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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慕课面世已五年，对全球高等教育渗透性影响逐步显现。更多的课程开始采用慕课资源尝试混
合教学模式，如ＳＰＯＣ、翻转课堂，并基于学习数据分析，改进课程的教学设计；一些优秀的课程因为慕课营销而
获得了可持续改进的经费，这一现象也激励了更多老师和学校推动课程慕课化进程；一些专业开始尝试模块课

程，结合培养方案和弹性学制体现了对学生发展的关怀，推动了培养方案层面结构和流程的调整。慕课推动了

高校之间学分互认、教师交流等更多层次的合作，也推动了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融合，高等教育普及化有了新

的发展渠道。本文基于对慕课发展的跟踪研究，从课堂教法、课程结构、培养方案、高校合作以及高等教育生态

格局等方面，揭示了全球高等教育正在走向后现代的变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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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慕课在美国兴起时，一些媒体报道和研
究报告曾预言慕课会对高等教育系统带来革命性影

响，有人形容其像海啸，有人比喻其如雪崩（Ｂａｒｂｅｒ，
２０１３）。迄今全球已有６００多所大学参与，课程总数
超过 ４５００多门，注册学员数达 ４千万①（汪琼等，

２０１５）。表面上看，慕课没有对高等教育系统带来
摧枯拉朽的震荡，但是慕课运动对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的渗透性影响已经显现，这从课堂教法、课程

结构、培养方案、高校合作模式、高教环境等方面都

可以看出，国外高校已经开始了创新教学改革之旅，

以探索适应互联网时代高等教育教学发展的新模

式。本文细数已初见端倪的六种迹象，希望能够引

起中国高等教育学界的关注。

一、翻转课堂教学法开始流行

慕课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影响从单门课程的

教法改革开始。翻转课堂教学法源于高校（Ｌａｒｇ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闻名于基础教育（Ｂｅｒｇｍａｎｎ＆Ｓａｍｓ，
２０１２）。随着慕课的兴起，翻转课堂教学法在全球
高等院校流行。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的美国地平线报

告高等教育版均将“翻转课堂”列为一年内可以采

纳的教育技术，２０１６年地平线报告也提到高校会
“加强混合学习设计的应用”②，这与慕课公开了大

量优质课程资源密切相关。

最早使用慕课资源开展翻转课堂教学的往往是

慕课授课教师，国内外皆如此。因为慕课授课老师

已经将大多数比较稳定的教学内容录制成视频，没

有必要在课堂上再重复讲授，他们更愿意将课堂时

间用于解决学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带着学生深入、

综合地练习，以促进知识的吸收和掌握。这样的课

程多采用 ＳＰＯＣ（Ｓｍａｌ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
和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

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生物系布赖恩·怀特（Ｂｒｉ
ａｎＷｈｉｔｅ）教授③使用其参与开发的慕课“７．００ｘ：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ｏｆＬｉｆｅ”资源，让学生上课前就了解课程内容，
并通过慕课测试题帮助他们做好预习。试验表明，授

课时间从原先占一堂课的７０％下降到２５％，但学生
成绩没有下降。他还发现，因为学生有了课前准备，

实验课上讲授时间减少了，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完成实

验。对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３３４人中１４０人（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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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以后这门课一定要这么教”，７０人（２１％）选择
“以后这门课可以这么教”，学生发现翻转课堂教学

法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反复听讲，慕课的

练习和及时的反馈能够促进他们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上课时间用于消化吸收知识更有效率。

