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1

教育论坛: 4卷2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一、研究背景 1

自 2012 年“慕课元年”以来，慕课在全世界得到了

迅猛的发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都开始了慕课

的建设和应用研究。2013 年，在教育部大力推动下，中

国慕课建设开始起步。各大高校积极接轨世界名校，利

用慕课平台进行高校联盟、跨校选修学分等实践尝试，

探索适合本土化的慕课教学模式。然而六年来，慕课在

高校和学术界引发的争议不断。未来慕课的发展如何？

慕课引入高校将走向何方？欢欣鼓舞者有之，认为慕课

是“慕名而来”的“慕课”；振臂高呼者有之，认为慕

课是开启高校教学改革“开幕之年”的“幕课”；袖手

观望者有之，认为慕课如昙花一现，不过是“日暮西

山”的“暮课”；悲观抵触者有之，认为慕课终将是走

向衰亡的“墓课”。

2019 年 4 月 9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慕课大会，将慕

课作为加快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

关键一招，大力推进慕课的建、用、学、管，促进中国

高等教育的“变轨超车”。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特殊情

况无形中助推了高校慕课建设，各高校按照教育部党组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工作要求，充分利用已

上线的慕课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依托

有关在线课程平台、网络学习空间等，积极开展线上授

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同时也暴露出在线教学

平台流畅度、稳定性不强；教师在线教学操作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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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师生互动未达到预期效果；学生管理难度加

大、个体差异大等问题。

二、研究思路和总体设计

目前国内关于慕课的相关会议和文献研究主要集中

在阐释教育理念和应用前景方面，对课程和学科的发展

影响也进行了多种研究。本调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慕课

的主体和受众——高校师生，针对理工科高校师生开展

调查研究，了解高校师生，特别是理工类高校师生对慕

课的认知情况，为高校慕课建设工作建言献策，在开展

慕课建设之前做好顶层设计，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和

教育信息化发展。为此设计了《高校慕课认知情况调查

问卷》教师版和学生版两套问卷，面向华北、东北、西

北、西南、华中等地区数十所 985、211 和普通高校的师

生征集问卷，从中筛选了最具代表性的华北地区理工类

高校教师问卷 81 份、华北地区理工类高校学生问卷 216

份，对开展慕课教学的优势和劣势、面临的机会和威胁

进行了 SWOT 分析。

三、基于问卷调查结果的SWOT分析

首先，从教师个人对慕课的熟悉程度、使用社交

网络和媒体的经验来看，教师知道慕课的途径很多，近

85% 的教师是通过学校和领导知道慕课的，46.91% 的

教师通过同事朋友推荐了解；51.85% 的教师通过社交

媒体了解，还有 18.52% 的教师通过门户网站推广了解。

79.01% 的 教 师 使 用 或 听 说 过 中 国 大 学 MOOC，62.96%

的教师使用或听说过蓝墨云班课，50.62% 的就是使用

或听说过雨课堂。教师日常使用的社交媒体依次为微

信（98.77%）、QQ（49.38%）、 微 博（24.69%）、 论 坛

（11.11%）；80.25% 的教师经常通过社交媒体与学生互动

交流。

第二，认为慕课对教师职业发展具有以下优势：

62.96% 的教师认为慕课能满足师资培训多样化要求，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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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慕课能为培育创新教学团队提供新途径、为教学研究

