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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互联网＋时代”，技术发展为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因此，利用互联网技
术促进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是我们近年来实践探索的重点。过去两年里，我们创建了 Ｗｏｌｅａｒｎ平台，先后联络
中英两国一些高校，致力于基于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学实践研究。在实践中，我们尝试将英国高校 ＭＯＯＣ
整合到中国高校面授课程中，同时建构了英国ＭＯＯＣ主持教师与中国学生的互动式视频会议活动框架。本研究
以英国三所高校不同学科的ＭＯＯＣ为例，调查和分析了基于 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学模式的实际效果。数
据显示，学生对于这种课程国际化的新形式普遍感到满意，对于英国高校ＭＯＯＣ、与ＭＯＯＣ主持教师的互动式视
频会议普遍持肯定和认同态度。目前，这种教学模式面临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语言障碍、网络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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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等教育国际化关乎具有国际视野、国际交往

能力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使命。我

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明确指出要扩大教育的开放性，加强国际
交流与合作，引进国际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互联

网＋时代，ＭＯＯＣ尤其是国际顶尖高校的ＭＯＯＣ，具
有免费开放的特点，是国内高等院校多、快、好、省地

实现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途径。将英美等国名校的

ＭＯＯＣ引入本校课程教学并开展混合教学，一方面
可以使课程教学直接与国际接轨，且成本低廉、受益

学生覆盖面广；另一方面还能推动学校教育信息化

向课程教学层次纵深发展（袁莉等，２０１３）。我们先
前的实践研究已经证明，把国外开放课程引入国内

高校课程并开展混合教学，不仅能够拓展学生的学

术研究视野，提升他们对本专业国际前沿研究的把

握以及提高他们的专业英语能力，还能够促进国内

教师的专业发展（马红亮等，２０１１）。
当前，基于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已成为后 ＭＯＯＣ

时代重要发展趋势，国际上也有很多类似实践。例

如，布拉夫等人（Ｂｒｕｆ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通过问卷调查和
访谈发现，学生与本地同学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讨论

更喜欢在课堂上而不是在网络上；格里菲思等人发

现这种混合学习模式中的学生对其学习体验满意度

较低，他们希望有机会更多地和 ＭＯＯＣ教师直接开
展双向互动交流的机会（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４）；霍
罗特斯库等人（Ｈｏｌｏｔｅｓｃ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也指出学生
对得不到ＭＯＯＣ主持教师的直接反馈很失望。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创建了Ｗｏｌｅａｒｎ平台（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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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ｌｅａｒｎ．ｏｒｇ），并组织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与英国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及

南安普顿大学先后合作开展了系列基于 ＭＯＯＣ的
中外合作混合教学的创新实践，尤其是引入 ＭＯＯＣ
主持教师与中国学生的互动式视频会议。

二、现状分析

在 ＭＯＯＣ发展浪潮中，各国高校、企业及政府
已经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相当多高质量的开放在线

课程，如何将这些优质的课程资源利用起来服务于

高校的面授教学是目前关注的焦点。在具体教学

中，国外已有很多实践将 ＭＯＯＣ整合到传统课堂教
学以强化和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改善学习效果，研

究者称其为“分布式翻转”（Ｃａｕｌｆｉ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或“混合学习”模式（Ｂｒｕｆ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Ｈｏｌｏｔｅｓｃ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根据ＭＯＯＣ与
本地课程是否同步及整合的层次，霍洛泰斯库等人

（Ｈｏｌｏｔｅｓｃ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将基于 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
分为两类：１）同步整合类，包括同步部分整合、同步
完全整合、同步多门整合；２）异步整合类，包括异步
部分整合、异步完全整合、异步多门整合。伊斯雷尔

（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１５）将基于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分为选择一
门ＭＯＯＣ和选择多门ＭＯＯＣ两类，并在此基础上分
为五种模式，其中模式 １和模式 ２指利用所选
ＭＯＯＣ代替传统校园课程，模式３、模式４和模式５
指利用所选 ＭＯＯＣ作为教材来作为传统课程的补
充。安德斯（Ａ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５）根据 ｘＭＯＯＣ和 ｃＭＯＯＣ
的特点，将基于 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分为三类：基于
内容的混合、基于社区和任务的混合以及基于社交

