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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外语类课程的慕课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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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慕课建设与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评选背后出现的问题愈加引发关注。文章首先辨析了

在线教育领域容易出现混淆的几个重要概念，探讨了慕课建设“头重脚轻”的现象，分析了面授思维的

惯性对慕课建设产生的影响以及学习支持服务意识与能力缺失的问题。其次，对侧重技能训练的外语

类课程是否适合慕课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并

指出要充分吸收过去远程开放教育的经验和成果，审慎地推进慕课建设，争取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
成熟的慕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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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在线教育越来越受重视，教育部也在大力
支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我国慕课数量和应用规
模居世界第一，共计 2 亿多人次‘打卡’慕课学堂，较
2017 年增长 2． 7 倍，其中近一半是社会学习者; 上线
慕课数量约 12，500 门，增加近 3 倍。同时，覆盖所有
专业门类的慕课体系正在建立……”( 邓晖，2018) 。

国家之所以重视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是由于
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而当前应试为主
的教育方式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突出的问题是“学校
与学习的模式都反映了工业化时代大生产的模式: 标准
化的课堂、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统一的标准答案，这
些都是流水线生产螺丝钉的场景”( 汤敏，2015: 32)。

从国际范围看，世界高等教育正面临着深刻变革。
美国教育资讯网站顶尖学府( Top Universities) 指出:
“虽然许多人对在线课程抱有怀疑，但已有不少一流大
学推出了能与传统课堂媲美的网络课程，一样的课程
表，一样的师资，还可授予官方认可的学位”。顶尖学府
进一步指出，纽约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等都在提供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在线课程( 蔡梦吟，
2016) 。edX 平台显示，提供硕士学位的面授高校也越
来越多。另外，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利物浦大学、格拉
斯哥大学等都提供在线博士学位( 韩艳辉，2017) 。在
中国，学堂在线和郑州大学合作推出同等学力申硕优质
课程网络学习平台。“除了一开始的现场报名环节，以

及最后的硕士论文答辩环节，整个学习过程，都可以通
过电脑和手机 APP 完成，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拿硕
士学位证书’”( 宋昆仑，2018) 。深圳大学与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于 2017 年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双方将实现
学分、学位互认，中国本科毕业生有望通过在线学习获
得美国高校的硕士学位”( 吴吉、王萍，2017) 。据免费
在线课程和慕课搜索引擎 Class Central( 2019) 统计，“截
至 2018 年底，全球已有 900 多所大学宣布或推出了
11，400门 MOOC”，MOOC 学 习 者 达 到 1． 01 亿，基 于
MOOC 的在线学位总数超过 45 个，现在约有 10，000 名
学习者正在学习基于慕课的学位课程。

慕课正在呈爆发性增长，对于远程教育未来的发
展趋势，陈宝生部长认为，“远程教育越来越多没问
题”( 彭焘、钟茜妮，2019 ) 。在全国高校大力建设慕
课的同时，慕课大发展背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2 慕课误区

慕课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隐忧和
误区。首先，不少人对“资源”“课”和“课程”等概念
分不清。从学习的角度看，“资源”指学习的内容及其
载体，如以纸质教材、课件、视频( 录像) 等媒体形式存
在的学习内容，是一种静态的介质，属于课程的一部
分，但不是课程。本文所指的“资源”是课程微观层面
的。也有人将“课程”等同于“资源”。“‘课程’是说
学习资源不是视频的简单堆砌，而是具有一定体系、学
科属性和进程安排”( 唐孙茹，2014: 8 ) 。这里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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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被理解成了“资源”，即视频。
对于“课”的概念，常见的误区是将“公开课”“微

课”等同于“课程”。“‘公开课’……指一种公开授课
的教学方式。在基础教育领域，‘公开课’……即由学

校组织优秀教师，在指定的班级里完成相关的课堂教
学任务”，同时鼓励其他老师观摩。录像条件具备后，

优秀的公开课得以长久保留( 董榕等，2012) 。本文探
讨的“公开课”指视频公开课或公开讲课，一般以视频
( 录像) 的形式保留下来，点击即可播放。这也不是课
程。但是，国内对此存在比较严重的误区。如许玮等
( 2012: 122) 认为: “对于精品视频公开课目前尚未有

严格的定义，一般认为精品视频公开课是指以高校学
生为服务主体，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科学、
文化素质教育网络视频课程与学术讲座”。但将视频
公开课定义为“网络视频课程”是不太准确的。视频

