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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中国劳动力数量巨大,但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

变之中,人力资源质量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中国对成人学习的需求比其它国家强烈得多。 互联网技术的

进步给中国成人学习带来新机遇,中国成人学习也迫切需要拥抱互联网技术。 本研究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对中国

成人学习带来的变革,认为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给中国成人学习带来了两次重大机遇:一是 E-learning 的出现,使
中国成人学习得以全面普及,突破性地拓展了中国成人学习的广度,至少理论上中国成人学习可以实现全覆盖;
二是 MOOC 的冲击,极大地提高了成人学习的自主性,增强了成人学习的深度。 在两次机遇中,高校与企业都扮

演着重要角色。 本研究在具体分析两次机遇下高校 E-learning 及企业 E-learning、高校 MOOC 及企业 MOOC 对

成人学习变革的基础上认为,移动学习技术未来将给中国成人学习带来第三次新机遇,使得成人学习加速,大规

模促进成人社会化学习。 本文提出成人学习的技术变革模型,认为技术变革的环境要素有经济、信息化、人群三

个方面,技术变革的路径选择有接受性学习、探究性学习、社会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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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巨大,但是人力资源质量不

高。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14 年

中国劳动力资源人口为 92148 万,为全球第一,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的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力资

源指数(Human Resource Index)为 0. 719,排全球第

九十一位,两者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经济总量已跃

升世界第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单靠人口红利,
还需要依赖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需要从粗放

式增长转向集约式增长。 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

中国需要从人力资源数量优势转向人力资源质量优

势,成人学习是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 基于此,中国

提出了“发展终身学习,实现学习型社会冶战略。 当

前,中国迫切希望成人学习能实现跨越性发展,促进

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带

来了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革。 中国拥抱互联网信息

时代的到来。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5)统

计,截至 2015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 68 亿,互
联网普及率 48. 8% ,可以预计,未来中国互联网普

及率会越来越高,网民规模越来越大。 互联网时代

给成人学习带来了巨大变革:在线学习得到广泛应

用。 与面授学习相比,在线学习具有独特优势:任何

人可随时随地学习;学习者数量越多,平均成本越

低,且边际成本接近于零。

图 1摇 中国网民规模

两个原因促进了中国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成人学

习的融合: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技术力量变革

并快速推动成人学习,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另
一方面,中国巨大的网民数量为新的学习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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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了支持。 由于人数规模大,中国成人学习应

用学习技术的优势更加明显,效果更加显著。 互联

网信息技术是如何快速推动成人学习的呢?

一、E-learning 的出现:
中国成人学习的全面普及

摇 摇 2000 年前后,中国出现 E-learning,并给成人学

习带来了变革性机遇,企业一线员工突然有了可以

通过 E-learning 的机会。 而在以前,由于经费及时

间限制,一线员工往往缺乏面授学习机会,只有约

20%的中高层经理才有。 E-learning 打破了这一限

制,使得学习覆盖率实现突破性提升,实现全员覆

盖。 一线员工有两类 E-learning 学习模式可以选

择:一是企业提供的 E-learning 模式,属于非学历教

育,为员工提供内部培训。 二是高校提供的远程教

育模式,属于学历教育,学习者可获得教育部颁发的

专科或者本科学历证书(实际上,远程教育和 E-
learning 是针对同一件事情不同角度的称呼,E -
learning 是从学习者的角度去称呼,而远程教育是从

教育机构的角度去称呼,国际上用 E-learning 或者

distance education 两种称呼都常见)。
高校远程教育与企业 E-learning 是两种不同的

为成人学习提供支持服务的模式,差异较大。 首先,
学习对象存在差异。 高校远程教育面向的是没有接

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企业 E-learning 面向的是内

部员工,无论他或她学历的高低。 其次,学习内容存

在差异。 高校远程教育按学科体系进行组织的,更
加体系化;企业 E-learning 的内容按岗位胜任能力

组织的,内容更具岗位针对性。 第三,评估与认证差

异。 高校远程教育的评估按高等教育评估体系实

施,学习者完成规定的课程学分及毕业论文,可以获

得学历证书;而企业 E-learning 的评估一般采用柯

氏评估模型,不仅需要从反应认知层面、学习认知层

面进行评估,还需要在行为、绩效层面进行评估。 第

四,属性差异。 高校远程教育是将高校教学资源进

行外溢性服务,是高等教育的外延,具有一定的公益

性;而企业 E-learning 是企业培训的组成部分,为企

业的绩效目标服务。
(一)高校远程教育

高校最先敏锐地觉察到互联网信息技术对成人

学习带来的影响。 我国高校远程教育开始于 1998

年,主要动机是满足市场需求,提升没有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劳动力的学历。 高校招生录取率(见图 2)显
示,在早期,相当大比例的高考生没有能够获得高等