网络的混合。下文从内容和平台两个角度进行归类

分析：

从内容角度，我们根据 ＭＯＯＣ整合到传统面授
课程的程度将基于 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分为两类：
ＭＯＯＣ主导型和面授课主导型。其中，ＭＯＯＣ主导
型的特点是教师通常选择一门或多门完整的

ＭＯＯＣ，要求学生参与ＭＯＯＣ所有在线学习活动，面
授教师只需组织一些面对面线下学习活动来辅助和

丰富学生的在线学习内容和活动。例如，波多黎各

大学里奥彼德拉斯分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ｕｅｒｔｏＲｉｃｏ
ＲｉｏＰｅｒｄｒａｓ）帕蒂博士（ＰａｔｔｉＯｒｄｏｎｅｚ－Ｒｏｚｏ）将斯坦
福大学的“数据库导论”整合到传统课程教学中，要

求学生跟踪学习这门 ＭＯＯＣ的内容并且完成所有
作业和任务，而由ＭＯＯＣ释放出来的课堂面对面时
间，则围绕 ＭＯＯＣ内容组织课堂讨论、互动以及基
于项目的学习等。在面授课主导型的基于 ＭＯＯＣ
的混合教学中，本地教师仍然以传统面授课程为主，

只是将ＭＯＯＣ作为一种优质资源来辅助和补充传
统面授课程。例如，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大学霍洛

泰斯库教授（Ｈｏｌｏｔｅｓｃ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要求学生至少
参与教师所选 ＭＯＯＣ１０％的活动，目的是鼓励学生
接触与课程相关的不同类型学习材料，将 ＭＯＯＣ作
为额外的学习资源以丰富本地面授课程的主题。

从平台角度，我们根据本地教师所用网络教学

平台将基于 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划分为原 ＭＯＯＣ平
台主导型和本地教学平台主导型。其中，原 ＭＯＯＣ
平台主导型混合教学指本地教师只提供学生原

ＭＯＯＣ平台课程的链接，所有或主要的在线学习活
动均发生在原 ＭＯＯＣ平台。例如，范德堡大学的费
希尔（Ｆｉｓｈｅｒ）教授将斯坦福大学的 ＭＯＯＣ“机器学
习”整合到自己的面授教学中，学生直接访问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学习ＭＯＯＣ视频并参与相关学习活动。学
生只需将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上提交的测试及相关作业截
图发给老师，证明自己完成了相关学习任务即可

（Ｂｒｕｆ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在本地教学平台主导型的混
合教学中，本地面授教师将开放版权的 ＭＯＯＣ内
容和活动复制到本地教学平台供学生在线学习，

同时还可以在本地教学平台灵活组织在线学习活

动。例如，陕西师范大学马红亮教授２０１３年尝试
将多门英文ＭＯＯＣ内容组合到本地Ｍｏｏｄｌｅ平台，应
用于教育技术专业英语的课程教学中，并穿插一些

本地化的在线教学活动（刘娟娟，２０１４）。当然，还
有介于原ＭＯＯＣ平台主导型和本地教学平台主导
型之间的教学。例如，圣何塞州立大学加迪尔等人

（Ｇｈａｄｉ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将麻省理工学院在 ｅｄＸ平台
的一门ＭＯＯＣ“电子线路”应用到面授课程中，学生
课前在ｅｄＸ上观看ＭＯＯＣ视频，同时在本校的在线
论坛提出问题以及评估自己对这门 ＭＯＯＣ的理解
程度。

综合分析，现有这些基于 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实
践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学生与 ＭＯＯＣ主
持教师的互动，尤其缺乏直接的实时双向深度互动

（ＭＯＯＣ主持教师将ＭＯＯＣ应用于自己的面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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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而这一问题在国内教师自发地将国外ＭＯＯＣ
应用于面授课程教学时尤显普遍。

三、教学模式创新

针对基于 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
题，２０１４年９月起，我们（Ｗｏｌｅａｒｎ）组织了中英两国
多所高校合作开展系列基于 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
合教学创新实践。ＭＯＯＣ被定位于一种可以丰富本
地教师面授教学的优质在线学习资源，而不是用来

取代本地教师的面授教学活动。中国高校教师和英

国ＭＯＯＣ主持教师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双方合作教
学的目标共同指向中国高校学生，其中英国 ＭＯＯＣ
主持教师负责在线教学，中国教师负责本地面授教

