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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信息爆炸时代，互联网渗透到各个行业，传统教育业也逐步向“云课堂”倾斜，MOOC(大

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无门槛式的“线上教育”模式应运而生，正加速改变着实体课堂的传统教学模式。

学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网易公开课等 MOOC 平台吸引了国内大量用户参与和体验，其中在校

学生为主要学习群体，尤其是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全国中小学生以及大学生均通过线上课堂按

时“开学”。MOOC 的流行虽然对传统教育产生了一定冲击，但要实现我国现有教学模式的实质性变

革，仍有较大的阻碍。在此背景下，通过分析 MOOC 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特征，探究在国内混合教学

环境下 MOOC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加快教学改革的步伐，实现 MOOC 与传统教育的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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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从传统线下教学转变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混合教学模式与计算机技术进程息息相关，由于

我国计算机行业起步较晚，导致线上教育的发展

进度较发达国家来说缓慢。20 世纪 90 年代末，

多媒体被运用于我国线下课堂中，远程教育可以

说是我国线上教育成型的开端。最初只有清华大

学、湖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获得正

式批准成为远程教育试点院校，我国混合教学模

式初现雏形。2000 年后，传统培训学校发现其中

商机开始尝试网络课程，新东方网校便是在此背

景下迅速成长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网络教育服

务平台，传统教育开始接纳线上教学的融入。

2010 年后，由于经济带动科技的迅速发展，在线

教育呈现井喷式增长，互联网公司纷纷加入其

中，学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慕课网等均是

在 2010 年后建立发展起来的。大批高校也迅速

引进 MOOC 模式，将 MOOC 课程纳入选修课范

围，其中，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与我国 722 所

高校达成合作，大多数高校已能成熟地运用混合

教学模式。 

    MOOC 作为目前最流行的在线教学形式，已

成为我国混合教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MOOC

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8 年，关键性突破则

来自 2011 年索恩和彼得‧诺威格所开设的“人工

智能导论”课程，他们通过赛巴斯汀‧索恩新成立

的知识实验室吸引了超过 16 万人参与，随后美

国三大课程提供商 Coursera、Udacity、edX 与各

个高校合作，将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平台推向全

世界，同年，清华大学也宣布正式加盟美国在线

教育平台 edX。教育部在 2015 年《关于加强高等

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建议》中明

确提出“加快推进适合我国国情的在线开放课

程和平台建设”后，国内各大高校在清华大学的

带领下纷纷引进 MOOC 课程。MOOC 近年来在

我国迅速发展，也体现出强大的优势，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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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线上课堂与传统教育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

将是未来教育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本

文将对现阶段混合教学模式下 MOOC 所存在的

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此促进

MOOC 教学在我国的良性发展，进而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的步伐，优化现有的教学模式，以期高质

