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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琼

高校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推动高校教学模式顺应时代潮流。

基于慕课开始了更为彻底的教学变革，即翻转教学。

慕课问世三年以来，对全球众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变革带来了方向性的影响。

2012 年 引 起 全 球 瞩 目 的 大 规 模 网 络

开放课程在 2013 年初进入中国

大陆，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

交 通 大 学 等“211”高 校 的 带 动 下 ，至 2015 年

初，全国已建成慕课将近 170 门，在建慕课超

过 300 门，仅“中国大学慕课”一家平台预告的

慕课课程数就达到 460 门。 可以说，因慕课带

动的高校教师对于网络化教学的关注超过了

以往，从“211”院校到职业院校，都在思考如何

应对慕课带来的挑战， 如何借助慕课东风，推

动本校的教学改革，促进教学质量提升。 那么，
怎样才能让慕课更好地为“我”所用呢？

将优质教学资源慕课化

将优质教学资源慕课化，这是众多高校现

在正在做的事情，比如将原有的精品课程采用

慕课的课程结构予以重组，将教学视频切分或

重录为短小的视频，增加练习题库和网上模拟

课件，然后在某个慕课平台上部署，设置数周

的教学活动序列。 经过这种“慕课化”的过程，
也就是“基于技术的 精 细 化 教 学 设 计”的“打

磨”之后，网上课程资源在易用性、可用性方面

确实会超过原先的精品课程。
与十年前建设精品课程必须有专业技术

团队做支撑不同，现在的慕课制作手段越来越

平民化，每台笔记本电脑都有摄像头，手机也

可以拍摄高清短视频，易用的视频制作剪辑软

件、动画软件、录屏软件，让老师在办公室、家

里就可以制作出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视频。 技

术的发展降低了使用技术的门槛，让优质教学

资源数字化的工作得以常态化。 制作和应用的

便利性将导致高校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

合，推动高校教学模式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学

生需要。

使用慕课资源开展翻转教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先开设慕课的教师

中已经有不少人在本校教学中推荐学生使用

慕课资源，不少学生表示：在课前看了教学视

频后再来上课，学习更有针对性，课堂上与教

师与同学的交流也更为深入。
越来越多的教师不只是把慕课课程的视

频和练习作为校内教学的拓展资源，而是基于

慕课开始了更为彻底的教学变革， 即翻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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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学资源慕课化

高校面对慕课：机遇与挑战

本期关注

7



2015.24

学。 从国内外翻转教学试验老师的报告来看，
大多数学生都很欢迎翻转课堂，学生主动学习

的态度也让授课教师找回了教书的成就感，以

及被需要的幸福感。 学生始终需要身边的教

师，这种能够帮助学生的教师不会被淘汰。

将校内课堂教学慕课化

在 2013 年下半年， 在慕课出现一年半之

后，美国一些慕课教师开始让本校学生与校外

的慕课学生一起使用慕课上课，还有一些教师

是将本校的面授课程对校外开放，招收部分合

格的校外学生， 无论是以慕课平台学习为主

场，还是以本校学生教学为中心，这种打破学

校围墙开放的、差异化的课堂有许多优于高校

传统封闭、同质化课堂的地方。 比如，在职学生

对学习机会的珍惜、对知识的渴望会给没有工

作经历的学生树立榜样；社会学生来自实践的

经验会为课程讲授的理论添“旁注”，让置身其

间的师生教学相长。 当课堂的门打开了之后，
教师教学设计的思路也为之开阔，出现了一些

跨文化、跨地域、以探究视角设计的教学活动。
现在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体会到研究型的教

学活动设计（如 PBL）更适合这种多元化、差异

化明显的学生群体，在这类课程的规划和引导

过程中，师生相长，教学与科研的统一更容易

实现。
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慕课教师开始了这

种“开放、异质课堂”的实践，但是国内一直以

来做的比较多的还是 “开放、 同质课堂”，比

如， 上海地区高校联盟以及东西部高校联盟

中高校的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的合作。 是不是

有非高校的学生参与， 学生人数和地理分布

能否达到一定规模，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

这类慕课的教学质量。 从国外实践来看，这也

是慕课可持续发展的一条路径， 单门课程通

过对部分学生的收费而具备了不断修改完善

的经费支持。

慕课问世三年以来，对全球众多高等院校

的教学变革带来了方向性的影响。 从慕课先行

学校的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因慕课而带来

的一些变化。 在慕课建设和应用的过程中，教

师的专业知识传授能力、促进学生学习的助学

能力都将得以提升，而以开放、探究的心态面

对大规模差异性学生的授课，会让课程的教学

设计更上一个台阶。 慕课的流行和普及，让更

多的高校开始正视和思考信息时代的高等教

育应该具有的形态，让更多的师生开始借助信

息技术提高教学的效果、效率和效益。 这是实

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 普及化的一条路径。
就像信息技术已经改变了诸多传统行业一样，
信息技术借慕课之势，也将推动高等院校教学

支持机构的重组和教学流程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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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使用慕课资源翻转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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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课堂教学慕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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