学（见图１）。在这种中外合作混合教学实践中，学
生的学习主要由三部分组成：１）在 Ｗｏｌｅａｒｎ平台上
学习英国高校的 ＭＯＯＣ，同时学习英国教师专门为
中国学生提供的其他学习材料；２）定期通过视频会
议系统与英国 ＭＯＯＣ主持教师进行远程实时双向
交流；３）全程参与本地教师的课程面授教学活动。
相比已有的基于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这种模式在教
学团队、教学资源、教学方式以及教学环境四方面都

有创新。

图１　基于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学模式

（一）教学团队创新

在我们组织开展的基于 ＭＯＯＣ的中外教师合
作混合教学实践中，教学团队包括中国教师及其研

究生助教、英国 ＭＯＯＣ教师及其助教、Ｗｏｌｅａｒｎ英方

组织协调人员及中方技术小组。团队成员分工明

确、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共同促

进中国学生的学习。其中，ＭＯＯＣ主持教师负责在
线环境下的非实时和实时教学，中国教师负责本地

面授教学。从远程教育支持服务分类体系而言，中

外教师主要负责提供学术支持服务，助教以及 Ｗｏｌ
ｅａｒｎ的相关人员主要提供非学术支持服务。相比通
常的教学团队，这种教学团队具有超越国界的国际

化校级合作特点。

（二）教学资源创新

在基于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学中，学生能
接触到的学习内容除本地课程内容外，还有英国主

持教师在Ｗｏｌｅａｒｎ平台发布的ＭＯＯＣ内容以及专门
为中国学生定制设计开发的额外在线学习材料。学

生对本地课程的学习主要是在本地教师主导下进行

系统的课堂学习，期间本地教师可以组织各种课堂

内外的面对面学习活动。ＭＯＯＣ由国外教师设计、
制作并讲授，学生可直接在 Ｗｏｌｅａｒｎ平台上自主学
习这些ＭＯＯＣ，包括观看视频、完成测验和作业等。
围绕共同的课程主题，本地面授教师和国外 ＭＯＯＣ
教师可以相辅相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服务

于中国学生高质量的个性化学习。与常规教学相

比，这种模式的教学资源具有多元化、国际化以及混

合式等特点。

（三）教学方式创新

在我们勾勒的基于 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
学模式中，中国教师可以在面授教学中融入国外教

师的高质量在线课程和远程互动式视频会议，充分

整合和发挥国内和国外、离线和在线四类教学活动

的优势。学生在学习本地面授课程过程中，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随时随地、自定步调地学习相应主题的

ＭＯＯＣ，并且定期与 ＭＯＯＣ主持教师召开实时双向
视频会议。在视频会议方面，我们通常会建议和引

导英国教师在视频会议中与中国学生展开更多对话

式的双向互动交流，而不是将视频会议变成英国教

师的单向讲授。为了提高互动的质量和效率，在实

践探索中，我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视频会议互动环

节，依次是：英国教师讲授重点内容、英国教师回答

学生预先提出的问题、师生开放式交流以及学生的

实时汇报。我们通常建议国内教师在视频会议召开

前几天将学生在 ＭＯＯＣ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先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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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教师，使英国教师在视频会议中的讲解更具针

对性。

（四）教学环境创新

在基于ＭＯＯＣ的中外教师合作混合教学中，我
们应用开源课程管理系统 Ｍｏｏｄｌｅ作为中外教师远
程合作教学的基础平台，还应用视频会议系统支持

英国教师和中国学生的实时交流，包括 Ｆｕｚｅ系统、
思科 ＷｅｂＥｘ系统以及 ＡｄｏｂｅＣｏｎｎｅｃｔ系统等。在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中，英国教师可以方便地上传和编辑
ＭＯＯＣ中各种类型的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创建丰富
的以师生互动为主的在线活动。在视频会议系统应

用方面，我们针对中英项目高校的实际，灵活应用了

三种方案：英国高校的视频会议系统、中国高校的视

频会议系统以及Ｗｏｌｅａｒｎ提供的视频会议系统。其
中，第一种方案适合英国高校或 ＭＯＯＣ教师有可供
使用的视频会议，第二种方案适合英国高校或

ＭＯＯＣ教师没有可供使用的视频会议系统而中国高
校或教师有的，第三种方案适合中英高校或教师均

没有可供使用的视频会议系统。

四、实践个案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在Ｗｏｌｅａｒｎ团队的组织协调和
技术支持下，北京师范大学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与英国爱丁堡大学分别合作开展了基于

