支持服务类型数量总体分布

在 621 门课程中，有 44 门课程 ( 7． 09% ) 没有

提供任何学习支持服务。只提供一种学习支持服

务的课程数量最多，有 211 门，占 33． 98%。没有课

程提供了全部 10 项学习支持服务; 提供学习支持服

务类型数量最多的为 8 项，仅 1 门课程，其提供了除

“线下讨论”和“一对一辅导”之外的 8 项学习支持

服务; 提供了 1 ～ 3 项学习支持服务的课程占大多数

( 442 门，71． 2% ) 。
2． MOOCs 学习支持服务类型分布情况

本研究以导学、督学、助学对学习支持服务类

型进行了划分和统计，如图 2 所示。总体来说，导

学、督学和助学三类支持服务比较而言，提供督学

服务的课程数量最多，包括 449 门课程，占 72． 3% ;

其次是导学服务，包括 298 门课程，占 48%，最后是

助学服务，包括 244 门课程，占 39． 3%。总体来看，

目前 MOOCs 提供导学服务和助学服务的比例差别

不大。

图 2 三类学习支持服务课程数量

本研究进一步对导学、督学和助学三类学习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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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服务具体采用的服务类型数量进行了分析，如图

3 所示。

图 3 三类学习支持服务提供的服务类型数量

数据结果表明: 目前 MOOCs 提供督学服务的

数量最多，有超过半数的课程( 250 门，占提供督学

服务课程的 55． 7% ) 同时提供了两种督学服务，但

也仍有 172 门课程没有提供任何督学支持，占总课

程数的 27． 7%。相比而言，提供导学服务和助学服

务类型较少，均不超过 2 种类型。课程样本中只有

24 门课程提供了全部三项导学支持，占全部课程的

3． 9% ; 有 323 门课程没有提供任何导学支持，占

52． 2%。目前课程中最多同时提供的助学服务类型

数量为 3 种，数量很少，只有 7 门，占全部课程的

1． 13%，有 377 门课程没有提供任何助学支持，占

60． 7%。由此可见目前均有超过半数的课程没有提

供导学服务和助学服务。
本研究进一步对三类服务具体提供的服务类

型及数量进行了统计，如图 4 所示。

图 4 学习支持服务类型分布

如图 4 所示，提供“学习进度”( 337 门课程，占

54． 3% ) 和“信息提醒”( 362 门课程，占 58． 3% ) 两

种督学服务的课程数量均超过课程总数的一半，高

于其他服务类型; 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两种督学服务

基本都是基于平台自带的功能来实现的。导学支

持服务中，“课程推荐”使用最多 ( 210 门课程，占

33． 8% ) ，其 次 是“学 习 指 南”( 143 门 课 程，占

23% ) 。助 学 支 持 中，“问 题 反 馈 /投 诉”是 目 前

MOOCs 提 供 最 多 的 助 学 服 务 ( 144 门 课 程，占

23． 2% ) 。提供“实时讨论”“线下讨论”“集中答疑

视频或帖子”三种导学服务的课程数量相当。本研

究课程样本中，只有 1 门课程提供了“一对一辅导”
服务，占全部课程的 0． 16%。进一步分析发现，目

前 MOOCs 的助学服务中，除了“问题反馈 /投诉”和

“集中答疑视频或帖子”是借助于平台论坛实现的;

其他的几个服务功能都是借助于外部软件，平台本

身没有提供相关功能，例如“实时讨论”服务主要借

助于 QQ、微信等外部软件; 而“线下讨论”则主要集

中于面向校内学生，提供校内学分的课程［6］。
( 二) 各类 MOOCs 学习支持状况分析

1． 不同层次课程的学习支持状况分析

本研究课程样本分为不同课程层次，包括中学

课程( 6 门) 、本科课程 ( 261 ) 、研究生课程 ( 6 门) 、
通用课程( 304 门) 和职业教育课程( 44 门) 。本部

分对不同层次课程提供学习支持服务情况进行了

分析( 图 5) 。结果发现，相比较而言，本科生课程和

通用课程提供学习支持服务的类型较多且相对均

衡; 职业教育课程、研究生课程和中学课程则提供

的学习支持服务种类和数量均较少。不同层次课

程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特点基本相似，都是以督学

服务支持为主，其次是导学，提供助学服务所占比

例较少。
本科层次课程提供类型最多的是督学服务，即

“信息提醒”( 198 门，占本科课程数量的 75． 9% ) 和

“学习进度”( 137 门，占 52． 5% ) 和; 其次是导学服

务，主要提供的是“学习指南”( 95 门，占 36． 4% ) ;