形式的公开讲课或学术讲座并不属于课程的范畴，只
是视频形式的资源。王朋娇等( 2012: 89-90) 建议建立

相关的评价体系，“精品视频公开课是以网络形式呈
现课程内容……不仅关注传统内容评价，也应关注哪

些课程适合录制视频公开课，哪些不适合”; “针对精
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存在的问题”，建议“调整课程内容

和授课方式，建立网络交流模块，促进师生互动”。
综上可见，“精品视频公开课”以视频形式呈现课程讲
授内容，几乎没有互动交流，不属于课程范畴。

微课一般是几分钟的短视频，即教师讲课的录像。
尽管个别视频会穿插几个问题，但实质上还是讲课，而

不是“课程”。“‘微课’是针对传统单一资源类型的局
限性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教学资源建设和应用模式”
( 胡铁生，2011: 62) 。可以看出，微课是资源，而不是
课程。“资源”“课”都不是课程，因为都缺少了学习活

动( 任务) 、评价和支持服务等设计，不是一个完整、体
系性和进度性的课程。韩艳辉认为，“以往的网络课

程基本上是资源堆砌型的，对于学习活动和学习评价

的设计比较欠缺，甚至缺失，更为关键的是没有科学的
学习过程设计，无法保证真正的学习过程的实现”( 国

开时讯网编辑部，2014) 。“网络核心课程指基于网络
开展教学的学历教育的专业主干课程，此类课程必须

是学习资源丰富，学习活动和学习评价完善，教学过程
全面，能够满足不同教与学需求的网络课程”( 国家开

放大学，2013: 1-2) 。这里的“核心”指课程性质与地
位。学习资源、学习活动、学习评价、教学过程等是在

线课程的重要要素，缺一不可。为了实现教学过程，需

要高质量的学习支持服务做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理
解，“视频公开课”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等都不

属于“课程”的范畴，而是资源。“国家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是“课程”，对几个要素都有较为明确的要求。
此外，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慕课是拍摄出来的，而没

有从“课程”的角度进行理解。视频只是“课程”的一

个基本组成部分，还有其他几个关键要素。慕课不只

是视频，不只是资源。慕课作为课程的一种形态，是设

计、制作出来的。

3 慕课建设中的“头重脚轻”现象

“头重脚轻”指慕课建设中过于强调建设前端的视

频拍摄，将大部分精力、人力和财力等投入到视频的拍

摄中，而忽略了慕课建设完成后在运行阶段上的投入，

特别是学习支持服务上的投入，导致课程完成率低。
慕课建设中前端视频的拍摄投入很大。2019 年最

近 3 个月内部分高校慕课录制公开招标信息( 见表 1)

统计分析发现，北京、四川和陕西的 8 所高校每门慕课

的预算平均为 23． 58 万。从招标内容看，这些高校倾

向于“课程是录制出来的”。“在我们这门慕课( 《e 时

代的新课堂———在线教育概论》) 的运行中，有很多的

老师提问，要做混合式教学，就必须 要 拍 一 门 慕 课

吗?”( 于世洁，2019) 。优课联盟组织也有类似表述，

“各高校可以将本校优质课程录制成视频上传到联盟

门户网站……”( 马璇，2018) 。教师的讲授或讲课可

以录制，而“课程”无法录制。回顾慕课五年的发展，

李晓利( 2018) 认为:“从教师的角度出发，目前国内没有

一个教师全职录制慕课，录制慕课又需要时间和精力，

录制慕课利用的是教师的业余时间，很多教师因为课业

忙而选择放弃，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这里的“录制慕

课”也是理解为“慕课是拍出来的”。综上，很多专家学

者、教师对慕课建设都存在误区。而这种误区的直接影

响就是导致慕课建设“头重脚轻”现象的出现。
研究显示，“教师在慕课建设过程中花费时间，从多

到少依次是录制课程视频( 43 人次) 、准备学习材料( 19
人次) 、与学生交流答疑( 9 人次) 、测验与作业设计( 3
人次) 、了解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2 人次) 以及组织教学

活动( 2 人次) 。……由此可见，教师花费时间最多的环

节是课程前期的‘预设’准备，而在课程实施过程中( 如

交流、教学活动、了解学习者等) 严重缺乏时间投入”
( 冯永华、刘志军，2016: 85) 。在“预设”准备阶段，大量

精力是投入在视频的录制上，而课程运行则严重缺少投

入，导致“头重脚轻”，直接影响课程运行的质量和学习

支持服务的水平。“高校不能只是响应政策需求，建设

了很多课程，却无后续教学及维护”( 蒋艳、马武林，

2018: 159) 。“头重脚轻”的现象值得引起教育界的警

惕，呼吁转变思维，尽快阻止这种现象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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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高校慕课录制公开招标信息

