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6 期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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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 2012 年慕课的横空出世，到现在慕课愈来愈广泛地被应用于教育教学中，慕课在带来诸多红利的同时也值得

我们对其反思。本文从学生学习动力不足、资本对慕课的负面裹挟、部分教师过分依赖慕课等角度探讨了慕课究竟会给传统

高等教育带来怎样的冲击。同时提出了将慕课应用到特定场景、政府和平台提供支持与加强管理、高校在交流合作中寻求创

新的优化慕课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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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MOOCs）这个术语是 2008 年由加拿大爱德华王

子岛大学网络传播与创新主任与国家人文教育技术应用研

究院高级研究员联合提出来的。所谓“慕课（MOOCs），是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的中文音译”，

意为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慕课的教学形式最早出现于 2008年，但真正的井喷却

始于 2011年秋，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塞巴斯蒂安·特龙（Scbastian

Thrun）和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在网上推出“人工智

能导论”课程，来自 190多个国家的 16 万人同时注册了该

课程。特龙教授等在 2012年 1月投资推出 Udacity在线课程。

同年，斯坦福大学另外两位计算机科学教授安特鲁·吴

（Andrew Ng）和达芙尼·科勒（Daphne Koller）创立 Coursera

在线免费课程，2012 年 4 月上线，4 个月后学生便突破 100

万。2012年 5 月 2 日，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共同宣布将

创建免费开源在线课程计划——edX。由于各大学、各机构在

2012 年积极推进和有效作为，因此 2012 年也被《纽约时报》

称为“慕课元年”。

面对慕课的发展趋势，在思考清楚慕课是什么、为什么

要做慕课、怎样做慕课之后，几乎所有的顶尖大学都开始积

极地加入这股新风潮，慕课作为高等教育领域里面的新生事

物，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资源。

1 慕课给高等教育体系带来的冲击与改变

1.1 通过影响教育过程而引发的问题

1.1.1 短时间的碎片化学习影响思维深度

互联网时代促进了短视频形式的兴起，人们越来越适应

快节奏的生活，不仅体现在娱乐方面，教育层面也采用了该

形式。慕课一节课的时长一般限制在 5 至 20 分钟之内，能

够更好地利用碎片化时间，同时不给学习者造成较大的心理

负担，使学习者在排队、坐车等可利用的时间内完成一节课

的学习。同时一节课只讲一个知识点的模式让学习者能够迅

速定位自己的短板，并针对性查缺补漏。与之相对应的，线

下课堂实录的形式越来越遭到摒弃，究其原因，和线下课一

致的 45 分钟教学时长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从长远来看，慕课的碎片化教学不利于学习者的深度

学习和连贯学习。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发展具有不同的特

征，小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因此课程时间短，休息时

间长，而高等教育的受众主要是 18 到 28岁的成年人，有较

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碎片化学习削弱了这种能

力，为年轻人越来越浮躁、缺乏自我管控力的态势推波助澜。

1.1.2互动性不强和学习氛围的缺失削减学习动力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慕课的开放性决定了慕课学习

者不受时间、空间等因素的限制，但也使学习者缺失了学校

等固定环境的学习氛围，学习的仪式感不强，不利于注意力

的集中，学习者常常入耳不如心，甚至出现笔记本播放着视

频，学习者依照着惯性盯着电子屏幕却脑袋空空的现象。除

了缺乏学习氛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紧迫感。知识

变成了一个个产品，琳琅满目，任君挑选，只需要点击拖动

几下就可以弥补之前由于思想开小差而错失的内容，唾手可

得的知识让学习者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甚至拖延的态度，大大

降低了学习效率。

1.1.3直接挑战学生的自觉性

慕课虽然有学习进度的记录和测验等环节，但缺乏教师

的直接监督，也缺乏学习者直接表达分享的平台，学习者积

极性很难调动起来。同时慕课将自由学习的权利交给学习

者，也将不学习的权利一并交给了学习者，对学习者的自觉

和自律要求较高。Meyer (2012)在报告中指出，由斯坦福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展的慕课的退出

率高达 80%-95%。例如，50000名参加 Coursera中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软件工程课程的学生，只有 7%完成了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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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还有 Coursera中社会网络分析的课程，只有 2%的参