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慕课

授课老师也进行了类似研究，有相似发现。随着慕

课数量的增长，一些非慕课授课教师也开始采用慕

课资源开展混合教学，如清华大学于歆杰老师的

“电子电路”慕课被青海大学、贵州工业大学和南京

大学采用，四所大学教这门课程的老师也因此共同

研究慕课资源如何更好地促进本校学生的学习和发

展。可以说，慕课不仅推动了高校教师在教学中更

多地使用信息技术，也推动了教师之间的合作，而不

是一些人所担心的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

已经在校内推广翻转课堂等混合教学法的高

校，可以视作高校适应时代发展的一种积极尝试。

信息时代的大学生已经习惯于数字化生存，很多人

是读图一代，看视频学习更符合他们的学习风格。

适应学生的学习风格，并引导学生更加主动、深入地

学习，是使用慕课资源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成功的关

键。在慕课资源越来越多、网络环境越来越好的背

景下，翻转课堂有望成为高等教育常态化教学模式。

慕课推动高校课程教学质量提升不只是在于优

质资源的可获得性、教学方法的改变，还在于通过记

录学生的学习行为，帮助老师诊断教学。比如，前文

提到的看到学生在各个模块热身练习的及格率（见

图１），就知道课程哪些内容需要改进及怎样改进，
比如需要在视频、练习、反馈和教学目的之间更紧密

图１　不同模块热身练习正确率分析
　注：怀特教授２０１４年在面向ＭＯＯＣ实践者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ＭＯＯＣｓ：ａ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会议讲稿

地绑定。这样的数据分析图可以帮助老师准确地

发现教学盲点，更好地改进教学。这是慕课发展

带来的学习分析技术改进大学教学的重大贡献。

慕课带来的课程教学方法上的变化让人欣

喜，可惜的是，它目前还主要是教师个人行为，只

有学校层面对其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才可能成

为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文化。

二、单门课程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慕课对高校单门课程的影响不只是促进了优质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利用，更重要的是为教师提供了

展示教学想法和才能的平台，提供了单门课程持续

发展所需的经费。

国内外高校教学质量受诟病的说法之一是高校

教学是良心活，老师怎么教没人管。国外高校公开

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ｓｙｌｌａｂｕｓ），老师如果没有按照
承诺的教学大纲授课是要被检举的，但是国内高校

的教学大纲的约束力有限。国内高校以前有较为正

规的教研组集体备课，现在只有基础性课程保留了

教研组活动，但也主要是协商考试题目，教学几乎是

教授个人的职权，从课程资源建设、教学材料准备、

教法，甚至客座讲课费用等，都由老师自己打点。

虽然一些高校教务处或研究生院每年会有课程

建设经费，但是这些经费很难对一门课程进行持续

支持，主要用于教材编写和出版。国家精品课程项

目设计之初企图通过政府经费支持进行持续建设，

但是由于经费来源变数太多，政府或学校只能提供

课程建设的启动经费，难以持续。麻省理工学院的

开放课件项目曾经尝试在开放课程网站征集捐赠，

甚至允许定向课程捐赠，但这种守株待兔式的经费

筹措机制还是很难支持课程的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３
年，上海高校课程联盟提出让优秀教师因教学杰出

而“名利双收”，通过将优秀课程在多所高校开放选

修、与老师进行学费分成等方式提高授课教学团队

的收入，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促进课程的持续改进，但

这种方式需要官方的管理和选拔，管理成本较高，资

历尚浅的老师很可能落选。慕课创新了教学组织模

式，其中本校课程慕课化后对外开放授课的收费模

式，使得支持单门课程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比如，针对慕课过于多样化的学员造成同伴互评

机制不甚有效的问题，哈佛大学率先提出ＳＯＯＣ（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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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ｃｔ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概念④，即设定一定的入学

门槛，而不是毫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人学习课程。哈佛

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国家安全”课程就是将针对本校

注册学生的课程进一步开放给选拔的学生，再开放给

普通大众，如同俄罗斯套娃，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课

程提供的教学支持服务不一。对哈佛大学注册学生，

这是混合教学；对于从网上２０００人中选拔出来的５００
名学生（包括没选上课的哈佛大学学生），他们会得

到教授和助教的指点，参与课程讨论，同时需要交纳

一笔费用，但数额低于哈佛大学的课程学费；最外层

的普通慕课学员更多地扮演着观察者、独立学习者的

角色，课程是免费的。这样，对有限人数的非哈佛大

学注册学生的收费，就足以支撑教学团队所提供的教

学支持和持续课程发展所需的费用，不需要再申请课

程建设费用，这种自负盈亏的运作方式会使得学校或

学院对开设更多慕课持开放积极态度。

与之类似，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心理

学系塞缪尔·高斯林（ＳａｍｕｅｌＧｏｓｌｉｎｇ）和詹姆斯·彭
尼贝克（ＪａｍｅｓＰｅｎｎｅｂａｋｅｒ）开设的实时大规模网上课
程（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简称ＳＭＯＣ）将
本校课程开放给校外学生并收费，将网上教学的方便

