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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研究生 MOOC 优质课程建设研究
 张少君　王明雨 *　刘冰冰  

（山东交通学院 船舶与轮机工程学院，山东 威海 264310）

摘要：针对高校硕士生这一特殊的群体，其优势突出、弱势

明显，需要“因材施教”，传统的授课方式已不能保证教学质量，

急需新的授课方法及教育方式。 本文以 “深度融合 改革创新 

变轨超车”为主题，在新工科建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结合 MOOC

教学的最新发展及方法，对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需求的培养模式，

采用特色 MOOC 建设与信息化教学、新工科建设的举措与实施路

线和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方式方法等进行研讨， 贡献智慧、开出良

方，进一步将 MOOC 教育教学与新工科建设引向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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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 MOOC 环境下，海洋特色专业的硕士生研究生的教育

质量管理，在国内外尚未见报道。“MOOC”（慕课）概念在 2008

年由 Dave Cormier 与 Bryan Alexander 教授第一次提出，又称为“翻

转课堂”或“微课”，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是“互联网 + 教育”

的产物，主要特点为大规模、开放课程及网络课程，2011 年，斯坦

福大学 Sebastian Thrun 与 Peter Norvig 联合开出的一门《人工智能导

论》的免费课程，全球 160000 多人参与其中，包括由哈佛、麻省

理工等十几所世界顶尖名校，掀起了一场震动整个高等教育界的“慕

课”教育风暴，唤起了对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重新审视。2013 年，

慕课正式进入中国。目前，我国上线慕课数量已达 5000 门，学习

人数突破 7000 万人次，慕课总量、参与开课学校数量、学习人数

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已成为世界慕课大国。MOOC 联盟以全

国优质课程资源为基础，打造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慕课平台，希望

通过慕课来真正实现我国教育的新变革。 幕课已经成了高校教学必

须研究和面对的新课题。“慕课”模式的设计理念，极大的体现学

生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研究生慕课学习与脱产学生

的方式实施 MOOC 教学虽不完全相同，但是可以尝试借鉴其理念解

决在职研究生课堂教学难以解决的问题。

二、为充分体现自主参与意识和自主发展的教学目标，MOOC

视域下的课程引导学生在互联网上通过微视频学习，提升能力，

增加课堂教学科技含量的教学。慕课可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将“外

部”机制转化为学生“内部”的能动活动，让学生将接受知识的

过程变为积极主动参与、内化、吸收和运用的过程。 MOOC 环境

下的硕士需要从以下方面研究（图 1）。

图 1　 探索基于 MOOC 的硕士的教学管理新模式

包括： 教学数据的定量分析； 学习数据的搜集和分析； 教

学效果的反馈评估； 紧扣课程的科学实践和创新； 知识学习和应

用的有机结合： 课题的研究实施过程中，在教学中选取不同的有

代表性的教学内容和课型，进行微视频的整合，为重新构建新的

教学模式，提供一种科学依据和实践经验。 教学方案的设计： 对

MOOC 网络框架进行学习与研究，设计 MOOC 教学方案，实现教

学环节的全面贯通、整合和互动。

以山东交通学院研究生课程《船舶防污染技术》为模式课程，

在研究生教育上导入 MOOC 教育模式，可以发挥管理的整合系统

的最大潜能，谋求更高的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1）对 MOOC 环境下，《船舶防污染》课程硕士教学方案

的设计与研究；

（2）将课堂教学被切割成 10-20 分钟“微课程”，上课两周

（至少）之前由任课教师录制好教学视频和设计好的若干思考题，

传到 blackboard 平台供学生学习与思考；

（3）将研究生以工作单位为单元进行分组，随机指定各小组

制做“微课程”在课堂上播放，由老师点评、补充和知识拓展，

当堂给出小组平时成绩；

（4）课堂由《船舶防污染》课程教师课前精心设计的小问题

连贯而成，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开启全面的互动教学，当堂给

学生平时成绩；

（5）教师在运用 MOOC 教学过程中，方案的编制、实施策

略以及教学效果的反馈（包括课前、课堂以及课后的反馈）的研究；

（6）研究学生在进行《船舶防污染》课程 MOOC 视频学习时（包

括课前、课堂以及课后），如何运用自主、合作和探究学习方式

学习各部分学习内容。

三、结语

“MOOC 的设计与研究”把“MOOC”所制作的“教学视频”

作为一种“新概念”教材的引入，重塑高效课堂，为课堂教与学

策略的深入开展提供新的视角。教师创造性探索教与学相结合的

教学结构，由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

在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形成自主探究能力，为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提供策略和典

型范例。积极构建适合学生特点的“微视频”教学模式，将对硕

士教学质量的提高、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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