教育机会。 比如,1977 年的高考录取率最低,为 4.
8% ;2014 年高考录取率最高,为 76% (高考网,
2015)。 从 1977 年到 2014 年,参加高考总人数为

18923 万,录取人数为 8705. 2 万,没有获得高等教

育机会的人数是 10217. 8 万,占 54% 。 也就是说,
从恢复高考以来,我国累计有一大半考生落榜(见
图 3)。 这部分人目前都处于在岗工作中,没有达到

六十岁退休年龄。 这就是说,中国有一亿在岗劳动

力有潜在学历学习需求。 正是庞大的群体需求,促
进了信息技术与学历教育的拥抱与融合。

图 2摇 1977-2013 年中国高校招生录取率

图 3摇 1977-2013 年高考落榜生数

由于远程教育有利于高校打破围墙,将教育资

源服务于社会,从 1999 年到 2006 年,教育部(2006)
共批准 68 所高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正式

开启远程教育工程。 在推动高校远程教育的同时,
教育部制订了一系列政策规范高校远程教育的发

展。 第一,明确高校远程教育的定位是针对成人。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网络教育规范管理的

通知》(2005)指出,“网络高等学历教育是主要面向

成人从业人员的非全日制教育冶。 第二,明确证书

的性质是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证书。 200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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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教育部关于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学历证书和学

位证书规范管理的通知》(2007)要求,“授予成人高

等教育学士学位并相应颁发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

证书冶,避免由于证书规范不够而导致的招生纠纷。
第三,对招生质量进行规范。 《教育部关于对现代

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学生部分公共课实行全

国统一考试的通知》 (2006)要求,高校网络教育学

生的部分公共课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由全国高校网

络教育考试委员会具体组织落实,统考科目为英语、
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或者大学语文。 这项制度对

远程教育毕业生素质设置了基本门槛。
截至 2014 年,中国高校远程教育累计招收本专

科生共 1500 万人,毕业学生 600 余万人。 高校远程

教育开设 299 个专业、1560 个专业点,覆盖了工、
理、文、法、管理、农、医、教育、经济、历史、哲学 11 个

学科门类。 另外,高校远程教育在促进区域发展均

衡、丰富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方面也发挥了较大作用。
高校远程教育目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挑战,

最大的挑战是经济利益及教学质量。 一些高校将远

程教育作为赢利的手段。 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

高校不顾实际能力扩大招生,最终导致盲目招生、质
量下滑及教学事故。 将追求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标

背离了举办高校远程教育的初衷。 第二,质量是高

校远程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学历公信力不高。 调

查指出,高校远程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不如成人自考。
因此,如何在质量与数量两个方面把握适当的

“度冶,是值得高校深入思考的问题。
(2)企业 E-learning
企业为什么选择 E-learning? 为什么 E-learn鄄

ing 在企业发展迅速? 吴峰(2012)认为,企业开展 E
-learning 的动机主要有三点:第一,降低培训成本。
面授培训需要采取集中式,成本相对较高,特别是对

于跨地域、分支机构多的企业。 采用 E-learning 培

训可以节约六分之五至三分之二成本。 第二,提高

培训覆盖率。 一般来说,企业面授培训遵从二八定

律,即 80%的培训资金用于 20% 的人员培训,特别

是用于企业管理层,基层员工得到的学习机会不多。
E-learning 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状况,可以实

现全员培训。 因此 E-learning 培训的开发与实施,
使得以前企业高层员工才有的学习机会向基层转

移。 第三,为员工提供更多个性化学习机会,员工可

选择的课程数量增多,可以根据需求学习。
中国企业 E-learning 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

段(吴峰,2010):2000-2003 年的起步阶段,主要表

现为学习借鉴美国 E-learning 的经验,形成中国 E-
learning 产业;2004-2008 年的尝试阶段,主要表现

为 E-learning 逐渐被企业认可,中国银行、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等大型企业率先实施企业 E-learning;
2009 年后的发展阶段,大中型企业独立建设 E -
learning 体系,不断深入应用,大量小型企业采取租