性与课堂教学师生沟通的有效性相结合。２０１３年
秋，他们率先开设ＳＭＯＣ“心理学导论”⑤，每周二和周
四晚上六点在网上实时授课，学生登录网站观看，做

网上测验和练习，参与网上论坛讨论。为了让学生有

小组学习体验，教授坚持８１０人组成学习小组，安排
一名助教辅导。从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开课到９月３
日，该课程共吸引了３０－４０名校外学生，８００名本校
学生。２４名本校学生应邀作为听众参与实时录制课
堂，其余学生在宿舍等通过网络上课。这门课程教学

支持团队包括授课教师、拍摄人员、助教等２５人。庞
大的课程运行团队依赖课程的学费。本校学生收费

５５０美元，校外学生收费２００－３５０美元，结业的校外
学生可以获取继续教育学院学分。相较于该校文理

学院本州学生３学分课程２０５９美元学费，非本州学
生７１３７美元学费，５５０美元的学费很优惠。到２０１４
年秋，该校文理学院已开设３门ＳＭＯＣ⑥，作为本校学
生学习基础课程的新教学模式。

国内民间慕课平台也有十多个。这些平台欢迎

有意愿开课的老师登台授课。对于高校有志于课程

教学改革、乐于将知识传授给更广泛受众的教授来

说，慕课教学平台提供了简单方便、可以自己做主的

机会，可以在教授本校学生的同时让更多的社会学

生受益。对其中部分需要更多教学支持服务的学生

收费或收取课程结业证书费，可以解决教学团队的

基本运行费用，甚至可以支持课程的持续改进，如完

善授课环节、增加学习支持，从而让更多的学生因此

受益，达到课程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因此，慕课带来了借助草根力量自下而上改革

大学教学、普及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与大学扩招政策

所带来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相比，慕课创造的课程优

胜劣汰生态以及开放获取、弹性学习环境，可能是国

家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重要平台。

三、课程模块化促进培养方案个性化

慕课发展带动了高校教学方式的变化，推动高

校重视教学方式的变革。不过，一门课程的教法变

化，其作用有限，不能带来革命性影响。如果将课程

模块化，解构之后再重构，在专业层面抑或在更高的

理念层次重新规划培养方案，则有望对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带来根本性变化，打破工业化时代标准

产品生产模式，实现对每个学生的个别化教学和个

性化培养，这是信息时代高等教育应有的姿态。

２０１２年慕课起步时，所有课程都是将校园在授
课程搬上网，动辄十几周的课程使得辍学率居高不

下，因为多数慕课学员系业余学习，很难两三个月跟

着课程按部就班学下来。慕课平台提供商建议开课

教师将原先的课程分成４－８周的模块课程，如电子
电路１、电子电路２等。两个模块课程开课时间略
有间隔，放宽学生学习时间，收到了较好效果。

２０１４年５月，来自杜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的两位教师阐述了慕课对学校教学的影响，特别建议

将１６周的课程分成两门短课程供学生选修。比如，
杜克大学的生物统计学课程部分内容需要数学知识，

数学不好的学生因此却步。当原有课程分成两门后，

一门课程不太需要数学知识，不仅适合于未来准备在

实验室或研究所从事研究的学生，也适宜做医药销售

的学生，从而让更多学生受益。模块化课程使得学校

人才培养模式更加灵活，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学生的

发展需要。这些小模块课程的组合，有望形成更贴合

学生兴趣和岗位需要的培养方案。

麻省理工学院２０１３年的调查显示，２５％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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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４０％的学生认为，课程如果能分解为较小的模块
可能会产生更好的价值。经过一年半的研究，该校