本科生层次提供的助学服务种类较为丰富，包括了

“问题反馈 /投诉”( 73 门，占 28%) 、“线下讨论”
( 44 门，占 16． 9%) 、“集中答疑视频或帖子”( 32
门，占12． 3% ) 以及“实时讨论”( 27 门，占 10． 3% )

四种类型。
通用课程提供类型最多的也是督学服务，但具

体服务类型主要采用的是“学习进度”( 165 门，占

通用课程总数的 54． 3% ) ，其次是“信息提醒”( 109
门，占 35． 9% ) ; 导学服务主要采用的是“课程推荐”
( 107 门，占 35． 2% ) ; 通用课程提供的助学服务类

型与本科生课程相似，也包括了四种类型:“问题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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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 55 门，占 18． 1%) 、“线 下 讨 论”( 24 门，占

7． 9%) 、“实时讨论”( 20 门，占 6． 6% ) 和“集中答疑

视频或帖子”( 15 门，占 4． 9% ) 。由此可见，本科课

程和通用课程相比，二者提供的助学服务类型相

同，但本科层次课程提供的助学服务所占比例均高

于通用课程。
职业教育课程、研究生层次课程和中学课程数

量都较少，采用的学习支持服务种类数量也相对较

少。职业教育课程最常采用的学习支持方式是信

息提醒( 43 门，占职业教育课程总数的 97． 7% ) 、课
程推荐 ( 31 门，占 70． 5% ) 、学 习 进 度 ( 23 门，占

52． 3% ) 、学习指南 ( 17 门，占 38． 6% ) 和问题反馈

( 8 门，占 18． 2% ) 。研究生课程最常采用的学习支

持方 式 是 信 息 提 醒 ( 6 门，占 研 究 生 课 程 总 数 的

100% ) 、学习进度 ( 6 门，占 100% ) 和课程推荐 ( 5
门，占 83． 3% ) 。中学课程 6 门课程全部采用了学

习指南、课程推荐、学习进度、信息提醒、问题反馈 /
投诉 5 种服务类型。

图 5 不同层次课程的学习支持状况

2． 不同教学模式课程学习状况分析

本研究课程样本中，主要采用了三种教学模

式，具体包括讲授型( 599 门) 、探究型( 16 门) 和自

主型教学模式( 6 门) 。本部分对不同教学模式课程

提供学习支持服务类型进行了对比分析。如图 6 所

示，目前 MOOCs 讲授型模式占绝大多数 ( 599 门，

96． 5% ) ，总体来看不同教学模式的课程所提供的

学习支持服务类型非常相似，都是以督学服务为

主。三种模式课程提供的导学服务都以“课程推

荐”和“学习指南”为主; 督学服务主要是“学习进

度”和“信息提醒”; 助学服务主要是“问题反馈 /投
诉”。

图 6 不同教学模式课程的学习支持状况

探究式教学模式课程采用助学服务的比例要

明显高于讲授型课程，自主型教学模式课程中的助

学服务则集中于“集中答疑视频或帖子”和“实时讨

论”，具体如表 1 所示。另外，课程样本中唯一的一

门提供一对一辅导服务的课程采用了探究式教学

模式。
表 1 不同教学模式助学服务类型比例分析

讲授型 探究型 自主型

问题反馈 /投诉 22． 9% 43． 7% 0
集中答疑视频或帖子 7． 5% 31． 3% 33． 3%

线下讨论 11% 31． 3% 0
实时讨论 8% 12． 5% 16． 7%

信息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种

全新的教学模式即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其革新了传

统的教与学的方式，重新建构了学习流程。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是一个典型的交互式教学模式，其需要

通过主体间( 包括师生、生生等) 的交互共同完成教

学和学习活动。本研究的课程样本中，少量课程采

用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 28 门课程，占 4． 5% ) ，本

研究对采用翻转课程教学模式和未采用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的课程所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类型进行