赁专业公司提供的 E-learning 账号,实践探索 E-
learning,E-learning 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

期,企业对 E-learning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其应用

和投资更加理性,并逐渐形成自己的 E-learning 政

策和制度,建立了专业团队。
调查显示(吴峰,2010),2008 年到 2012 年间,

企业 E-learning 人次增长 65% ,在线学习时长增长

27% 。 另外,对四十家企业培训部门和企业大学校

长的调研显示,未来企业 E-learning 承担的培训量

占企业总培训量约 70% (吴峰,2012)。 另一项针对

171 家企业在线学习的调查显示,企业 E-learning
在一线员工培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1. 72%的学

习者是来自一线的员工(吴峰,2015)。

图 4摇 企业 E-learning 的对象来源

企业 E-learning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挑

战,最大的挑战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学员积极性难

以激发。 在线学习与面授学习相比,缺少趣味性及

互动性,会严重影响在线学习者的学习动机;第二,
难以与传统面授培训有机整合。 传统的面授培训在

企业实施多年,而在线学习是新事物,两者间如何协

作,需要不断探索磨合;第三,业务部门的支持力度

不大。 因此,企业 E-learning 项目需要与业务部门

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以调动业务部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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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OOC 的力量:中国成人自主学习的爆发

摇 摇 2012 年,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知名高

校的MOOCs 快速发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高等

教育带来深刻变革。 2013 年 4 月,北京大学率先启

动“北京大学网络开放课程冶项目建设,确定 5 年内

开设 100 门课程的目标,并制订了《关于积极推进

网络开放课程建设的意见》,中国高校正式起航

MOOC 的研究与实践探索。 随后,清华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展 MOOC 实践。 2015 年 4
月,教育部制订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

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与加强中

国高校 MOOC 的开放与发展。 随着 MOOC 在高校

的快速发展及取得的成效,企业也起动了 MOOC 探

索。 2014 年,华为公司等多家企业开始 MOOC 的开

发与应用探索。
MOOC,即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开放及免费是

它的两个主要特征,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选修

MOOC 课程。 针对高校 MOOC 的研究发现,MOOC
的学习对象不仅仅包含高校学生,还包含大量的成

人学习者。 本文针对北京大学某门 MOOC 课程学

习者的调查显示,成人是该门 MOOC 的学习主体,
30 岁以上的占 79% (见图 5)。 该调查还显示,学习

者来自高校的仅占 27. 7% ,而来自企业的占 56.
6% ,来自政府的占 11. 5% (见图 6)。 由此可以看

出,高校 MOOC 逐渐成为成人学习的主要路径,特
别是受到企业员工的欢迎。

图 5摇 北京大学某门 MOOC 课程学习者年龄分布

企业员工选学 MOOC,是员工自己的主动行为。
霍曼(Hohmann,1995)指出,主动学习是由学习者发

起的,不是由教师手把手教或传递进行的,它强调学

习者创造性地学习,是一种知识建构型学习。 他认

为,促进主动学习有五个条件:有丰富的学习素材;
能够选择学习素材;有机会对学习素材进行探索;在
学习中与他人协作;学习支持。 可以看出,MOOC 模

式提供了主动学习的条件,使学习者的主动学习能

够发生。

图 6摇 北京大学某门 MOOC 课程学习者来源

(一)高校 MOOC
高校开展 MOOC 的最初动机不是为成人学习

服务的,而是为高等教育改革及高校学生教学服务。
比如,北京大学开展 MOOC 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学

校的教学水平,辐射优质教育资源,强化社会责任与

贡献,促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是 MOOC
的开放、互联、免费等特征,间接地为成人学习提供

了机会。 MOOC 迅猛发展并受到成人欢迎的原因在

于:它满足了成人接受一流教育的潜在需求。
MOOC 出现后,人们可以由此免费获取一流高校的

课程;MOOC 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低成本、广覆

盖,为满足成人接受优质教育提供了解决方案;而
且,这种需求即使在已经获得高等学历的成人中也

广泛存在。 本研究针对 MOOC 课程学习者的学历

调查显示,已获得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学习者达

64. 17% ,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为 1. 5% 。 而高

校 E-learning 的学习者对象全部是专科或高中学

历,这也体现出了高校 MOOC 与高校远程教育之间

的差异,高校远程教育是学历学习,而高校 MOOC
体现的是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