未来教育研究组给学校提出了１６条建议⑦，其中包

括建议学校探索更多的模块化教学方法，提高人才

培养过程的弹性（如提前毕业）和灵活性（如不同的

学习方式）。建议书还提出建立跨院系共享的模块

课程库，以形成更多的培养方案。

前几年，网上流传的一张“一个人的毕业照”，

说的是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有个专业只有一名毕业

生。即使在北大，这也只是少部分人才能享有的机

会，大多数学生拿到的还是无甚差异的学位，学习者

被要求学习很多课程，很少能结合个人兴趣和特长

进行定制化学习。这种基于工厂标准化产品制造思

想的工业时代人才培养模式在信息技术时代有望得

到改进，因为支持个人个性化特长发展在信息技术

的支持下可以以低成本的方式予以实现。这是未来

高等院校必须正视和重视的现实，高等教育的未来

发展必然是进入后现代，支持个性化教育。

四、弹性培养方式推动混合教学常态化

在美国，慕课被视为降低大学学费、提高高等教

育普及率这一国家理想的契机。自慕课运动以来，

不断有人尝试让慕课进入大学培养方案。如慕课平

台提供商ｅｄＸ、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Ｕｄａｃｉｔｙ通过美国教育学会
高校学分认证服务，让经过质量认证的课程进入该

协会成员学校备选课程目录，为这些课程成为学生

今后可选修的课程奠定基础。一些学校认为，网上

学习对学生自律能力要求高，只允许研究生层次的

课程采用慕课学习，如佐治亚理工学院和 ＡＴ＆Ｔ、
Ｕｄａｃｉｔｙ合作开设的计算机科学硕士研究生课程⑧，

还有些学校允许学生使用慕课资源学习，不必到课

堂上课，但必须参加有监考的期末笔试，如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和ｅｄＸ在２０１５年４月合作成立“全球新生
学院”⑨，宣布可以用慕课完成该校一年级课程。这

个项目不仅让新生节省学费，还可以让学校招到其

了解的学生，同时让高中生在报读前对学校教学质

量有所了解，对学校课程质量提升也有推动作用。

这个项目对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可谓一举多得。从

培养方案流程的角度看，一年级的纯网络教学和后

续的校园学习可以看作是培养方案层面的混合教学

模式改革。

慕课带动培养方案改革的另一个迹象是培养方

案设计更贴近社会需要。以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ｘ慕课
设置的供应链微硕士证书（ＭｉｃｒｏＭａｓｔｅｒ’ｓ）⑩为例，这
个硕士层次系列证书的每门课程都经过重新设计，以

期对学员求职或在职工作更有针对性。学生可以选

择在ｅｄＸ上学习培养方案中一半的课程，这将缩短他
们的学习时间，降低学费。

最疯狂的学制改革设想也许来自斯坦福大学瑏瑡。

该校设计学院没有自己的学生，面向全校所有学生开

设课程，学员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年级。２０１３年，课程
要求学生用一年时间完成一个斯坦福未来本科教育

创新设想项目。２０１４年５月，在学生项目成果展示会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２０２５”上，不少创新想法吸引了媒体关注，比
如开环大学（ＯｐｅｎＬｏｏ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提出斯坦福大学
的学生可以不用从１８岁开始在学校待四年，可以随
时离开，也可以在职业中期回来学习，只是累计学习

时间不能超过六年。这是与前面缩短学制思想相反，

与终身学习理念一致，虽然其可行性值得商榷，但弹

性学制的诉求有不少合理的成分。比如，给研究生上

课的老师，会明显感受到有工作经验的学生也许没有

应届生思维敏捷，但会更主动地思考，且对学习气氛

起很好的催化作用。

中国高校虽然采用学分制，但很少能够像国外

高校一样，学分修满就可提前毕业。清华大学允许

学生休学创业，还有高校允许为诸如参军或学工学

生保留研究生学籍，这是中国高校学制管理方面的

开放，但还做不到完全弹性学分制管理。在信息技

术的支持下，弹性学制管理不会增添管理成本，却会

对学校的学习气氛、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效果产生重

大影响。高校信息化需要高校管理层在理念层面的

认识变革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高校培养方案在学制长短方面可能会因为慕课

的介入而创新，即使不能缩短或延长学制，慕课允许

学生多次学习课程，也可能会对学生的学习带来帮

助。比如，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学生大一时听导论

课、概论课常常认识不深，到了大四，想再听这些课

时，培养体制却不允许同学再次修读，慕课却可以允

许学生多次选修。这种灵活开放、可获取性，让学生

有学习需要时可直接获得所需知识。随着越来越多

的高校支持教师开设慕课，重视课程资源的上网和

开放，未来在校生也许可以随时进入学过的课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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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温故知新。