了对比分析，如图 7 所示。
结果发现，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 MOOCs

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主要是助学和督学服务。其

中助学服 务 主 要 采 用 的 是“问 题 反 馈 /投 诉”( 25
门，占翻转课程总数的 89． 3% ) ，其次是“集中答疑

视频或帖子”( 6 门，占 21． 4% ) ; 督学服务主要是

“信息提醒”( 28 门，占 100% ) 和“学习进度”( 22
门，占78． 6% ) ; 相比之下，导学服务所占比例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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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学习指南”( 11 门，占 39． 3% ) 。未采用翻

转课堂的 MOOCs 则主要以提供督学服务和导学服

务为主，其中提供督学服务的课程比例最大，提供

“信息提醒”( 334 门，占未翻转课程总数的 56． 3% )

和“学习进度”( 315 门，占 53． 1% ) 的课程均占半数

以上。提供的导学服务类型主要是“课 程 推 荐”
( 208 门，占 35． 1% ) 。提供的助学服务类型主要是

“问 题 反 馈 /投 诉”，但 比 例 较 少 ( 119 门，占

20． 1% ) 。

图 7 是否采用翻转课堂的学习支持方式比较

3． 不同评价方式课程的学习支持状况

本研究对采用不同评价方式的课程所提供的

学习支持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 图 8) 。研究发现，

课程样本中主要采用的评价方式可分为三类: 总结

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及总结性与形成性两者结合的

评价方式。比较而言，采用两者结合评价方式的课

程数量最多( 327 门，占课程总数的 52． 7% ) 。此类

课程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类型最为丰富，涵盖了导

学、督学和助学中共 8 种学习支持服务类型。采用

总结性评价的课程数量最少 ( 6 门，占 0． 97% ) ，提

供的学习支持服务类型只有“信息提醒”“学习进

度”“问题反馈 /投诉”和“学习指南”。
总体来说，三种评价方式的课程的主要支持服

务类型大致相同的，都以“信息提醒”“学习进度”和

“问题反馈 /投诉”为主。
分析发现，本研究样本中部分课程在以上三种

评价方式的基础上还采用了同伴互评的评价方式。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课程样本中，有 110 门课程采用

了同伴互评，370 门课程没有采用同伴互评方式，还

有 141 门课程没有对此进行说明。本部分针对能够

判别是否采用同伴互评的 480 门课程进行了分析，

如图 9 所示。

图 8 不同评价方式课程的学习支持状况分析

图 9 不同评价主体课程学习支持服务类型分析

结果发现，两类课程提供服务类型最多的都是

督学服务; 导学服务方面，非同伴互评课程主要采

用了“课 程 推 荐”( 179 门，占 非 同 伴 互 评 课 程 的

48． 4% ) ，同伴互评课程则主要采用了“学习指南”
( 34 门，占同伴互评课程的 30． 9% ) ; 助学服务方

面，二者均以“问题反馈”为主。采取此学习支持方

式的两类课程数量相差不多，但比例差别较大。其

中，非互评课程为 77 门，占非互评类课程的20． 8% ;

互评课程为 62 门，占互评类课程的56． 4%。由此可

见，同伴互评课程提供的助学服务的比例远远高于

非同伴互助课程。
4． 不同证书授予方式课程的学习支持状况

已有研究发现，目前 MOOCs 证书可以分为四

种类型: 无证书、免费证书、收费证书、提供免费和

收费两种证书，而且 MOOCs 证书授予方式与课程

测验、考试等显著相关［7］。这说明证书授予方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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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课程的组织形式。因此本研究分析了不同证

书授予方式课程之间提供学习支持服务的差异，如

图 10 所示。

图 10 不同证书授予方式的课程学习支持方式比较

结果表明，不同证书授予方式的课程其提供学

习支持服务的类型和数量有很大差异。比较四种

证书授予类型课程发现，无证书课程( 234 门，占课

程总 数 的 37． 7% ) 和 两 种 证 书 课 程 ( 29 门，占

4． 67% ) 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主要集中于导学服务

和督学服务，助学服务所占比例很少。提供免费证

书( 245 门，占 39． 5% ) 和 收 费 证 书 ( 113 门，占

18． 2% ) 的课程则提供的服务较为全面和均衡; 尤

其是提供免费证书的课程，其提供了多种督学服

务，具体包括: 问题反馈 /投诉，集中答疑视频或帖

子，实时讨论，其中实时讨论和集中答疑视频或帖

子是四种类型课程中所占比例最高的。

( 三) MOOCs 学习支持类型聚类分析

本研究采用 K － Means 方法对 577 门学习支持

服务类型不为 0 的 MOOCs 进行了学习支持聚类分

析，得出了四种学习支持服务类型( 图 11) 。

图 11 学习支持服务类型聚类分析

如图 11 所示，通过聚类分析，目前 MOOCs 提供

的学习支持服务可以分为四类，聚类 3 包括 214 门

课程，占 577 门课程的 37． 1%，是最大的一个类别;