ＭＯＯＣ的中外混合教学实践，涉及的学科有计算机
科学、教育技术学及物理化学。

在北京师范大学与南安普顿大学合作开展的

ＭＯＯＣ“Ｗｅｂ科学”（ＷｅｂＳｃｉｅｎｃｅ）混合教学中，学生
除学习南安普顿大学为期六周的 ＭＯＯＣ之外，还与
主持教师莱斯利·凯尔（ＬｅｓｌｉｅＣａｒｒ）教授、休·戴
维斯（ＨｕｇｈＤａｖｉｓ）教授及伊冯娜·霍华德（Ｙｖｏｎｎｅ
Ｈｏｗａｒｄ）博士通过南安普顿大学的 ＡｄｏｂｅＣｏｎｎｅｃｔ
系统进行实时视频交流。在每次实时视频会议前，

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将学生分成小组，每个小组根

据所选ＭＯＯＣ主题的预先调研制作３－５页ＰＰＴ，并
提出２－３个需要与英国教师交流的问题。在视频
会议中，学生汇报学习成果，陈述学习 ＭＯＯＣ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主持教师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

细致解答。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还在Ｗｏｌｅａｒｎ
平台的课程中添加了论坛活动和作业活动，供学生

分组网上讨论和在线提交面授课程作业（马红亮

等，２０１５）。
在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曼彻斯特大

学合作开展的 ＭＯＯＣ“物理化学导论”（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混合教学中，因该ＭＯＯＣ内容
覆盖面广，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分两个学期

将这门ＭＯＯＣ应用在各自的物理化学课程中。视
频会议系统主要应用的是曼彻斯特大学的 Ｆｕｚｅ系
统，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分别使用录播教

室和计算机教室（每台计算机都配置有摄像头和耳

麦）作为学生远程交流的场所。视频会议的主要教

学环节通常包括：１）学生汇报帕特里克（Ｐａｔｒｉｃｋ）教
授在视频会议前布置的学习任务，教授实时点评；

２）学生现场提问，帕特里克教授及时答疑解惑；３）
帕特里克教授应用多项选择投票工具在线实时测试

学生的知识理解情况，并进行针对性讲解。

在华中师范大学与爱丁堡大学合作开展的

ＭＯＯＣ“数字化学习与文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混合教学中，为了方便学生学习，Ｗｏｌｅａｒｎ
团队将课程的大量视频进行本地化处理。学生在

Ｗｏｌｅａｒｎ平台学习该门 ＭＯＯＣ时，每学完一个模块
（需要两周时间）便与主持教师杰里米·诺克斯

（ＪｅｒｅｍｙＫｎｏｘ）博士进行一次实时视频会议，互动环
节包括诺克斯博士讲解相关主题内容、学生现场提

问及汇报学习成果、诺克斯博士实时解答等。考虑

到学生的英语听力水平，华中师范大学的面授教师

适时对诺克斯博士的讲解进行现场翻译或总结。此

外，诺克斯博士还在 Ｗｏｌｅａｒｎ的课程论坛中与学生
进行异步互动交流。

五、效果分析

　　 为了了解这种基于 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
学的实践效果，我们通过网上问卷对学生进行了满

意度调查，１９５名同学提交了问卷，问卷回收率约为
７０％，有效问卷１９４份，问卷有效率９９．４９％。其中，
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７２人（３７１１％），华中
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６５人（３３５１％），华中科技
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化学专业５７人（２９．３８％）。此
外，我们还对中国教师进行了访谈。

（一）总体效果

从表一可以看出，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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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对中外合作混合教学满意的占６６．６７％（包
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华中科技大学和北京师

范大学化学专业学生感到满意的占７８９５％，华中
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感到满意的占８０％，
总体上这三所高校三个专业学生对这种形式的中外

合作混合教学感到满意。这说明，无论从单独的一

门ＭＯＯＣ来看，还是从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汇总数
据来看，大多数学生对这种基于 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
混合教学模式感到满意。例如，Ａ同学表示“这种
做法非常好，应继续推广”；Ｂ同学表示“很好，可以
使我们了解国外的一些先进教育理念”；Ｃ同学表示
“接触了新的教育模式，比较新颖，挺好，有助于本