五、高校合作出现更多层次和模式

观察慕课发展的变化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还可以看到慕课丰富了高校教师之间的合作方式。

比如有老师就通过慕课学员收集了大量跨文化研究

数据，推动了教学和科研的融合。慕课使得高校有

望在学分互认之外进一步交汇。

国外教授有合作编写教材的习惯，所以慕课常

有多名主讲教师，这些老师可能来自不同高校但教

同一门课程。当慕课授课教师意识到慕课面向的是

社会大众，他们就会为大众开设科普类课程，比如与

生活环境、健康、全球变暖等热点话题有关的讲座课

程，这会引发跨学科的教学合作。与同行合作编写

教材相比，这种跨学科的合作，让课程内容更加综

合、全面、丰富。而跨学科合作一直是国内外大学极

力促成但收效甚微的理想之一。

国外教师合作开设慕课出现了许多新形式，比

如，２０１３年９月，ＦｅｍＴｅｃｈＮｅｔ召集美国、加拿大、英
国、澳大利亚１７所大学的女权研究人员共同开设了
一门分布式开放合作课程（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瑏瑢，每个成员学校设计课程时参考安
妮·巴尔萨摩（ＡｎｎｅＢａｌｓａｍｏ）和亚历山德拉·朱哈
斯（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Ｊｕｈａｓｚ）提供的“学习的边界对象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ａｔＬｅａｒｎ）数据库”，共享的资源
库里面的读本、媒体、网络资源、对话访谈视频等。

参与项目的１７所大学的课程有面向本科生或研究
生的，教学目标各不相同，班级人数１５－３０人，按照
各校的要求评定本校学生成绩。网上其他非成员学

校学习者可以任选一个教案学习，参与网上博客讨

论，或者只看视频。课程设计强调“与谁一起学与

学什么同样重要”。除了共同的话题外，课程设计

了共同的学习活动，即共建“头脑风暴维基百科”

（Ｓｔｏｒｍｉｎｇ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列举在科技领域有代表性的
杰出妇女代表及其成就。这种根据共同或类似话

题、各定学习要求、同课异构性质的合作，以学习社

群的方式实现课程的规模化。同样是教学与科研的

互相促进，课程的产出，如对一些女性权威的访谈、

学生论文、课程讨论，都会进入研究数据库，成为未

来课程的素材。与一般的慕课相比，这样的课程增

添了教学内容和教学产出的个性化，有合有分，张弛

有道，是高校课程合作可以尝试和研究的新形式。

国内高校讨论教学合作时，最常谈的是“学分

互认”。这其实是低层次的合作，就是把学生交给

其他学校的老师，这种做法对学生也许有益，但是对

于学校发展无利。上海高校课程资源共享中心课程

共享的一个很好机制是组建教学团队，由各个学校

的年轻教师担任课程助教，通过集体备课，帮助年轻

老师理解老教师的课程设计思想，以达到师傅带徒

弟的效果。目前尚不确定的是参与学校是否有意识

使用这一机制培养年轻教师，如果参与的助教是研

究生而不是年轻教师，担当的只是批改作业，而非教

学能力的传承，效果可能有限。借助慕课教学进行

教师队伍培养、教师教学能力建设，可能是高校合作

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国内高校教师之间的合作主要通过协会和教学

指导委员会牵线。一些教学指导委员会已经开始在

资源建设层面分工合作，比如高校高等数学教学指

导委员会准备以微课为抓手，推进大学课程模块化

建设，但顶层设计和规划面临巨大挑战。

大量慕课的制作和开设使得教学专业化分工成为

可能。过去，教学专业化分工体现在有人写教材，有人

用教材上课。现在的专业化分工可能是有人写脚本，

有人上镜，有人制作课件，有人开课，有人辅导，有人进

行数据分析。慕课刚起步时，Ｕｄａｃｉｔｙ创始人塞巴斯蒂
安·特伦（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Ｔｈｒｕｎ）曾预言，五十年后世界将只
剩下十所大学，其中之一是Ｕｄａｃｉｔｙ瑏瑣，说的就是这种专
业化导致的寡头。慕课发展会细化高等教育教学分