与者获得了基本的证书，0.17%的参与者获得了高层次编程

的杰出表现证书。慕课的退出率之高和结课率之低说明了如

果慕课成为了未来上课形式的主流，所有的精品课程与学习

者之间难免出现断层，这种断层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忽视

了学习规律和心理发展规律导致的恶果。

1.2 通过影响教育目的而引发的问题

1.2.1“工具”取代“目的”的不良趋势

为了积极响应教育部“互联网＋”和新冠肺炎时期“停

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各大高校基本都将在线教

育模式纳入到体系中来，线上线下混合教育方式被明确写进

了教学计划里，学习通、智慧树、中国大学 MOOK、学堂在

线等国内平台令人应接不暇。这些平台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

无可避免的制造着一些“虚假数据”，表面上数据美观，问

答区欣欣向荣，但数据的一片祥和根本原因却在于学分课,

甚至“代刷网课”也成为了新的兼职市场。学分课激起了一

些同学的叛逆心理，也不符合开放性中根据自身兴趣自由选

择课程的初衷，最终导致一种为了智能化而智能化，线上线

下强行结合，只有形式而不顾学生实际收获的局面，在这种

情况下，这种和“5＋2＝0”相同原理的强行结合要比完全

使用传统教学方式效果更加低微。

1.2.2 资本对慕课的负面裹挟

慕课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使得上课更像是一种表演，同

样的一句话，一旦上传至网络平台成为人人都可以观看的慕

课，其效果就会被无限放大。同时伴随着慕课正规化而不断

加深的经济化，使得一些不良管理和营销致力于打造“明星

教授”，“明星教授”成为众多平台相互角逐中打头阵的“品

牌”标识，但不良管理者和营销者却不会考虑这是否会使处

于大众瞩目之下的“明星教授”深陷泥潭，也不会考虑其他

更多教师成为了陪衬品。

1.2.3 通过影响教育主体而引发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视频能够对学习者产生更大的视觉刺激从

而增加印象，促进学习。但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现状是，

娱乐短视频、流量电影等载体已经将学生的视觉阈限大大提

高，慕课虽然比传统的“黑板加粉笔”教学模式要更加多彩，

但不能寄希望于从这个角度促进学习。而另一方面，我们一

边为当今学生深受虚拟世界的荼毒而担忧，一边又极力促成

其无限依赖虚拟世界。事实上，“慕课”在极短时间内获得

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技术崇拜的表征。而

过分的追求现代化、科技化，却使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了近在

眼前的自然教学资源。刘文典上《月赋》的时候，特意挑在

农历五月十五，那时一轮皓月当空，先生一袭长衫，旁征博

引，学生们围坐一圈，只觉得亦真亦幻。这样的上课方式令

当时的学生宋廷琛直到刘文典去世近三十年后仍然记忆尤

深，可见完全不借助现代科技而是善用自然资源往往也会取

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2 优化慕课使用的态度和方法

从 2012 年慕课年到 2021年，将近十年的时间之内，人

们从一开始的新奇、震惊、怀疑到如今依旧在实践中观望，

大多数人已经能够正视慕课带来的变化，“慕课”不再是一

场热。慕课等教育平台只能充当辅助工具，而不大可能完全

占据线下课堂。就像一生只读一个专业的书籍，不仅会容易

产生疲劳，而且丧失了很多可能性。教学方式也是如此，我

们需要慕课作为适当的缓冲与补充，就像忙碌的生活偶尔也

想看个笑话作为调味品。

2.1将慕课应用到特定场景

过度地吹捧神话慕课和完全地摒弃抨击慕课都不符合

慕课的实际功用和现行发展态势。把握好对慕课的定位是促

进慕课与高等教育相融合的基础。慕课在特定的情形下被善

加利用就会如虎添翼，有以下几种情形适合慕课的使用：

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慕课的观看不应该是强制性

的，学生对课程内容感兴趣可以提前观看了解，上课时做到

不慌不忙跟上老师节奏，课后可以作为温习回顾的资源，加

深印象。

学生延伸学习和查缺补漏。课堂中老师可能无法兼顾每

位同学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强的同学可能不满足于课上，

可以通过慕课进行延伸性学习，学习能力不足的同学也可以

利用课下时间主动查缺补漏，跟上老师的进度。

教师更好地备课。慕课可以作为教师备课的一个重要参

考资源，反复比较和反省，有利于打造更优质的线下课堂，

尤其是新教师，在缺乏直接经验的背景下可以作为重要的间

接经验来源。

非专业人士自学。慕课有效促进教育的普及化和大众

化，体现在非专业人士只要有兴趣，就可以通过慕课获得较

为专业的知识，打破了教育门槛，有利于自身发展，有效地

提升了幸福感和获得感。

2.2政府和平台提供支持、加强管理

慕课即使发展了近十年，在我国仍旧缺乏成熟的技术和

理论。国家应当扩大对慕课发展的财政预算，加大对慕课信

息技术的投入，给予一定的试错成本。同时设置试点，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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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厚的政策支持，研究不同慕课使用模式的利弊。慕课在起

步阶段之时，它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某些乱象和失范行

为，这样就需要政府提供必要制度和规则供给，避免市场化

带来的诸多弊端。

同时，平台也应该加强管理，严格对待上传的课程资源

的审核工作，及时下架不符合规范和质量低下的产品。借鉴

学习其他发展完善的在线服务，加强慕课的个性化服务，设

置更多互动环节，增加学生的参与度。

2.3 高校在交流合作中寻求创新

高校是慕课实际使用和推广的主体，在慕课发展中承担

着无可替代的责任。高校之间应当互相交流借鉴并勇于实

践，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共同探讨学分互相转换的现实性问

题。寻求将慕课与传统教学体系相融合的策略，利用传统教

学方式加深师生沟通，培养健全人格，保留适合教师当面指

导的特殊专业课程线下教授；利用慕课作为辅助手段提高教

学效率，增加学习途径，优化学习体验。不搞“保护主义”，

分享院校特色课程，打造高端精品课程资源。同时，高校还

要加强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本，以更好地

履行服务社会的职能。但应当以教学为中心，不忘育人的初

衷，时刻谨记大学的理念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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