其次是聚类 2 包括 212 门课程，占 36． 7% ; 第三个

是聚类 4 包括 112 门课程，占 19． 4% ; 所占比例最

小的是聚类 1，包括 39 门课程，占 6． 8%。本研究对

每个聚类中包含的具体的服务类型进行了分析，如

图 11 所示。

图 12 学习支持服务聚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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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2 所示，总体来说，聚类 1 和聚类 3 提供

的学习支持服务类型较多，包括了导学、督学和助

学三类。但两者相比较，聚类 1 的支持服务类型更

为全面和均衡，所提供导学、督学和助学服务所占

比例都很高。聚类 3 的支持服务类型不够均衡，更

多采用的是督学服务，导学服务也占一定比例。相

比聚类 3 和聚类 1，聚类 2 和聚类 4 所提供的学习支

持服务类型和所占比例都较少，学习支持服务水平

相对较弱。
具体来看:

聚类 1 包含的课程数量很少，但提供的学习支

持服务类型最全面也最均衡，尤其是导学和助学类

服务的采用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类别课程。在导学

服务方面，半数以上的课程提供了学习指南( 59% )

和课程推荐 ( 59% ) ; 在督学服务方面，全部课程都

采用了信息提醒( 100% ) 和学习进度提醒( 100% ) 。
此聚类中提供的助学服务类型多样，涵盖了 5 种助

学服务类型，大部分类型所占比例很高，从高到低

依次 排 列 为 集 中 答 疑 ( 89% ) 、问 题 反 馈 /投 诉

( 79% ) 、常见问题( 69% ) 、实时讨论( 15% ) 和线下

讨论( 10% ) 。
聚类 3 包含的课程数量最多，提供的学习支持

服务类型总体较为全面，但分布不均衡。其以督学

服务为主，几乎所有聚类 3 的课程都采用了学习进

度提醒( 100% ) 和信息提醒( 99% ) 服务，其次是导

学服务，主 要 采 用 课 程 推 荐 ( 51% ) 和 学 习 指 南

( 31% ) ; 也提供了多种助学服务，但所占比例较少，

分别是问题反馈 /投诉( 36% ) 、常见问题 ( 15% ) 和

实时讨论( 7% ) 。
聚类 2 的课程数量跟聚类 3 相仿，但提供的学

习支持服务类型数量却远远少于聚类 3，其提供最

多的服务类型为学习进度( 40% ) 、课程推荐( 32% )

