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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黄 刚 

（南通大学  江苏省南通市 226019） 

摘要： 慕课是以连通主义理论和网络化学习的开放教育学为基础的新型教学模式。新时代高教外语改革，应借助慕课的便捷与
优势为其所用，以期切实提升我国大学外语教学成效。本文从核心课程资源等五个方面对国内大外慕课建设做出了前瞻性的分析与
教改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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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是“互

联网+教育”的产物，以连通主义理论和网络化学习的开放教育
学为基础的新型教学模式。摆脱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定，让学
生开展便捷且循序渐进的网课学习成长。国内的大学外语教学
改革已实施多年，已进入改革纵深发展的攻坚阶段；慕课十余
年，在理念与技术层面也都有了较大的突破与进展；若两者有
机结合，有望对我国的大学外语教学改革起到推波助澜的提升。
为大外教改，很多国内高校已在技术层面有所大投入，批量建
设语音实验教室，购买引进网络学习平台，但大外慕课资源并
不多见。现在来研讨强调慕课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旨在务实求真，准确定位大学外语之学习需求以及学习实践中
的短板弊端，以期借助慕课的便捷与优势，切实提升我国大学
外语教学质量。 

二．我国的慕课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以普通高校、
开放大学及企业（联盟）等多元办学主体为核心的 MOOC 项目
体系。而慕课与大学外语教学的整合，同样更为涉及到核心课
程资源、学习空间、运作模式、教学支持服务、师资队伍建设
等方方面面。以下分别展开简述。 

１.核心课程资源。大学外语教学相关的慕课资源有待充实
提升。除可沿用“教师讲授、辅导答疑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实
时教学和非实时教学相结合、自主探究和分组协作相结合以及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等教学组织形式以外，由于外语
学科的强实践性特质，大外慕课教师们应设法加强对学生自主
学习的监测、督促与辅导。交互方式层面，无论是学生与课程
学习内容的交互，还是“生师交互”，事关学习成效的成败大局，
誓应引导学生充分有效利用资源、有效开展自主学习。无论是
增设“学员笔记分享”专区还是添加“形成性巩固练习测试”，
无论是采用论坛为主的“异步交互”模式，还是使用微信或Ｑ
Ｑ等“同步交互”模式，一切都为了学生更高效地习得外语。
由于语言学习的碎片化个体化特点，应该加大“视频直播答疑”
的力度以及增设“讲间实时讨论及答疑区”的功能运用，以解
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及问题。评价设计层面，应尽量做到
“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的三平衡，
客观公正有效地督学与反拨。平衡“职业培训外语”慕课及“学
术外语”慕课建设。学术外语慕课应增加整合通识教育课程，
一方面可以扩充课程资源，丰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可
以部分解决教师因大外课时缩减带来的工作量不达标的尴尬。 

2. 慕课学习空间。网络学习空间乃互联网环境下个体或群
体学习的支持空间，承载着各种学习工具与信息资源，对学习
方式以及知识建构方式具有导向作用，通常包括教学资源型、
直播教学型、学习社区型、角色扮演型和课程服务型五种。我
国各地各校差异大，大外慕课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刀切，所以各
校可以结合自己学生的特点及教学资源等具体情况，选择兼顾

或有所侧重，稳步推进。鉴于外语学习的内在特质，应加强“学
习社区型”的建设、突破性地勇于创建并充分利用好“角色扮
演型”慕课学习空间，为外语教学所用。  

3.慕课运作模式。把提升高等外语教育质量提到国家发展战
略的层面，应着力有效整合高校、国内相关优秀企业、知名教
育机构以及行业专家等各路优质资源，平衡营利与公益之间的
利益合作关系，加强课程内容版权的知识产权保护，拓宽思路 
以促进“学习成果认证”的扩展以及校企就业及培训合作关系，
建立良好的大学外语慕课生态系统。 

4. 教学支持服务。开发能够在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备上
应用的 App 客户端，以推行碎片式的移动 MOOC 学习，将是一
种趋势，但也都离不开运营服务、课程服务和技术服务这三方
面。尤其应该重视社交网络工具的有效运用以及采用大数据进
行深度学习分析，以生为本，有效促学增效。 

5. 师资队伍建设。外语慕课师资建设将会是一项长期宏大
工程。尤其在整合推进外语通识课程的进程中需要在师资建设
方面下大气力，教师们应自觉提升专业素养，练好内功，更应
形成外语慕课教师培训学习提高的常态化机制，应予以一定的
政策倾斜与经费保障。 

三．结语。 “联通”已成为教育新的本质所在。我国高校
外语慕课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目前已设立的“中国高校外
语慕课联盟”， 针对国家人才战略发展与学科建设的要求，不
断整合优化课程体系、充实丰富课程类型，已然建成涵盖 10 个
语种、12 个课程方向、6 个特色专题的 110 门优质外语课程(含
15 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及 27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助力国内近百所院校进行“基于 MOOC 和 SPOC”的混合式教
学实践。未来应探究如何解决各校外语大班教学费时低效等现
实瓶颈问题，克服地区校本差异等现实困境，努力构建全国互
联互通的高校外语慕课平台，互联共享优质资源，且跟“一条
龙”英语分级教学考试有机整合，推进我国外语教学向优质纵
深发展，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马武林，胡加圣。国际 MOOCs 对我国大学英语课程的

冲击与重构。 《外语电化教学》 2014 年第 3 期。 
[2]赵磊等。中国慕课项目实践现状探析—基于 12 家慕课平

台的比较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2017 年第 9 期。 
[3]“2019 第三届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大会在京召开”，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50775659027496357&wfr=spide
r&for=pc 

作者简介： 
黄刚，男，汉族，1974 年 12 月生，籍贯江苏启东；博士在

读，讲师，硕士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工
作单位：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