MOOC 学习最突出的特点是自主性深度学习。
这种自主性首先体现在学习者完全是自己选修课

程。 北京大学某门 MOOC 课程的调查显示,72. 3%
的学习者来自于校外,也就是说,学习是学习者自愿

的。 第二,MOOC 的学习是协作式、探究式的,是深

度学习。 MOOC 学习者不像传统课堂那样仅仅学习

老师教授的内容,还需要围绕课程主题开展学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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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之间相互协作式、小组内部及小组之间的探究

式学习。 第三,MOOC 注重自我评价及学员互评,强
调学习者自己以及学员之间对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

的评价。 由此可以看出,MOOC 创造了自主性、开放

性的评价方式(郭文革,2015)。

图 7摇 北京大学某门 MOOC 课程学习者学历水平

中国目前主要有三个 MOOC 平台,分别是清华

学堂在线、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上海课程共享

中心。 清华学堂在线 2013 年 10 月组建,是教育部

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研究交流和成果应用平台,目前

开设 165 门课程。 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 2013
年组建,73 所高校加盟,目前上线课程 42 门,认证

课程 23 门。 上海课程共享中心 2013 年 5 月组建,
30 所上海高校加入,上线课程 52 门,认证课程 27
门。 以北京大学为例,北京大学开设 44 门 MOOC
课程,例如电磁学、东南亚文化、中国古代史等,每门

课程平均选修人数超过一万。 高校 MOOC 的挑战

是辍学率高,也就是学习者最终完成学习拿到证书

的比例较低,约 4% -10% 。 无论是中国高校 MOOC
或者其它国家的 MOOC,情况大都如此。 对此的一

个解释是,许多学习者并非为拿证书而学习。 有的

学习者同时选择多门课程,但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放
弃一些课程是合理的(汪琼,2013)。

高校 MOOC 也面临挑战。 第一,MOOC 课程是

按照高校的学期周期去开设的,课程时间长。 而成

人学习是在岗学习,要兼顾工作,因此全程完成课程

的成人学习者较少。 第二,MOOC 课程作业频率与

考核要求是按照在校生标准设计的,这对成人学习

者有一定难度。 适应成人学习者的解决方案是将课

程模块化,即一门 MOOC 课程分成几个模块,成人

自己选修,并且减少成人学习者的作业频率,改变考

核方式。
(二)企业 MOOC
高校 MOOC 内容是通识性知识,不能满足不同

企业的员工学习需求。 随着 MOOC 的发展,一些企

业开始实践探索 MOOC。 企业 MOOC 与高校 MOOC
相比,不同在于:第一,企业 MOOC 的出发点更多的

是基于绩效技术模型,从企业业务部门存在的绩效

差距和问题出发,将 MOOC 作为培训手段,目的是

提升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最终提升个体绩效与组织

绩效,为企业战略服务。 高校 MOOC 服务于社会,
而企业 MOOC 更多的是服务于自身发展,企业

MOOC 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组成部分。 第二,知
识差异。 高校 MOOC 的知识是属于“为什么冶(know
-why) 和 “是什么冶 ( know -what) 的知识,而企业

MOOC 知识属于“怎么做冶(know-how)和“谁来做冶
(know-who)的知识,也就是传授的知识类型存在差

异。 第三,课程差异。 高校 MOOC 更多的是大学课

程教学在 MOOC 平台上的移植,课程周期与大学课

堂教学周期基本一致。 大学课程周期一般 12 -16
周,周期较长,而企业 MOOC 课程的周期一般 4 -8
周。 从课程性质上看,高校 MOOC 理论性强,有较

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而企业 MOOC 问题导向性

强,系统性弱(吴峰,2015)。
企业 MOOC 与企业 E-learning 都由企业培训部

门管理和运作,但是企业 MOOC 与企业 E-learning
也存在差异。 第一,教师支持与教学环境差异。 企

业 MOOC 背后有教师支持团队,课程与教师有机结

合,教师对课程内容与质量负责。 由于有教师支持,
MOOC 平台的学习吸引力更强。 企业 E-learning 课

程往往没有师资支持。 第二, 知识差异。 企业

MOOC 的知识属于企业创造的,而 E-learning 更多

的是外部购买的第三方课件知识。 企业 MOOC 课

程知识重要性大于企业 E-learning 课件。 企业 E-
learning 的课件知识在购买时就已固化,不再更新,
知识容易过时,而 MOOC 课程可以不断更新。 企业