和线下讨论( 30% ) 。但相比较而言，聚类 2 提供的

助学服务比例较高，不但提供了线下讨论 ( 30% ) ，

还提供了实时讨论服务 ( 13% ) ，除此之外，其他学

习支持方式很少被提供。
聚类 4 也是以督学和导学服务为主，督学服务

主要采用了信息提醒 ( 100% ) ，导学服务主要采用

了学习指南 ( 46% ) ，助学服务所占比例较少，主要

提供了问题反馈 /投诉( 28% ) 和集中答疑 ( 15% ) 。
聚类 4 与聚类 3 相似，但提供的服务类型和每种类

型所占比例都更少。

三、结论与讨论

( 一) MOOCs 学习支持类型较为单一，整体服务

水平较低

从本次研究的结果来看，目前 MOOCs 提供的

学习支持服务类型较少，绝大多数课程提供的学习

支持服务类型数量都在 1 － 3 种之间，而且服务类型

以督学服务为主。超过半数的课程没有提供任何

导学服务和助学服务。
MOOCs 提供的导学服务以“课程推荐”为主，而

提供“学习指南”的课程较少( 仅占 23% ) 。由于在

线教育师生分离，学生无法得到老师的持续关注，

因此帮助学习者适应在线学习、合理规划学习进程

是导学服务的第一要务，一套精心设计的学习指南

能够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方法和策略上的指导［8］，会

对在线学习环境特点、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学习时

间、学习方式和方法及考核方式进行详细说明。所

以相比“课程推荐”和“常见问题”来说，“学习指

南”更综合、更具指导性，也是提高以 MOOCs 为代

表的在线教育学习支持服务水平的关键。
督学服务的“学习进度”和“信息提醒”是采用

最多的学习支持方式，可见目前 MOOCs 学习支持

的重点仅仅是提醒，而对于如何通过助学服务帮助

学生保持学习进度，完成课程学习较弱。在线教育

环境的特点决定了导学是基础，助学是关键，其主

要作用是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提供支持和帮助。但

目前 MOOCs 在助学方面采用最多的服务类型是

“问题反馈”。这种助学方式的交互水平较低，这一

点在教师参与服务过程的数据分析中可见一斑。
已有研究者发现，目前 MOOCs 中有 72． 5% 的课程

老师 没 有 答 疑，而 24 小 时 内 答 疑 的 课 程 仅 占

8． 65%［9］。由此可见，目前课程提供的“问题反馈 /
投诉”服务并没有达到有效支持的效果。

综上所述，多数课程尚专注于课程内容本身，

而学习支持服务较为薄弱，尤其表现为导学和助学

服务的不足，而这两者又是 MOOCs 持续健康发展

的关键。因此，如何加强 MOOCs 导学和助学服务、
改善学生体验，从而支持学生更好地学习以保证留

存率是 MOOCs 未来建设和发展的重中之重。
( 二) 不同类型课程的学习支持方式差异较大

数据表明不同类型课程所提供的学习支持服

务类型各不相同，尤其是助学服务所占比例差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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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研究样本中的大多数课程，其提供的学习支持

服务类型和数量都相对比较全面，但服务类型的多

样性和水平并不高。
总体来看，强调交互的课程，其学习支持服务

的类型相对完善，提供助学服务的比例相对较高。
例如，探究型教学模式课程比讲授型课程倾向于提

供更加丰富的学习支持手段，有 31． 25% 的探究型

课 程 采 用 了 8 种 学 习 支 持 方 式，超 过 半 数

( 56． 25% ) 的探究型课程采用了 4 种学习支持方

式。同样，78． 57%的采用翻转课堂模式的课程采用

了 3 种学习支持方式; 未翻转课程采用 3 种学习支

持方式的比例仅为 35． 08%。
除了类型多样以外，强调交互的课程提供助学

服务所占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其他课程。例如探究

型课程采用了全部 5 种助学服务，而且大部分服务

类型所占的比例超过 30%。同样，翻转课堂课程、
同伴互评课程提供的助学服务的比例均高于其他

课程。
此外，本研究发现，证书授予方式会影响其课

程组织形式，包括学习支持服务，这与之前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10］。提供证书的课程，包括免费和收

费，其提供的服务较为全面和均衡。
( 三) 学习支持服务水平依赖于课程平台的

功能

目前 MOOCs 服务水平较低主要有两个方面原

因。一是 MOOCs 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尤其是督

学和助学方面的服务，基本上都是依托于课程平台

的功能实现的。例如助学方面提供最多的服务类

型是问题反馈，这个服务基本是在课程论坛中完成

的。由此可见，学习支持服务类型主要依赖于平台

提供的教学交互的功能，课程平台功能直接限制了

服务类型和水平。二是目前绝大多数 MOOCs 都是

传统课程的复制，开设 MOOCs 的教师大多是传统

高校的教师，缺乏在线教学经验，相比于学习支持

服务，其 更 看 重 课 程 内 容 的 建 设，这 主 要 表 现 为

MOOCs 中教师对学生的反馈严重不足［11］。另一方

面教师对在线学习支持认识可能存在不足，对相应

技术和工具的应用能力略显不足，这种情况导致了

其在学习支持服务方面更倾向于采用自己更加习

惯的传统学习支持方式，例如，一旦 MOOCs 是校内

可用 的，教 师 就 倾 向 于 开 展 线 下 讨 论 ( 68 门，占

34% ) ; 而校内不可用的课程中仅有 3 门采用了线

下讨论。与此相对应的，与校内可用 MOOCs 相比，

校内不可用 MOOCs 在线交互数大幅度下降［12］。由

此可见，要提高 MOOCs 学习支持服务的水平，教师

的服务意识和能力以及课程平台建设缺一不可。

四、基 于 学 习 支 持 状 况 分 析 的 MOOCs 建 设

建议

以 MOOCs 为代表的在线教育以开放理念和现

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在学习过

程中，教师和学生处于准分离状态。这一特性一方

面突破了传统教育受时空限制的局限，另一方面却

存在着时空分离造成的交互弱化的风险。解决这

一矛盾，学习支持服务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 一) 建立面向个性化学习的服务新模式