学校 采购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 人民币)

课程

门数

课均预算

( 人民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院慕课录制 39 万元 3 13 万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慕课录制 50 万元 4 12． 5 万元

北京科技大学 2019 年慕课课程建设项目 390 万元 9 43． 33 万元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慕课课程制作项目 200 万元 8 25 万元

北京理工大学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专项慕课制作

服务项目( 二)

150 万元 8 18． 75 万元

北京建筑大学 精品慕课制作项目 100 万元 4 25 万元

华北电力大学 慕课课程制作 50 万元 1 50 万元

四川大学

2019 年 36 门约 620 学时

慕课示范课程制作

( 含宣传片) 采购项目

528 万元 36 14． 67 万元

西安科技大学
慕课课程拍摄制作等

课程建设项目
310 万元 31 10 万元

注: 信息来源于中国政府采购网，截至 2019 年 6 月 26 日。

4 面授思维的惯性制约

“头重脚轻”的现象主要是面授思维的惯性造成的。
“受传统课堂教学方式的影响，慕课教师将微视频

的‘在线讲授’简单等同于课堂教学，将传输工具的使用

与教学方法、教学活动混为一谈，‘教学活动单一’”( 冯

永华、刘志军，2016: 88 ) 。这是典型的面授思维的惯

性制约造成的后果。而这种后果也是将“课程”等同

于“资源”的错误认识的体现，严重束缚了教师思维，

使其无法摆脱“资源堆砌型”网络课程文化的制约( 国

开时讯编辑部，2014 ) 。而这种误区对于以大规模学

习者为对象的慕课来说更为严重。关于未来的慕课发

展，建议认真审视如下设计要素( 见表 2) :

表 2 慕课设计要素

设计要素 现状 设计要素 现状

在线社区 严重缺失 心理指导 严重缺失

讨论管理 严重缺失 主观题设计 比较缺失

原始学习内容 比较缺失 学习动力保持 严重缺失

慕课属于面向社会大规模学习者的在线开放课程，

学习者之间基本都是陌生的，缺少传统校园熟悉的学习

环境和氛围。慕课设计从最初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即

如何在正式开始学习课程内容之前，通过精心的活动设

计，让学习者快速认识，形成一个在线社区的氛围，这对

消除陌生感和孤独感至关重要，也将影响后续的学习。
但目前绝大多数慕课在这方面的设计是缺失的。

由于慕课属于在线学习，是虚拟的，又由于学习者

来自各行各业，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很容易出现各种心

理问题，例如学习开始前和学习过程中的焦虑等。因

此，在课程设计方面，如何通过针对性的设计进行适当

的心理指导，帮助学习者消除焦虑非常重要。目前，大

多数慕课都缺乏这样的设计。
慕课中的讨论非常重要，是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进

行交流互动的重要途径。讨论需要设计，而非一问一

答。如何设计好的讨论话题? 如何引导学习者的讨论?

如何管理讨论区? 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如

果一个讨论区有很多学习者提出问题，但都没有回复，

这样的课程不能算是优质课程。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

不能及时地得到答复，也不能算是好的讨论。
目前，大多数慕课都采用了客观题的设计，以应对

大规模的学习者。但是，如果所有的学习活动都设为

客观题，而教师几乎不介入学习过程，这样的课程也是

有问题的。因此，可以适当地考虑主观题的设计，加强

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受面授思维的束缚，部分慕课不提供原始的学习

内容，学习者只能看到教师的讲授，而学习者缺少对原

始学习内容的预习和思考，属于被动观看视频，学习效

果很难保证。另外，很多慕课欠缺学习动力保持方面

的设计。在设计慕课时，要考虑如何通过一些活动的

设计，不断激励学习者，让他们始终保持学习动力。例

如，“媒体辅助英语教学”慕课定期评选光荣榜，以持

续激励学习者。此外，也可以进行游戏化的设计，吸引

学习者，保持其学习动力。

5 学习支持服务意识与能力的缺失

学习 支 持 服 务 的 缺 位 问 题 比 较 严 重。赵 宏 等
( 2017: 10) “以中国 14 个主要 MOOCs 平台的 621 门

课程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其学习支持情况”，发现“超

过半数的课程没有提供任何一种导学服务和助学服

务”。受传统面授思维的束缚，特别是面授高校对在

线教育中的学习支持服务缺乏认识，这方面的意识比

较欠缺。“当前流行的 MOOCs 实际上是基于内容的
xMOOCs，只强调对知识的传播和复制，并没有很好

地为学习者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 李

艳红等，2014: 39) 。“MOOCs 起源于开放教育资源，

但不仅仅局限于视频讲座等内容的呈现，其进一步开

放了整个学习过程，MOOCs 尝试通过章节测试、课程

考试、师生互动交流等学习支持服务来促进大规模学

生在线学习的发生……学习支持服务是否完善、高效

和到位直接关系到 MOOCs 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学业

保持”( 赵宏等，2017: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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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支持服务的提出是因为远程教育中出现了师