E-learning 的调查显示(吴峰等,2010),员工认为 E
-learning 的课件知识过于陈旧是影响员工 E-learn鄄
ing 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比如,华为公司从 2013 年开始准备实施企业

MOOC,2014 年该企业 IT 部门自主开发完成 MOOC
平台。 目前,该企业 MOOC 平台及 E-learning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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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是独立的两个系统。 MOOC 工作的推进与管

理由该企业大学负责,目前已开发七门 MOOC 课

程,例如客户拜访与沟通、合同管理、前沿技术培训、
外籍员工培训等。 MOOC 课程开发由业务部门负

责,业务部门组成三人左右的开发团队,技术支持由

企业大学负责。 MOOC 仅面向企业内部员工开放,
每门课学习人数约 300 人。 大多数 MOOC 课程属

自愿选修,但是某些特定的 MOOC 课程要求特定的

业务部门员工必修。 能坚持完成课程的学员人数占

最初报名人数的 70% -80% ,也就是流失率约 20%
-30% 。 通过考核的学员可以拿到企业 MOOC 课程

证书,人数占 30% -50% 。 与高校 MOOC 不同,企业

MOOC 课程通过率较高。 企业 MOOC 课程学习者

远远少于高校 MOOC 课程,这是因为企业 MOOC 还

没有对外开放。
企业 MOOC 呈 现 以 下 特 征: 第 一, 它 属 于

cMOOC 类型。 MOOC 包括以联通主义为基础特征

的 cMOOC 和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特征的 xMOOC 两

种,但是企业 MOOC 侧重于知识建构,强调创造、自
治和社会网络学习,因此属于 cMOOC 类型。 而

xMOOC 课程模式更接近传统教学过程和理念,侧重

知识传播和复制,强调视频、作业和测试等。 第二,
企业 MOOC 是基于任务目标的。 它以解决绩效问

题、完成某一项目任务为目的。 企业 MOOC 的对象

是成人,学习难度不高、学习时间不长,这些都与基

于任务式的 MOOC 特征相吻合。 第三,企业 MOOC
目前是 SPOC 模式,面对的是企业内部员工。 未来

企业 MOOC 会开放给行业,甚至实现更大范围的开

放,向全社会开放。

三、移动学习展望:中国成人学习的社会化

摇 摇 2014 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学习科学冶国
际大会上,华盛顿大学学习与脑科学研究所主任安

德鲁. 梅哲夫(Andrew Meltzoff)教授提出“社会化成

为重新理解学习的一个重要维度冶。 社会化学习

(social learning)指通过社交媒体促进个人、团队和

组织的知识获取、共享以及行为改进。 社会化学习

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但是社会

化学习与 E-learning、MOOC 的特征不同。 社会化

学习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学习,比如人们可

以利用移动手机、社交网站 Facebook 或 LinkedIn 进

行互动学习。 而 E-learning 及 MOOC 是教学关系的

再现。 在 E-learning 及 MOOC 模式中,教师与学生、
培训者与被培训者的关系是固定的,知识从教师向

学生、从培训者向被培训者流动,是一对多的单向流

动。 而社会化学习是一种分享式学习、协作式学习,
体现的是去中心化。 知识来源多元化,知识的流动

路径是多对多模式。
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促进了成人与社会化学习

的高度融合,原因在于社会化学习特征与成人特点

高度一致。 成人具备自己已有的经验与知识,更需

要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成人已有的经验与知

识基础之上重构。 知名的社会化学习研究机构

CARA Group 对 125 位美国企业首席学习官开展的

社会化学习调查显示:社会化学习是员工培训的重

要工具,90%的被调查者支持;81%的受访者认为社

会化媒体为员工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98% 的受

访者同意“社会化媒体正改变着员工学习以及获得

信息的方式冶。
社会化学习方式有多种。 在中国,移动学习是

社会化学习的主要方式。 据第 36 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5),截
至 2015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5. 94 亿,较
2014 年 12 月增加 3679 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