科生学习视野的开拓”；Ｄ同学表示“能促进国际化
交流”；Ｅ同学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机会聆听国外教
师的授课”；Ｆ同学建议“多开类似的课”。

表一　学生对基于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学满意度

课程名称
非常满意
（％）

比较满意
（％）

中立
（％）

不太满意
（％）

很不满意
（％）

Ｗｅｂ科学 ２３．６１ ４３．０６ ４３．０６ ４３．０６ ４．１７

物理化学
导论

３５．０９ ４３．８６ １７．５４ ３．５１ ０

数字化学
习与文化

２１．５４ ５８．４６ １６．９２ ３．０８ ０

合计 ２６．２９ ４８．４５ １９．５９ ４．１２ １．５５

从表二可以看出，８１９４％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对南安普顿大学 ＭＯＯＣ“Ｗｅｂ科学”满意，７８９５％
的华中科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对曼彻斯特大

学ＭＯＯＣ“物理化学导论”满意，８１．５４％华中师范
大学学生对爱丁堡大学 ＭＯＯＣ“数字化学习与文
化”满意。总体而言，三所学校８０．９３％的学生对英
国不同高校 ＭＯＯＣ感到满意。可见，不同学校不同
专业大部分学生对英国高校的 ＭＯＯＣ给予肯定。
例如，教育技术学专业一位同学表示“ＭＯＯＣ中的
视频，真的很棒，我很喜欢”。

表二　学生对英国高校ＭＯＯＣ的满意度

课程名称
非常满意
（％）

比较满意
（％）

中立
（％）

不太满意
（％）

很不满意
（％）

Ｗｅｂ科学 ３３．３３ ４８．６１ １．３９ １３．８９ ２．７８

物理化学
导论

３５．０９ ４３．８６ １７．５４ ３．５１ ０

数字化学
习与文化

２７．６９ ５３．８５ １５．３８ ３．０８ ０

合计 ３１．９６ ４８．９７ １０．８２ ７．２２ １．０３

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这种基于 ＭＯＯＣ的中外合
作混合教学使其学科知识增长（９６．３９％），大多数
学生认为从这种形式的混合教学中体验了国外教育

（８７．１１％）、提高了专业英语水平（６６．４９％）以及激
发了学习兴趣（６５．４６％）（见表三）。例如，Ｇ同学
表示这种形式的教学 “提供了学习国外课程很好的

机会，体验了国外的教育，对名校的教育有了更深的

接触”；Ｈ同学表示“这种外教课不仅有助于专业课
学习，也有利于英语学习和知识面拓展”；Ｉ同学表
示“有助于了解国外比较前沿的知识，使得对有关

课程内容主题的了解更加深入，拓宽了知识面，有助

于对课程的了解”。还有同学指出参与这种形式的

教学提高了发现问题并探索答案的能力，增加了勇

气，拓宽了国际视野等。

表三　学生在基于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学中的收获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增加学科知识 １８７ ９６．３９

体验了国外教育 １６９ ８７．１１

提高了专业英语水平 １２９ ６６．４９

激发了学习兴趣 １２７ ６５．４６

其它 ５ ２．５８

（二）互动式视频会议的效果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对“Ｗｅｂ科学”课程互动式
视频会议感到满意的占６９．４５％，华中科技大学和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对“物理化学导论”课程互动式

视频会议满意的占７０．１７％，华中师范大学学生对
“数字化学习与文化”课程互动式视频会议满意的

占７８．４６％。总体而言，三门课程的学生对英国
ＭＯＯＣ主持教师实时视频会议满意的占 ７２．６８％
（见表四）。这说明，大多数学生对于与ＭＯＯＣ主持
教师双向视频会议感到满意。例如，Ｊ同学认为“网
络技术用于课程教学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可以直接

与国外老师沟通，体验国外老师的教学，我们在本

地就可以接受国外教师的教学和指导”；Ｋ同学“比
较欣赏这种做法，一方面扩展了我的视野和知识面，

另一方面这种轻松自由的学习方式让我们很惬意，

这种师生、同学间的交流互动很棒”。

　　从三门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汇总数据看（见
表五），学生对在视频会议前的准备提问环节满意

的占７６．２９％；对视频会议中英国教师讲授内容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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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学生对与ＭＯＯＣ教师互动式视频会议的满意度