MOOCs 开放性、自主性、多样性的特点使其具

备了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潜能［13］，面向个性化学

习的新型服务模式的建立是 MOOCs 对传统教育的

最大革新和颠覆。我国 MOOCs 中所提供的学习支

持服务虽种类较多，但仍以信息介绍和提醒为主，

切实解决学生问题的针对性的服务较少。要真正

实现个性化，就必须深入了解学习者的特征，改善

其学习 体 验，并 以 此 为 基 础 调 整 课 程 设 计，提 高

MOOCs 学习支持服务质量。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

实现大 规 模 个 性 化 学 习 提 供 了 强 有 力 的 技 术 支

撑［14］。基于大规模学习者在线学习过程的大数据

分析，一方面可以对学习者行为进行建模、分析与

预测，从而根据学习者特征和需求提供不同方案;

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授课教师掌握学生动态，及时调

整相应的指导方法。
( 二) 推动 MOOCs 平台功能更新，建设自适应、

个性化的学习平台

现有 MOOCs 平台仍集中于从资源管理的角度

开发功能，虽然能够满足传统网络课程的基本需

求，但在线课程所必需的教学交互、学习支持等层

次的需求很少在平台设计中有所体现，这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了现有 MOOCs 在交互与服务层次难以突

破的局面。因此，中国 MOOCs 发展迫切需要进一

步从交互、资源、学习支持服务上分析、设计并完善

相应平台功能，为学习者提供全方位、自适应、个性

化的学习体验。自适应、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需

要能有效促进信息聚合、分享、交流和协作的技术

和工具的支撑［15］，从而构建有效通畅的信息交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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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在现有 MOOCs 平台的基

础上对其进行从平台架构到呈现细节的各方面调

整，需要平台开发技术人员与课程设计专家、学习

分析专家的通力合作，为 MOOCs 发展提供良好的

技术环境。
( 三) 构建探究型学习模式，关注教学交互的及

时性和有效性

虽然新兴的 MOOCs 平台在支持大规模学习群

体的自主学习方面做了有益探索，但是教学模式相

对单一，对探究型学习重视不足。本研究表明，在

探究型学习环境下，学习支持服务更为完善和丰

富。MOOCs 与传统的学习环境相比，提供了更加丰

富、优质的课程资源，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开放性，

学习者在这种环境下更乐于以探究的方式进行学

习。教师可以在 MOOCs 中充分利用资源，有意识

地创设有助于学生探究的情境，引导学生发现问

题，从而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创新精神。MOOCs
为探究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和条件，如果强化对

在线学习规律的研究、创新在线教学模式，将非常

有利于 MOOCs 教育成效的改善。
另外，探究型学习模式的开展基于充分的教学

交互。学习者正是通过交互获得远程学习的各类

资源、信息、辅导和帮助，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完

成学习任务。以 MOOCs 为代表的在线学习方式的

变化最重要的驱动是各种技术和社会化软件所支

持的各种交互，尤其是学习者和学习者的交互在信

息过滤、筛选聚合与生成等方面的优势逐渐凸显。
因此，提高学习者之间、师生之间、人机之间的交互

性能，保证教学交互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将有效促

进学习者的学习持续性，提高学习效果。
完善 MOOCs 的支持服务体系是一项长期、艰

巨的工作，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需要根植实践、着力解决现实问题、构建有效的服

务体系，以保证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和 MOOCs 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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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Learning Support Condition of MOOCs in China

ZHAO Hong，SUN Hong － tao，ZHENG Qin － hua，ZHANG Xin － miao，CHEN Li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 High dropout rates have been a problem of MOOC for a long time． To solve this problem，one of effective ways is to
build sound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This study survey the learning support of 621 courses in 14 MOOCs platforms． This study also
compares learning support provided by different kinds of cours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support provided by
MOOCs in China is low． Most of courses only provided not more than three types of learning support，mainly is supervision learning．
More than half of courses are not provided any kind of guidance learning and aid learning． Furthermore，different kinds of courses pro-
vide different types of learning support． Therefore，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personal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should be built and inquir-
ing learning model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achieve MOOC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Learning support; Guidance learning service; Supervision learning service;
Aid learn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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