的比例从 2014 年 12 月的 85. 8% 提升至 88. 9% 。
手机作为网民主要上网终端的趋势进一步明显。 移

动学习成为社会化学习的主要形式,促进中国成人

学习的社会化转型。
以中国电信集团移动学习为例。 中国电信学院

是中国电信集团的企业大学,中国电信学院负责移

动学习的运营。 表一所示的是中国电信集团员工在

2015 年上半年的移动学习数据,从中可以看出,移
动学习具有以下新特征:第一,移动学习使得学习加

速。 比如半年间的话题发布总数是 255267,这个庞

大数量的学习资源,是员工与员工之间进行频繁交

互而产生的。 移动学习驱动员工的知识创造,使员

工学习内驱式加速。 第二,学习积极性得到提升。
从表一参与度看,点赞的员工比例占 96. 19% 。 第

三,促进了知识建构。 表一显示,评论参与度是 52.
10% ,人均评论数 9. 13,而评论是个知识建构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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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摇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

表一摇 中国电信员工移动学习数据(2015. 1. 1-2015. 6. 30)

话题发布 评论 点赞

参与人数 43981 300752 555268

参与度 7. 62% 52. 10% 96. 19%

行为次数 255267 2745597 9344936

参与者人均行为 5. 80 9. 13 16. 83

移动学习以它潜在的优势,未来会给成人学习

带来新的变革。 中国电信学院指出,“电信学院面

临着严峻挑战:移动学习需求来袭,正式学习流量将

出现大幅下滑。冶移动学习由于具有能真正做到无

所不在、碎片化学习、随时随地交流分享等而受到欢

迎。 移动应用程序和平板电脑在成人学习中的应用

将成为主流,未来关注的主题在于如何为成人学习

者无缝创建学习体验环境;如何为学习者提供相应

的学习策略和移动学习工具,使得移动学习真正得

以发生。
由于移动学习的社会化学习特征、手机网民规

模持续增长、能实现碎片化学习等原因,未来移动学

习将会带来中国成人学习的又一次变革。 移动学习

也面临着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成本。 可以预见

的是,在移动网络流量费用得到大幅降低的条件下,
移动学习的普及面会越来越广,真正实现成人学习

的第三次互联网技术变革。
总之,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成

人学习的发展。 十年前,E-learning 技术领导了成

人学习的变革,使得中国成人学习得以全面普及,突
破性地拓展了中国成人学习的广度;三年前至现在,
MOOC 技术领导中国成人学习的变革,极大地提高

了成人学习的自主性,增强了成人学习的深度。 未

来,移动学习技术将领导中国成人学习的变革,使得

成人学习加速,促进成人社会化学习,使得人与人之

间的学习大规模地发生。 在每个发展历程中,技术

都与中国成人学习的需求及特征高度融合。

四、成人学习的技术变革模型

摇 摇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成人学习的发

展。 十年前,E-learning 领导了中国成人学习的变

革,使得成人学习全面普及,突破性地拓展了中国成

人学习的广度;三年前,MOOC 技术领导中国成人学

习的变革,极大地提高了成人学习的自主性,增强了

成人学习的深度。 未来,移动学习技术将领导中国

成人学习的变革,使得成人学习加速发展,促进成人

社会化学习,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学习大规模地发生。
在每个发展历程中,技术都与中国成人学习的需求

及特征高度整合。
(一)技术变革环境

从 E-learning、MOOC、移动学习等模式的发展

可以看出,每一类型在线学习模式都是在特定环境

下产生的,这些特定的环境要素可以归纳为三点:经
济发展、信息化程度、一定数量的人群。 第一,成人

对于学习的普遍性需求,客观上是由经济发展驱动

的,经济发展对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质量提出更高

的要求,促使成人不断学习。 从微观层面,企业的经

济发展,促使员工不断提升自己的岗位胜任能力,催
生员工的学习需求。 第二,信息化程度。 社会、组织

的信息化程度及个人的信息化素养是实现在线学习

的保障,特别是中国网民数量及移动用户数量的不

断递增,支撑了成人在线学习的发生。 第三,人群指

学习模式所指向的对象。 学习对象的规模大,才能

体现在线学习的优势。
这些环境要素使得技术变革成人学习成为可

能。 中国 E-learning 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例证。 2013
年 MOOC 受到成人欢迎,原因仍然是在于中国经济

处于快速增长状态,成人对深层次学习需求强烈。
移动学习未来会得到快速发展,一方面由于潜在的

对象人群是所有的手机用户,数量庞大;另一方面,
中国信息化程度更高,信息化成本下降,为移动学习

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采取指数方法能更明确地刻画一个国家或者地

区的技术变革环境。 在表二的金砖五国的技术变革

环境中,经济发展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的
GDP 增速数据,信息化采用国际电信联盟( Interna鄄
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2014)数据,人群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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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014 年一个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数据