生的时空分离。“在远程教育中，时空分离更容易导

致各要素的分离。因此，远程教育系统的总体设计至

关重要”( Sewart，1993: 6) 。“学生支持服务是远程教

育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 武丽志、丁新，2008: 25 ) 。
当前面授高校大举进军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最为

典型的问题就是学习支持服务的缺位。“很多老师还

没搞清楚慕课的教学设计就已经上线运行了……”
( 余建波，2018) 。也就是说，很多教师可能连慕课是

什么都不太清楚，就开始运行慕课，更谈不上学习支持

服务。而支持服务的缺失会造成很多问题，例如“师

生互动频次不高，及时性不够，不同学校地区、不同职

称以及不同学科类型的教师在慕课课堂进行讨论引导

的频次都不高，不同人口学变量的教师均难以实现对

慕课 学 习 者 的 及 时 回 复”( 冯 永 华、刘 志 军，2016:

86) 。此外，慕课的完成率低，对慕课和在线教育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传统面授教

育和在线教育的冲突。因此，在线教育成功与否关键

在于学习支持服务的质量。

6 外语类课程是否适合慕课

目前的慕课发展存在不少问题和隐忧，这也包括

外语类慕课。A 课程是一门针对大学阶段口语的课

程，每一期的选课人数都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规模。
其“评分标准”为“课堂作业为主观题，需要学习者提

供口语录音供评测，主要采取互评的方式”。对于口

语这样的技能型课程来说，需要通过大量的训练才能

提高口语水平，也需要教师进行持续性的指导。而通

过几次口语录音作业的提交和互评，是难以提高口语

水平的。而且，慕课学习者类型多样、水平不一，采用

同学互评的方式是不太适合的。“在语言学习中，不

同的水平可能会影响参与者评估更高水平的语言的能

力”( Sokolik，2014: 25) 。学习者 No1xt 表示:“与其说

这是一门口语课程，不如说这是一门欣赏演讲的课程，

老师口语非常好，但是相信来这里学习口语的同学基

础相对薄弱，只去听那种复杂的句式和讨论，个人感觉

还是只是耳朵过了把瘾，不太能实现口语提高的目

的”。从课程的视频来看，“演讲”的形式拉开了教师

和学习者之间的距离。“显然，几乎没有人通过听别

人讲解就能够学会一门语言”( Sokolik，2014: 23) 。另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选课人数和课程质量之间的关

系。Sokolik( 2014: 26 ) 指出，有一种倾向将课程受欢

迎等同于“成功”，要警惕将选课人数多与课程“成功”
相混淆的危险。

外语类课程适合慕课吗? 听说读写译等适合同学

互评吗?

“截至 2017 年 5 月 18 日，在中国各主流慕课平台

上的外语类慕课已达 326 门”( 罗娜，2019: 109 ) 。鉴

于此，笔者采用目的性随机抽样的方式，从中国大学
MOOC 平台选取 7 门慕课进行分析( 见表 3 ) ，基本涵

盖英语听、说、读、写、综合英语等类型。分析发现，这

些课程基本上都采用了同学互评的评价手段，题型方

面基本都是自动化程序评测，即客观题。其中的一门

课程全部采用客观选择题，没有任何主观题的设计。
同学互评意味着教师基本不介入教学过程，自动化程

序评测只是对基本概念和知识的检测。但是，“学习

语言 的 目 的 不 仅 限 于 语 言 知 识，而 是 保 持 交 流”
( Ｒichards，2006: 3) 。也就是说，学语言是为了交流，

客观题很难实现语言学习的目的。

表 3 中国大学 MOOC 平台部分英语类课程评价手段和题型统计

课程名称 学校 评价手段 题型

大学英语———交互英语 ( 一) 、

( 二)
中南大学 /

自动化程序评测

( 客观题)

大学英语综合课程( 二) 国防科技大学 同学互评 /

新大学英语·阅读与思辨( 上) 重庆大学 同学互评
自动化程序评测

( 客观题)