量地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二、我国 MOOC 教学的现状 

    学者们在探讨混合教学模式时常提及

MOOC，对于 MOOC 的研究也由最初宏观的基

本情况分析，逐渐深入细化到具体某一门课程的

实践运用分析或教学模式中某个环节的运作分

析[1−2]。相较于传统线下教学模式，MOOC 拥有更

为丰富的课程资源以供学习者选择，并且所有课

程对每个用户的开放程度相同，学习地点没有局

限，只需要一台电子设备以及移动网络，学习时

间的安排与进度也可根据个人情况随意调整，为

教育的普及提供了强大的助力，也让学习变得更

加灵活[3−4]。大多数学者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

发展以及对各行业的逐步渗透与融合，传统课堂

与网络教学结合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MOOC

对国内的教育行业既是一种正向的冲击，也是未

来混合教学模式发展的必要条件，传递了当代社

会追求优质、开放、创新、自主教育的思想[5−6]。 

    虽然 MOOC 相较于传统课堂来说有较大优

势，但对我国教育教学模式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并

不显著，其发展仍存在许多障碍。其主要服务群

体—— 高校学生对于 MOOC 平台的使用并不普

遍及频繁，与高校间的合作一般只是互相引进课

程，高校内很少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面授课程

仍是高校最主要的教学形式，MOOC 平台的运行

模式仍具有一定的技术漏洞。MOOC 在弥补线下

教育自主性较低、局限性较高等不足的同时，却

缺乏线下教育的即时交流互动、考核严密公正等

重要特征，导致其被大范围的推行并高效运用较

为艰难[7−8]。然而，MOOC 也在不断根据信息技

术的发展以及用户需求的变化，通过更新平台运

作模式、扩大合作对象、延伸发展 SPOC(小规模

限制性在线课程)模式等让用户有更优的体验度，

从而有望成为我国普通高校教育教学的有效辅

助手段[9−10]。 

    三、我国 MOOC 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 受众范围存在局限性 

    虽然从申请渠道与容纳空间来看，MOOC 并

没有过多限制，基本要求是注册后便可以在平台

进行学习，并且课程类别覆盖全年龄段，但实际

用户分布存在明显的集中性。根据艾瑞咨询在

2019 年《中国在线教育产品营销策略白皮书》中

的统计描述，我国在线教育用户中的本科及以上

学历占比达 87%，使用者主要分布区域也与高校

密集区域重合较大，如北上广深等城市，江苏、

浙江等东部省份。本科及以上的在校学生，本身

就拥有较为丰富的教学资源。中国教育部 2019

年报告中公布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51.6%，

对于数量接近一半的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

人来说，线上平台的教育资源具有更重要的推广

意义以及教育普及作用，尤其是在发展较为落

后、无法拥有优质的教学条件以及师资力量的地

区。然而，国内 MOOC 教育机构对此类受众群

体缺乏重视，依旧停留在不断扩大合作高校或企

业的数量的初期阶段。 

    (二) 课程运行机制有待加强 

    相较于线上课堂来说，传统线下课堂中教师

占有较大的主动权，并且能根据学生现场的反馈

及时互动并调整授课重点，而线上学习不论是在

时间还是进度上，都完全依靠学习者的自觉，缺

少了外力的约束，学生很容易分心，导致线上学

习效率低下。线上课程的考核也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没有人为的、全方位的监督，无法杜绝作

弊等违纪现象的发生，比如客观题，在无现场监

督及监控环境下，用户可以使用其他设备查询答

案或与他人共享答案。由于用户运用 MOOC 学

习课程时，只需要用手机号码注册账号即可，因

此不能排除用户可同时注册多个账号进行学习，

通过账号同时考核，排除错误答案从而获取正确

答案的现象发生。甚至有公众号直接推送关于慕

课考试题库作弊、自动刷课的文章，只需安装提

供的脚本即可进行操作。因此，在现有的考核机

制下，难以保证 MOOC 课程考核结果的真实性

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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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教学模式创新力度不够 

    MOOC 的授课模式在一定范围内延续着传

统的讲授形式。如 Coursera 课程中有许多知名专

家的讲座视频，国内外大多数知名教授也是采用

直接录制课堂教学视频上传 MOOC 平台的共享

方式。即便这些视频及相关内容的质量是高标准

的，但教学方式还是传统的讲授模式，且相较于

传统课堂缺少了与学生直接交流的环节，与观看

普通视频并无太大差异，对学生来说吸引力仍旧

较低。若只是利用平台共享各大高校的课堂教

学，没有专门的组织或机构来促进高校 MOOC

与线下课堂进行深入密切的结合，MOOC 平台的

作用仅仅是搬运视频而已。只有尝试开发与传统

课堂不同的教学模式，开展更多适用于不同群体

的运行模式，才能更好地调动用户使用 MOOC

平台的积极性。 

    (四) 证书通过率低且接受范围小 

    MOOC 认证方式有学分制和证书制两种。在

完成所学课程以及通过相应考核后，在校生自动

获得学分，也可申请获得证书。根据学堂在线部

分课程的证书获取率来看，大部分证书获取率仅

在 2%左右，最多也仅有 4.62%，在筛除“不活跃

学者”后，证书获得比例可达 30%左右[11]，这相

较于高校线下课程通过率来说还是非常低。另外，

证书含金量较低，社会认可度还不够，多数学习

者完全依靠兴趣学习，很难坚持到最后，MOOC

中仅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完成课程学习及考核。 

    (五) 平台与高校结合度不足 

    虽有高校将 MOOC 课程作为本科生的选修

课，学生通过指定的 MOOC 课程学习后可获得

相应的学分，但大部分高校引入的 MOOC 课程

较少，学生的选择空间较小，且其中的大部分线

上课堂与线下教学缺少紧密的结合，因此引入

MOOC 后对学生学习方式产生的影响有限，大多

数学生更愿意选择线下课程作为选修课程。以率

先加入线上教育队伍的清华大学为例，2020 年春

季校内慕课平台可供选择的课程仅为 81 门，其

中政治类公共课程的选课人数达 3 000 多人，专

业类课程普遍只有一百多位学生选择。虽然有不

少教师因为学校与平台合作而参与线上教育，制

作自己的 MOOC 课堂，但少有教师有意识地将

线上线下课堂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因此，在校学

生大多对 MOOC 教学模式了解较粗浅，还是习

惯于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使得 MOOC 的发展

更加艰难，教学改革的步伐停滞不前。 

    四、我国 MOOC 教学改革的措施建议 

    (一) 加强宣传力度，扩充受众范围 

    MOOC 应重视对无法参与校园学习或已离

开高校的从业群体的推广，可考虑对不同体采取

不同的宣传手段：如对在校学生，主要通过与学

校合作进行推广，让学生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模式去切实感受 MOOC 的丰富教学资源；对于