工。这可能会带来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生物种群”变

化，而高等教育生态格局的变化早已见端倪。

六、高等教育生态格局发生变化

全球慕课发展快，参与慕课的不全是高校，不少

非高校机构也开设或运行慕课，走职业教育或成人

继续教育道路。这么看来，慕课运动对高等教育格

局似乎不会带来什么影响，高校只是找到了使用慕

课改进教学的抓手，投资机构找到了资本回报的可

营利市场，各得其所，但有几个迹象值得关注。

比如，ＭＯＯＣ三巨头都推出了系列证书（非大
学证书）。有些证书是合作高校自己组合的，比如

北京大学提供编程类系列证书；有些系列证书是平

台上优秀的课程组合而来的，以平台提供商名字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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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某所学校很难做到每门课程都最佳，但是慕课

平台上多所学校的优秀课程可能产生出优秀的课程

组合。这样，结业证书也许有一天真的与名牌大学

的毕业证书一样有竞争力。

高等教育市场因慕课而出现了更多的办学机

构。与前面提到的通过使用慕课缩短在校时间降低

学费做法类似，美国已出现一些基于慕课形式的廉

价大学，比如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ｗ为消防员等政府机构人
员提供高等教育机会，采用免费学习、注册收费等方

式鼓励学生学会后再注册缴费，从而节省学费（汪

琼等，２０１５）。为了让不具备高等院校入学要求的
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这种廉价大学必须依托信息技

术提供更好的学习支持。这些廉价大学竞争的是社

区学院市场，对国内高等教育界启示不大，对国内互

联网教育投资公司来说却有可效仿之处。

目前，一些企业大学开始与慕课平台合作，抢占

职业培训市场，这将对高等职业院校带来影响。不

过，这也可能是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机会，解决了双

师型教师难找难培养的难题，将企业的课程与学院

的课程相结合，可以有效地培养人才。

从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市场看，慕课吸引了很多

热钱投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出现了“外

来生物”，产生了一些“生物变异”，但是最终如何发

展，值得持续关注和研究。

七、以开放态度面对开放教育

短短几年来，慕课对全球高等教育产生了显著

影响。

慕课是由教师发起的开放学习和数字教育运

动。慕课平台降低了教师探索开放学习的难度，通

过观摩同事如何教授大规模学生，不少老师也因此

受到感染、鼓励和启发。慕课推动了更多高校相信

网络教学，改变了很多人对网络教育质量的看法。

教授们开始相信：网上教学如果用心设计，某些方面

有可能超过普通的面授教学。

慕课运动推动了翻转课堂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法而被广泛关注和逐渐采纳，对课程内容的模块

化分解、讲课视频短小化处理等使得教学资源组合

化利用有更多的可能，继而有望成就培养方案的多

样化、个别化、弹性化，使得人人成才的理想得以实

现。慕课也进一步推动了高校教师之间的教学和科

研合作，推动高校联盟从学分互认、资源共建到人才

培养、合作教研，推动高校在强调科研的同时回归人

才培养的本分。

慕课引发高校教师关注富技术环境的教学方

法，但不一定能对高校教学产生根本性影响。根本

性影响还要来自学校领导层的认识。学校领导层需

要认识到，信息时代传统高校的优势正在一点点丧

失。受制于交通的限制，传统高校中教授是学校最

宝贵的财富，学生只能在某所学校的课堂聆听殿堂

级大师的讲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可以在

网上看到同级别的大师以文字、录音、录像等多种形

式传递知识，而不一定非得进入课堂才能获得。原

有的校内师生交往也可以被网上专业社群的交流所

替代，专业化考试机构同样可以保证考试的严肃和

公正。如果社会真的开始重视人的能力而非文凭，

大学的优势将更加不明显。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

院、斯坦福大学认识到：如果大学不重视信息技术带

来的新的教学形式，这所大学就可能被淘汰。

本文提到的慕课运动对高等教育可能产生影响

的例证大多来自美国，这些案例也许只能算是星星

之火，但其中蕴含着的革新高等教育景观的潜力不

容小觑，从中可以观察到信息技术改造其它领域的

规律性迹象，那就是：流程再造，机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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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在 ＣｌａｓｓＣｅｎｔｒａｌ数据（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ｄｓｕｒｇｅ．ｃｏｍ／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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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ｎｅｗ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４１６６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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