大学英语创新写作 河南大学 同学互评 自动化程序评测

英语进阶读与写( 上) 电子科技大学 同学互评
自动化程序评测

( 客观题)

英语演讲与辩论 湖南师范大学 / 客观选择题

航海英语听力与会话 大连海事大学 同学互评
自动化程序评测

( 客观题)

注: 截至 2018 年 5 月。

相关研究显示，教师在“与学生交流答疑”“了解

学习者的学习需求”“组织教学活动”等方面投入的时

间非常少( 冯永华、刘志军，2016: 85) 。笔者发现，该

问题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也比较突出。
B 课程是关于汉语语法的，已经被评为国家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在“老师答疑区”，发现学习者在 2019
年 3 月 9 日提出的问题，截至 2019 年 3 月 25 日时仍

然没有得到答复。这是典型的学习支持服务不到位。
学习者遇到这种情况，很难保持很强的学习动力。而

这种情况、这样的课程不在少数，应该引起相关课程、
教师、学校、平台和部门等的重视。

笔者 采 用 目 的 性 随 机 抽 样 的 方 式，分 析 了
Coursera 慕课平台上的三门英语类课程( 见表 4) 。

Coursera 平台上的这些课程都已经开始收费，所

以无法深入了解具体的评价手段。但是，从前端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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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Coursera 部分英语类课程评价手段和题型统计

课程名称 学校 评价手段 题型

Speak English Pro-

fessionally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自动 化 程 序 评 测

( 客观题)

Write Professional

Emails in English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是否人工批改不

详

自动 化 程 序 评 测

( 客观题)

Write English Com-

position I
Duke University

是否人工批改不

详，是 否 同 学 互

评不详

主观题( 写作)

注: 截至 2018 年 5 月。

出，有两门课程采用了自动化程序评测的客观题，这

种设计会减少甚至不需要教师的介入; 同为写作方

面的课程，杜克大学的“英文 写 作 ( I ) ”采用了主观

题。对于创造性很强的写作训练来说，同学互评可能

不如教师评阅可靠，但同学互评可为大规模写作提供

帮助，减少教师负担。分析发现，这些英语类课程中没

有听力课程，基本采用客观题或自动化程序，减少教师

的介入。
目前，关于外语类课程的慕课适用性的研究较少。

Bárcena et al． 指出，语言类慕课的主要挑战是语言学

习是基于技能而非基于知识，而技能训练要求和其他

学习者进行协作学习，但目前的大多数语言类慕课采

用的是教学主义( instructivist) 方法，不一定促进协作

学习( 转引自 Motzo ＆ Proudfoot，2017: 88) 。在语言学

习中，师 生 互 动 和 生 生 互 动 都 很 重 要 ( Han，2011:

148) 。“在所有变量相等的情况下，学习( 语言) 最好

的思想是主动和参与的思想，并且其高阶技能( 联系、
对比、批评、探究、证明和演绎等) 被激活，而不仅仅是

记忆和 机 械 复 制”( Bárcena ＆ Martín-Monje，2014:

2-3) 。蒋艳、马武林( 2018: 156 ) 从大学英语慕课的角

度进行了一定探讨，指出“通过大学英语慕课来提升

所有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确实很难，目前国内外并没

有一家慕课平台能够完美支持语言类慕课课程”。综

合来看，可能侧重于技能训练的外语类课程并不太适

合目前的 xMOOCs，而更适合小规模的 SPOC。Coursera
走向收费，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有从 MOOC 走向 SPOC
的趋势。同时，对于说和写等这样创造性很强的语言

训练来说，同学互评的方式似乎也不太适合。Sokolik
( 2014: 27) 指出，理想的语言慕课平台“需要一套更丰

富、更细致的适合语言学习任务的交流工具; 使用教学

视频展示语言和文化学习的例子，而不仅仅是关于语

言结构的解说性讲授，以及对学生的能力和目标范围

敏感的评估工具”。

7 结语

通过分析目前慕课发展中存在的误区、问题与隐

忧，本文建议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重新认识慕课

的教学设计，以摆脱面授思维的限制; 重视学习支持服

务，以加深对教与学时空分离的认识; 理性对待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的评选，脚踏实地做好慕课; 进行科学合理

的规划，切忌急功近利。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来看，侧重

于技能训练型 的 外 语 类 课 程 可 能 不 太 适 合 目 前 的
xMOOCs，更适合小规模的 SPOC。此外，应充分吸收过

去远程开放教育的经验和成果，审慎地推进慕课建设，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成熟的慕课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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