校外人员，主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具

体运行平台或课程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国

内线下教育机构近几年发展迅速，课外教学需求

日益增长，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宣传，用

MOOC 平台拥有更丰富的学习资源、可提供部分

免费课堂、注册用户在时间空间上拥有极大的自

由性与主动权、每门课程学习完成后可申请认证

等优势吸引更多潜在用户。 

    (二) 扩大监管力度，完善考核系统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教师大多选择通

过 MOOC 延伸出的 SP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

程)形式进行授课，利用平台直播授课或以班级为

单位进行网上教学。教师可随时通过语音或视频

的方式观察学生的听课状态，部分软件可监测到

学生在听课过程中是否打开其他不相关网页或

软件，或直接控制使用者在听课过程中无法打开

其他窗口。由于 MOOC 规模较大，很难通过授

课者对用户进行监督，因此，平台可借鉴相关技

术，通过后台监测用户学习的专注度。至于课程

的考核形式，由于线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因此

平台可以主观题考核为主，根据需要结合线下考

试，形成一套更严密的考核系统。此外，高校可

设定专职部门管理 MOOC 线下考核，针对校外

群体可建立线下监考机构，根据课程证书的重要

程度安排一定的线下考试，难度越高、证书含金

量越高的课程更应开展线下考核。 

    (三) 丰富课程形式，增强互动交流 

    MOOC 的主要服务群体和受益对象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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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高校方面可自主为学生提供 MOOC 个性

化学习服务和管理，针对高校学生 MOOC 学习

的特性，制定平台与高校协同管理及评价的新标

准，利用校园可集中学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特

点创新平台授课及考核模式，同时，拓宽学生信

息反馈的渠道，最大化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建议，

对 MOOC 进行及时调整。平台方面则可以开拓

更多的授课模式，鼓励各大高校在平台开设直播

课堂，除传统的授课视频外，还可引入实践性教

学视频，如实验室教学、户外考察教学、职业技

能教学等，同时增加授课中的线上互动频率，完

善学习者与授课者以及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

交流渠道。 

    (四) 丰富证书种类，加强机构合作 

    MOOC 首先应增加认证程度分类，将证书等

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以此激

励用户进行更为高效深入的学习。其次，应丰富

证书类型，除每一门课程的结课证书外，还可将

同系列课程分为基础课、强化课、高级课，完成

同系列所有课程后颁发系列证书。MOOC 提高证

书权威性与认可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与相关机

构进行合作。目前国外的 Coursera 平台与少数高

校合作，通过 MOOC 学习可获取学位证书。此

方式有一定的借鉴作用。MOOC 平台除与高校尤

其是知名高校加强合作外，还可与知名企业、政

府机构、国际性组织等合作，通过机构的权威性

与认知度加大证书的社会认可度。 

    (五) 积极开展合作，打造混合课堂 

    高校可根据自身需求设置 MOOC 管理机构，

配备相应的课程开发人员与 MOOC 学习管理人

员及运行督察人员，并根据高校实际情况，制订

MOOC 教学管理可行性办法与工作细则。自身综

合实力较强的名校，既可与已有的平台开展合

作，也可以自主进行 MOOC 教学平台的建设。

同时，MOOC 平台可为高校 MOOC 课程提供必

要的辅助支撑。比如 MOOC 无法实现传统课堂

教学的师生互动，平台可以让教师与学习者通过

在线答疑讨论区完成教学互动，从而实现高校与

MOOC 平台的更好融合。还可通过 MOOC 建立

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平台，讨论 MOOC 教学情

况与共享优质课程。尤其是师资力量较强的高

校，可通过平台对实力较弱的院校进行帮扶，建

立一对一帮助模式，借此提升我国高校教师的整

体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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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the Internet has penetrated into various industries,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dustry has gradually tilted towards the “cloud classroom”, and the MOOC (large open 

network course) has emerged as a barrier-free “online education” model, the trend of which is accelerating 

the change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of physical classrooms. The MOOC platform such as School 

Online, China University MOOC, Net Ease Open Class have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users to participate 

and experience, among them, the students are the main learning group, especially during the COVID 19 

period in 2020,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start their new terms 

through online classrooms. Although the popularity of MOOC ha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raditional 

teaching, there are still some obstacles to the substantial change of the existing teaching mode in China. In 

this context,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OOC,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omestic mixed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ith a view to speeding up the pace of teaching reform, and realizing the 

better integration of MOOC and tradi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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