(360doc,2014)。 每一项进行归一化处理,也就是

将本项值除以本项最高值的得分。 总的环境指数为

三项归一化指数加总。 从表二可以看出,金砖五国

成人学习的技术变革环境指数排序依次是中国、印
度、俄罗斯与巴西、南非。 这个结论与一些研究观点

相一致。 Docebo(2014)公司关于全球在线教育市

场趋势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印度、澳大利亚的在

线学习市场增长速度很快,其中最快的是中国,增长

率达 30% 。 由此可见,环境指数对于其它国家成人

学习的技术变革具有观察与指向意义。
表二摇 技术变革的环境指数

经济发展
(归一化指数)

人群
(归一化指数)

信息化
(归一化指数)

总的环境
指数

中国 7. 4% (1) 18. 84% (1) 4. 64(0. 69) 2. 69

印度 5. 6% (0. 76) 17. 51% (0. 93) 2. 53(0. 38) 2. 07

巴西 0. 3% (0. 04) 2. 79% (0. 15) 5. 50(0. 82) 1. 01

俄罗斯 0. 2% (0. 03) 1. 97% (0. 10) 6. 70(1) 1. 13

南非 1. 4% (0. 19) 0. 73% (0. 04) 3(0. 56) 0. 79

(二)技术变革路径

从知识传递角度看,E-learning、MOOC、移动学

习存在着显著差异性。 E-learning 模式中,知识来

源于教师,知识流动从教师到学习者,学习类型是接

受学习。 在 MOOC 模式中,知识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知识来源是教师,知识流动从教师到学习者;
另一方面,MOOC 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学习者分组学

习,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探究能产生新的知识,新
知识在小组之内流动。 所以,MOOC 学习既存在接

受性学习又存在探究性学习。 在移动学习模式中,
学习者同时是知识的创造者,知识来源于学习者与

学习者之间的创造,知识的流动是从学习者到学习

者,是一种社会化的知识创造与知识传递,社会化是

移动学习的主要特征。 由此可见,成人学习的技术

变革有接受性学习、探究性学习、社会化学习三个路

径。 接受学习以学习者对现成知识技能的理解记

忆、熟练巩固和迁移应用为主线,学习者系统地学习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信息技术在其中的作用主要

表现为促进知识的传递和内化。 探究性学习主要以

学习者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主线,目的是使学习

者通过探究活动建构新的的知识技能,信息技术的

功能主要是提供信息处理。 信息技术在社会化学习

活动中的功能主要表现为社群互动工具,促进广泛

便捷的实时和非实时的交流。
(三)技术变革模型

基于成人学习的技术变革环境与变革路径,本
文提出成人学习的技术变革模型。 这个模型虽然是

基于中国成人学习的研究,但对其它国家与地区也

有普适性。

图 9摇 成人学习的技术变革模型

在本模型图中,经济、信息化、人群三者构成成

人学习的技术变革环境,三者促成变革的发生。 很

显然,在经济发展缓慢、人口少、信息化程度低的国

家,不容易实现成人学习的技术变革。 变革导致学

习模式的发生,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接受学习模式、
探究学习模式、社会化学习模式。 成人学习是以学

习者为中心,处于模型图中的核心位置。 该模型能

很好地解释中国成人学习的技术变革现状与发展

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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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Revolution of
Chinese Adul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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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labor force, although very large in quantity,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in average education level. In
the transition of China爷 s economy from an extensive to an intensive growth mode, human resource quality becomes a
key facto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demand for adult learning in China is much stronger than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While the progress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to China's adult learning,
China爷 s adult learning is also in an urgent need to embrace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China爷 s adult learning when coming across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introduced two major
opportunities for China爷 s adult learning. First, the emergence of E-learning makes the China爷 s adult learning more
comprehensive, expanding the breadth of adult learning in China. Second, MOOC is greatly improving the autonomy
of adult learning, and enhancing the depth of adult learning in China. In these two trends,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鄄
se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adult learning in E-learning, corporate E-learn鄄
ing, MOOC and corporate MOOC. It argues that the future of mobile learning technology will bring China's adult
learning a third new opportunity,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learning of adults.
Key words:the Internet; adult learning; online learn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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