课程名称
非常满意
（％）

比较满意
（％）

中立
（％）

不太满意
（％）

很不满意
（％）

Ｗｅｂ科学 ３０．５６ ３８．８９ ９．７２ １５．２８ ５．５６

物理化学
导论

２９．８２ ４０．３５ ２１．０５ ８．７７ ０

数字化学
习与文化

４１．５４ ３６．９２ １５．３８ ６．１５ ０

合计 ３４．０２ ３８．６６ １４．９５ １０．３１ ２．０６

表五　学生对互动式视频会议环节的价值认同

选项
非常
满意
（％）

比较
满意
（％）

中立
（％）

不太
满意
（％）

很不
满意
（％）

视频会议之前，准备所
要提出的问题

３０．４１ ４５．８８ １２．８９ １０．３１ ０．５２

视频会议中，英国教师
讲授内容

３１．９６ ５２．５８ １０．３１ ５．１５ ０

视频会议中，英国教师
回答学生预先提出的
问题

３６．６０ ４５．３６ ８．７６ ９．２７ ０

视频会议中，与英国教
师进行开放式的交流

３５．０５ ４２．２７ １０．８２ １０．８２ １．０３

视频会议中，学生的
汇报

２４．７４ ４５．８７ １４．４３ １３．４０ １．５５

意的占８４．５４％，对英国教师回答学生预先提出问
题满意的占８１．９６％，对与英国教师开放式交流满
意的占７７．３２％，对小组汇报满意的占７０．６１％。这
说明，大多数学生对与英国 ＭＯＯＣ主持教师双向视
频会议的准备活动和主要活动环节感到满意。例

如，Ｌ同学表示“非常新颖，与平时课堂大不一样，可
以体验到外国的课堂氛围，了解一手的信息”；甚至

有同学表示“希望这一活动能够多举行几次”，以及

“可以延长每次上课的时间以便更多的交流”等。

（三）影响因素分析

从三门ＭＯＯＣ的汇总数据看（见表六），学生认
为，影响这种中外合作混合教学模式的主要因素有

语言障碍（８５．０５％）、实时视频会议的视音频质量
（４７．９３％）、需要投入的时间（４６．９０％）以及英国教
师布置的学习任务（１７．５３％）。其中，语言障碍因
素主要表现在：１）学生自主学习 ＭＯＯＣ以及阅读相
关英文资料时，会遇到很多新词汇，制约着学习效

果；２）在实时视频交流时，跟不上英国教师的语速
等，影响学生对教师讲解内容的理解，不能和国外教

师很好地互动交流。视频会议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实

时视频会议对网络环境要求较高，个别情况下网络

连接不稳定影响了远程视频交流的效果。学习时间

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学生平时其他课程学习任务

较重，在这种基于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课程中分
配的学习时间有限，从而影响学习投入程度。

表六　基于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学模式影响因素

选项 人数 比例（％）

语言障碍 １６５ ８５．０５

实时视频会议的视音频质量 ９３ ４７．９３

需要投入的学习时间 ９１ ４６．９０

英国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 ３４ １７．５３

其它 ３ １．５４

（四）中国教师的评价

对于这种基于 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学的
实施效果，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课程专业栾老师给

予了充分肯定，认为：１）从学生角度看，这种模式使
学生了解了国外的教学方式，获得了一定的专业知

识，并在英语交流方面有了提高，同时丰富了他们的

学习经验，对以后选择去国外深造有一定的帮助；

２）从教师角度看，这种模式拓展了教师的视野，能
从国外教师的授课方式、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学生的

交流等方面吸取了经验。希望以后能大胆尝试一些

新的教学模式。

对于这种中外合作混合教学模式可能存在的问

题和面临的挑战，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专业梅老师表

示：１）凭现有英文水平，学生还难以完全理解课程
内容，特别是很抽象的知识；２）目前学生的学业任
务很重，可能会增加他们的负担；３）中方教师如何
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还有难度。华中师范大学教育

技术学专业罗老师认为，在视频会议方面，“主要是

技术上的挑战，会出现网络信号不好、音频受干扰的

情况；其次是学生的英语水平影响了部分学生学习

英文材料的效果（尤其是阅读部分）”。

六、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教育工作者对 ＭＯＯＣ的认识日趋理
性，ＭＯＯＣ逐渐被视为一种能够丰富常规面授教学
的优质开放在线教学内容，而非常规面授教学的颠

