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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OOCs 的大学教学管理创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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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视角，MOOCs 在高等教育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对大学教学管理造成深远影响。基于此，本文
主要从开发 MOOCs 课程、构建 MOOCs 教学管理文化及创新教学管理制度这几方面出发，探究大学教学管理在 MOOCs 背景下的
创新路径，建设本土化慕课课程，以期为相关工作者提供有益借鉴，从而促进 MOOCs 在我国大学教学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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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MOOCs（慕课）作为“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缩写，属于一种大

规模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发起于美国开放在线课程，触动了以教育

证书为主的高等教育根基，进而引发各国高校震动。自此之后，已

有数百个高校加入到 MOOCs 之中，开设或制作 MOOCs 课程，我国

高校同样如此，其借助网络穿越了大学“围墙”，大学亟需直面

MOOCs 带来的挑战做好教学管理创新，从而推动高校实现创新发

展。 

一、积极开发MOOCs课程，与国际平台合作 
MOOCs 作为全球顶尖大学应届信息技术催生教育改革所采取

的行动，受到体制机制、思想观念及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在

资源共享方面获得的进展仍较为有限。所以，应当从人类文明发展、

社会现状反思大学使命与责任，在信息化时代下明确大学精神。在

此过程中，一是大学应当基于自身条件与优势，通过全面评估后建

设与开发 MOOCs 课程资源。目前，可选择性建设和开放一批内容

成熟、基础扎实、积淀身后、突出特色的课程[1]；二是加强建设课

程开发团队，团队成员包含同行优秀教授、学习评价专家、网络课

程设计专家、课程运营管理人才、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专家等人员，

构建高水平开发网络课程团队；三是解放思想，在大学中实现教育

改革的全面深化，实现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将大学封闭状态与孤

立状态打破，以营造和谐共赢的新文化氛围[2]。并且，以开发建设

网络课程作为桥梁，推动自身与其他国内大学、国外大学实现

MOOCs 课程建设的协作，强化与国际 MOOCs 平台合作，推动 MOOCs

课程实现进一步的共享与开放。在建设 MOOCs 课程中，只有突破

大学之间传统体制的束缚，方能推动网络课程实现创新发展，进而

实现大学教学管理深层次、全方位的变革。 

二、构建MOOCs教学管理文化，迎合MOOCs发展 
教学文化指的是在价值观印象下，学生与教师在教学中所构成

的稳定教学方式，包含学习态度、教学思想、学习心理、教学模式、

教学制度及教学风俗习惯等。为了更好地迎接 MOOCs 课程带来的

挑战，大学应当构建符合 MOOCs 要求的教学管理文化。 

一是建设在线教学文化。教学中在线教学文化属于教学文化亚

文化，以“开放”为核心理念，以网络为凭依，融合了隐性与显性

特点。为迎接 MOOCs 挑战，应当以教学中心逐渐转变为以学生为

中心，从终结性评价转变为形成性评价，追求师生主体的平等交流，

构成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文化[3]。在大数据时代下，构建碎

片化学习文化、思维观念，养成相应学习习惯，引导和鼓励师生利

用业余的碎片化时间进行碎片化学习阅读，掌握挖掘、筛选碎片知

识的能力，对其进行重组、分写和构建，以把握碎片知识结构性、

系统性以整体性，构建全新知识体系。 

二是建设学习共同体文化。以交互平台为依托建设学习共同

体，让学习共同体之间能够通过共同分享知识、共建知识及反思性

学习，达到知识共享与创新的目的，推动学生之间不同文化的交融

与理解。并且，实现网络虚拟与面授学习的结合，混合学习空间，

将文本教材与食品课程资源结合，整合翻转课堂与传统讲授课堂，

让学生从以往的被动接受转变成自主学习，提高其知识建构与自主

学习能力。 

三、创新教学管理制度，实现教学本土化 
1.实行 MOOCs 认证制度 

学校应当制定专业 MOOCs 课程教学与认证管理方式，便于将

MOOCs 平台优质课程效果发挥出来，可组建专家委员会对纳入教学

计划课程进行评估筛选，通过混合式教学方式，让学生根据 MOOCs

要求实行论坛讨论、学伴互评、在线测试、提交作业等活动[4]。而

考试过程中，由本地教学团队负责组织，保证结果公平客观。并且，

此种情况下，学校可为注册选课的学生予以 MOOCs 平台认证证书，

获得相应分数与学分后，即可免修相关校内课程。同时，推进学历

认证，将慕课平台认证结合大学认证，当学生完成慕课且通过考试

后，即可授予其学习证书，形成专业学历认证。 

2.改革教学管理方式 

在教学管理中，一方面应当加强学分制管理，实行弹性学制，

完善学生学籍管理、选课、注册、成绩管理、课程教学、教学评价

等支持在线管理，推动行政教学向信息化发展。并且，完善团队管

理办法，进一步将慕课教学质量提高，为慕课开发教师提供技术支

持与专业服务，调动教师慕课开发积极性与创造性[5]。另一方面，

则健全学习评价方式，确保慕课学习效果，采取过程性评价方式，

探索原辰在线考试、第三方机构组织考试，有机结合课堂视频学习、

作业完成、论坛讨论表现及考试成绩，让考试贯穿于教学整体过程，

提高考核客观性与科学性。 

总结：综上所述，大学教学管理作为根据教学及管理活动，对

教、学双边活动进行组织、计划、控制、协调及评价，达到既定活

动目标的过程。在教育信息化改革背景下，MOOCs 作为新型在线教

学模式，大学应当从课程开发、文化建设及制度创新这几方面出发，

做好教学管理工作，从而推动我国在线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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