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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学变革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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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慕课作为新兴的教学模式，引起了各种观点的碰撞争鸣，因其符合数字化时代的发展特色，形式适合高职学生的学

习习惯，课程内容丰富，必然引发高职院校教学模式的变革。随着计算机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高度普及，推进了教育现代化的

进一步发展。“慕课”随之应运而生，并得到了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广泛认可和推广为该领域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

遇，随之而来的还有全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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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MOOC 背景下的高职教学变革研究，将传统课程教学优

势和在线开放课程的优势相融合，充分体现学习者的中心主
体地位，提高教学效果。

二、MOOC 简述
MOOC 也称为慕课，慕课教学是“互联网 +”的产物，

通过线上教学模式，帮助学习者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慕课授课的方式仍然脱胎于传统的授课模式，是传统课堂的
网络版。在慕课上学习，你既可以听到学术界权威的讲座，
也可以与其他听众实时进行线上讨论交流。在国内普及慕课
教育模式，既有助于实现社会教育公平，也有助于向社会大
众宣传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文化素养，最终增强
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

三、慕课背景下高职院校的教学改革路径
（一）坚持“开放共享”的崇高理念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公平的、崇高的事业，在慕课的帮助

下，传统高校教育插上一双腾飞的翅膀，将教育的种子播撒到
世界各地，高职院校也应深切认识到自己身上所承担的播撒教
育种子的重任，保持宽广的胸怀和极大的气度，主动承担起自
身重任，向全社会共享自己所拥有的教育资源，拒绝垄断。
（二）强化国际合作，开发精品课程
首先，高职院校可以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引入充足资

金和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到慕课课程的开发、建设与研究中，
还要不断扩充慕课课程的供应主体，让慕课课程变得更加多
样化，使其能够满足院校内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化学习
需求。在进行院校内课程建设时，也应该注意把握重点，分
清主次，谨慎合理地选出一批内容完善、特色鲜明、教学经
验累积丰富的精品课程。另外，要想提高慕课课程的建设质
量，仍然离不开强大的精英力量支持。慕课课程的创造性开
发环节、运行环节、评估环节等都需要专业人员来负责。因
此，院校还应该组织一批课程开发思路清晰、方向明确、技
术过硬的教师组建高水平团队。最后，高职院校还应该挣脱
传统教育体制的枷锁，积极推动与国外高校的合作，打破原
有的院校之间相互隔绝孤立的状态。高职院校教师也应该迅
速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对自己进行清楚合理的定位，为使用
慕课平台进行学习的学生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指导，利用多样
的方式履行好自己作为学生导师的职责。
（三）打造慕课运行的良性发展环境
1. 稳定的网络环境
具体包括宽带、无线网络、网络教室等。另外，稳定的

网络环境还离不开各种新技术的支撑，比如云技术、虚拟技
术。这些技术整合了校内各个专业的海量教学资源，学生可
以根据需要随时调用资源，省时又省力，因此校方也要积极

引进新技术。
2. 合理的教学平台
有条件的高职院校独立研发教学平台，也可以直接从外

部购入比较成熟的慕课平台。自行开发的平台要设置清晰的
学习导航，帮助学生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规划好各学习模
块，比如授课模块、课后练习模块、讨论模块，还要创建服
务于教师、家长、校方的交互式平台，比如常见的 QQ 家长
群、微信讨论组。此外，慕课最大的优点之一还在于学习者
的参与，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应该充分利用在线论
坛，积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开展讨论，与他们进行资源
共享和学习方法交流，以启发自身。

3. 系统化的课程资源库
在进行课程资源库建设时，要利用好本院原有的精品课

件和课程，并将其汇总，方便学生查阅学习资料，以获得最
舒适的学习体验。学校还可以购买一些校外的精品课程、名
师课程作为对本校课程资源库的补充，但一定要谨慎、科学
地选择，切忌因选课过多而给学生带来较大的学业负担。
（四）随时对平台内容进行更新
高职院校课程设置要更注重技术性，而技术是不断被突

破的，是日新月异的，因此，慕课内容也应该不断更新。教师
在设计慕课教学内容时，应该充分结合社会时事与行业发展最
新动态，增强授课内容的实用性，这样既能提高学生对本门课
程的兴趣和关注度，也有助于让学生认识到学无止境的道理，
并养成学以致用的思想观念，真正培养出高实用性、高创造
性、高适应性的专业人才，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四、结语
MOOC 背景下的高职教学变革将 MOOC 学习与传统课

堂教学相结合，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时空制约，延展课堂教
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网络在线课程学习，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并能根据高
职学习者学情实现个性化学习，对其他课程的教学改革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本论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 2020 年度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基于混合式教学的慕课建设研究与实践——以
《影视短片制作》课程为例》（课题编号：SJGZY2020145）阶
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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