覆者和毁灭者（马红亮，袁莉，２０１５）。实际上，
ＭＯＯＣ所具有的破坏性创新力量（袁莉等，２０１４）日
趋衰弱，而其维持性创新的力量则日显活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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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Ｃ时代，基于 ＭＯＯＣ的混合教学将会日益流
行，而将国外名校的 ＭＯＯＣ结合本地化平台异步整
合到国内教师的面授课程中，同时利用视频会议系

统实现学生与ＭＯＯＣ主持教师的零距离沟通、跨国
界双向交流，既是ＭＯＯＣ在传统教育发展中的新效
用，又是一种新型的混合教学形式。

这种基于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学新模式，
能够充分整合国外 ＭＯＯＣ教师和国内面授教师各
自的教学特点和优势，发挥在线课程内容和实时视

频互动的双重优势，从而丰富国内面授课程教学的

手段和方法，改善和提升国内课程的国际化水平。

相比于国内面授教学，这种基于 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
混合教学模式优势明显：一，面授教师不用耗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自行设计开发在线教学内容，即可直

接“拿来”和“糅合”优质的在线教学内容，丰富和拓

展自己的面授教学；二，学生不必支付高昂的学费和

国外生活成本，即可直接学习国外高水平大学的优

质课程，与国外教授展开深度讨论和交流，并在中外

教师的共同指导和支持下，获得专业知识和能力的

发展。相比于教师自发地将国外 ＭＯＯＣ应用于面
授课程教学，这种模式主要解决了学生与 ＭＯＯＣ主
持教师缺乏互动的问题，能够使学生方便快捷地与

国外ＭＯＯＣ教师进行超越国界的实时双向交流和
研讨，从而有助于他们对国外 ＭＯＯＣ的持续学习和
对本地面授课程的深度学习。从探究社区理论（杨

洁等，２０１６）的角度审视，这种模式下的互动式视频
会议使得在线教学能以对话的方式进行，教师可以

在前期任务或测验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及时和有针对

性的反馈，师生也能够更好地进行情感表达，进而使

教学存在、认知存在以及社会存在形成一种积极的

相互促进关系，共同致力于有意义教育经验的创建，

尤其是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国外

ＭＯＯＣ主持教师而言，他们不用再担心 ＭＯＯＣ教学
的质量保证和学生的完成率，因为这些问题都由于

有本地面授教学和面对面学习支持服务的存在而迎

刃而解。他们也不再面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设

计开发的在线学习内容被束之高阁的窘境，可以将

这些在线学习内容在新的跨国教育情境中发挥出新

的价值，并且继续延续课程教学的开放性、扩大自身

的声望以及吸引优秀的国际生源。

就我们组织开展的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基于

ＭＯＯＣ的中外合作混合教学实践而言，总体效果良
好，学生对这种模式的总体效果、英国高校 ＭＯＯＣ
以及与英国 ＭＯＯＣ教师的互动式视频会议普遍表
示满意，认为不仅增加了他们的学科知识而且体验

了国外教育、提高了专业英语水平以及激发了学习

兴趣。就适用范畴而言，这种基于ＭＯＯＣ的中外合
作教学模式更适合于学校网络环境建设比较好的高

校。可以预见，随着我国高校数字化校园工程的进

一步发展和提速，技术在推动和变革高校课程国际

化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功能。互联网技

术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具灵活性和开放性的教

育国际化机会，使课程和教学不再受国界和地域的

限制，可以创新高校之间的跨国合作，催生新形式的

跨国合作教育项目。在后续实践中，我们还可以尝

试更多创新性的中外合作混合教学方式，如建立国

外教师主导的以学科发展为主线的系列国际合作课

程，创建中外教师共同开发和共享的服务于双方学

生的国际合作课程，甚至将中外教师之间的偶发性

合作上升到中外高校之间长期战略性的课程国际化

行动等。在“互联网＋”时代的课程国际化进程中，
教育实践者需要在实践中勇敢探索和创新，最终实

现国外课程与国内课程、线上教学与面授教学多种

形态的、立体化的有效混合和有机整合。教育管理

层则需要考虑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和经费支持，促

进教师在“互联网 ＋”时代对于课程国际化的创新
性探索和前沿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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