提供详实数据和样本的比例均为 48.15%，41.98% 的教师

认为慕课有助于提高自身知名度，促进个人职业发展，

37.04% 的教师认为慕课为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创造了新机

会。

第三，教师对慕课教学的态度及开展慕课教学的意

愿：我们欣喜地看到 90.12% 的教师表示愿意学习 MOOC

课程；74.07% 的教师认为，慕课是传统课堂的补充和辅

助工具，22.22% 的教师认为，慕课与传统课堂的发展并

行不悖；88.89% 的教师表示愿意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推

进混合式教学改革。

第四，认为学校、学院推进 MOOC 建设具备的优势

依次为：教师经验丰富，教学功底深厚（61.73%）；学

校领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60.49%），学校声誉好，能

吸引学生学习 MOOC 课程（51.85%）；研发能力强，有

一支专业的信息化教师队伍（46.91%）；同时，推进

MOOC 建设的主要困难也不容忽视，位居前三的因素是：

1. 耗时费力，教师意见不统一；2. 信息化水平不高，存

在技术障碍；3. 资金投入不足。

第五，推进 MOOC 建设给学校、学院带来了机遇：

提供新的教学理念和科研方向（74.07%）；促进教师职

业发展（61.73%）；提高学校、学院声誉（60.49%）；促

进学校、学院招生（45.68%）；

但风险与机遇并存：70.37% 的教师担心公众关注

度和热情消退后，后续建设难以为继；59.26% 的教师认

为慕课学生注册率低，课程完成率低；50.62% 的教师认

为，慕课建设会对现有师资队伍带来竞争压力和心理冲

击；44.44% 的教师认为，市场竞争压力大，投入产出比

不高，慕课建设有失败的风险。

学生问卷则全部采用华北地区高校理工类专业学生

作为样本，其中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占 66.2%、大学三四

年级学生占 31.48%，男生占 82.87%，女生占 17.13%。

仅有 3.7% 的学生表示对慕课非常了解，16.67% 的

学生表示比较了解，59.72% 的学生表示基本了解，还

有近 20% 的学生表示完全不了解。学生使用频率较高

的 MOOC 平 台 依 次 为： 蓝 墨 云 班 课（87.04%）、 中 国

大 学 MOOC（66.2%）、 雨 课 堂（43.52%）、 超 星 学 习 通

（33.33%）。

相比较传统课程，学生认为 MOOC 教学优势居前

三位的是：教学模式灵活，学习进程由自己控制，方

便迅捷（80.56%），免费使用名校、名师精品课程资源

（75%），学习模式新颖多元，更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46.3%）。

认为传统课堂教学的主要优点是：老师与学生，学

生与学生之间交互性强（83.33%），教师能及时回答学生

的问题（57.87%），有利于师生情感的交流（43.98%），

学生的群体意识和集体观念强（40.74%），有利于学生思

维能力的培养（36.57%）。传统教学模式相较于 MOOC，

主要面临以下挑战：兴趣类课程开设少（59.72%），时间

地点较为固定（53.24%），授课时间较长，需要集中精力

（51.85%），教师水平良莠不齐（40.74%）。

学生学习慕课的动力主要源于辅助专业学习需要

（61.57%）、学校强制要求（57.87）、个人兴趣（37.5%）、

拓展技能（23.15%）。35.19% 的学习者选择部分学习内

容，但不参与讨论考试。注册的慕课完成情况也不太理

想，全部课程都完成的学生比例仅占 18.06%，50% 的学

生表示所选课程大部分完成。在慕课学习中遇到的主要

困难有：1. 网络学习外的游戏、视频等诱惑太多，自我

管理和自主学习能力欠缺（57.41%），2. 缺乏交流互动，

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49.54%），3. 学习动力不足，激

励机制欠缺（26.85%），4. 网络条件有限，计算机操作有

难度（24.54%）。

在 传 统 教 学、 慕 课 教 学 和 混 合 式 教 学 三 者 中，

65.74% 的学生更偏爱混合式教学。64.81% 的学生认为

MOOC 学习平台是传统课堂的补充和辅助工具。学生认

为，目前 MOOC 平台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教学

资源多而不精（44.91%）、教学资源不丰富（42.59%）、

服务器不稳定（38.89%）、答题反馈不及时，缺乏互动

（36.57%）。

61.57% 的 学 生 对 学 校 引 进 MOOC 平 台 持 无 所 谓

的 态 度， 表 示 非 常 喜 欢， 希 望 引 进 更 多 的 课 程 的 学

生 仅 占 36.57%。 但 55.56% 的 学 生 还 是 认 为 学 校 有 必

要建设 MOOC 课程。认为高校开展慕课建设的意义在

于：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为更多人提供学习机

会（76.39%），打破高校的围墙，解决传统教学的弊端

（65.74%），提高教学质量（52.31%）。

四、基于调查结果的启示和建议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我国高等教育也

正处于深刻的根本性变革之中。新时代高校慕课建设应

主动“识变、应变、求变”：

席卷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奔腾而至，作

为人才摇篮、科技重镇、人文高地的高校必须统筹研究

部署，在投入慕课建设时做好顶层设计，超前识变。

提高质量、推进公平是 21 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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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进入互联网 + 教育新时代的高校必须应对改革发

展中新情况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因势利导，积极应

变。

网络改变教育、智能创新教育，网络和智能迭加催

生高等教育变轨超车，担负着中国创新发展引领作用的

高校必须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主动求变。

2020 年初的特殊时期如同一剂“催化剂”加速了高

校师生对慕课和在线教学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为高校慕

课建设扫清了认知障碍，开创了一条“开放共享、合作

共赢”的“思变”之途。针对问卷反映出的问题提出了

如下建议。

（一）始终坚持“教师主体”。努力转变教师的教学

理论，提升教师信息化水平，让优秀教师成为使用和建

设慕课的生力军。以“学科带头人 + 青年骨干教师”强

强联合、“优秀青年教师帮扶中老年教师”强弱协同等方

式，创新教师团队组建模式，进一步推广在线学习、翻

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模式。重

视学习反馈与评价，促进慕课更新换代，注重教学实效，

提升教学质量。

（二）始终坚持“学生中心”。从如何让学生“学得

更好”着手，突出问题导向，持续推进混合式教学改革，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课程设计和学习支持服务

充分考虑 00 后大学生“网上原住民”的认知特点和学习

习惯，注重课程育人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切实增强学生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促进个性化学习。

（三）始终坚持“质量为王”。从面广量大的公共课、

通识课入手，逐步拓展到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验课，

建设一个内容更丰富、结构更合理、类别更平衡的慕课

平台。大力加强慕课质量管理，积极推进校际之间的学

分认定制度，让高质量的“金课”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

惠及每一位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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