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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POC 和 MOOC 的学历

与非学历教育融合的探索
———以“媒体辅助英语教学”为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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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在线教育的大爆发，国内外基于互联网进行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融合的探索有了更加深厚的基

础。目前，针对基于互联网的融合探索的研究偏少，且多数研究偏重宏观探讨。基于“媒体辅助英语教学”课程学

历教育 SPOC 和非学历教育 MOOC，分别进行了融合探索，探讨了相关制度模式与实践路径，并主要从学习者学习

效果和调查问卷反馈等方面，分析了探索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基于学历教育 SPOC 和非学历教育 MOOC，进行

学历与非学历融合的探索具有可行性。建议改进教学设计，特别是坚持“既一视同仁，又区别对待”的教学策略，并

加强基于教师团队的学生支持服务，在融合机制上做出创新，提前引入学分银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学生支持服务

与薪酬等，以实现更佳的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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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在线教育发展迅猛。“截至 2018 年 12
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2． 01亿，较 2017 年底

增加4 605万，年增长率为29． 7%”。［1］从国际上看，

MOOC 的爆发性增长对在线教育起到了极大的助推

作用。据免费在线课程和慕课搜索引擎 Class Cen-
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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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基于 MOOC 的在线学位总数超过 45
个。［2］在线教育的爆发也为开放教育的大发展带来

机会。“总的来看，远程开放教育机构的愿景似乎

可以分为两种: 给没有其他教育机会的人打开教育

之门或给学生提供灵活学习机会。远程开放教育的

很多变化似乎是为服务后者，给学生提供更多灵活

性。但是，远程教育( 尤其是单轨模式机构) 的历史

使命和愿景却是为了提高开放性，即第一种愿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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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为国家开放大学( 下称国开) 办学体系外

的学习者，提供( 基于学历教育课程) 接受非学历教

育的机会，也就是探索“真正的开放”。本课程团队

在 2015 年 秋 季 学 期 基 于“媒 体 辅 助 英 语 教 学”
SPOC，进行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融合的探索。
同时，也为这门 SPOC 登陆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积

累了经验。自 2017 年秋季学期开始，课程同时在中

国大学 MOOC 平台运行。
截至 2019 年 4 月，该 MOOC 累计约有12 000名

来自国内外 300 多所面授高校的学生和社会学习者

选课学习。其中，来自新疆师范大学( 下称新师大)

的近 200 位学生以学分课程的形式参加学习。也就

是说，团队分别基于 SPOC 和 MOOC，在同一课程内

进行了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相融合的探索。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的教育体系”，“发挥网络教育和人工智能优势，创

新教育和学习方式，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

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4］

可见，国家给予全民终身教育学习体系的构建高度

重视，而基于互联网的 SPOC 和 MOOC 有着天然的

优势，特别是国家开放大学拥有全球最大的办学体

系，探索基于互联网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融

合显得非常有意义。《国家开放大学建设方案》也

提出要“实现学历与非学历继续教育的互联互通，

激励、提高社会成员的学习积极性”。［5］这说明国开

在建设之初，就很重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融

合发展。
“媒体辅助英语教学”积极顺应了这一社会发

展趋势。研究显示，“最近 10 年，学术界对成人学历

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接轨的研究较少”，而且“当前很

多研究的探讨和设想比重比较大，关注教育结果

( 证书) 的转换，研究范围较窄，立足于实践基础上

的‘接轨’研究比较少”。谢蓉蓉等“以学校( 宁波广

播电视大学) 与宁波市总工会合作开展的‘宁波市

职工素质提升暨港城工匠圆梦行动’项目为例”，对

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双向融合机制，在实践层面做

出一定的探索。［6］但是，该项基于学科专业的研究

较为宏观，并不是针对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同上一门

在线课程的研究，②也没有具体到同一门在线课程

的教学过程设计、教学策略与操作等层面。那么，基

于学历生与非学历生同上一门在线课程的学历教育

与非学历教育的融合，该如何设计和实现? 教学策

略上该如何调整? 这样的融合课程需要什么样的运

行保障呢?

二、开放大学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融合探

索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进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融合的

探索? 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特

别是以 MOOC 为代表的在线教育的快速发展，学习

者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而通过学分银行的桥梁，可

以实现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融通，加速“构建服务

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7］

融合探索一方面可以推进教育公平，实现很好

的社会效益;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向非学历学习者

开放课程，吸引潜在的生源。“一些开放大学甚至

正在面临连续多年招生数量下降、办学经费入不敷

出的困境”。［8］例如，英国“开放大学全日制本科生

的数 量，从 2005—2006 学 年 的 15． 1 万 人 下 降 到

2016—2017 学年的11． 3万人，下降了约1 /4”。［9］这

也是英国开放大学联合传统高校，通过 Future Learn
进行 MOOC 开放教育探索的原因之一。目前在中

国，开放大学尚未遇到上述的困境，但是也要响应国

家的号召，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努力服务终身学习。
《国家开放大学建设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发

展非学历教育，稳步发展学历教育”，而基于在线课

程同时开展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融合探索，就

是对这种发展战略的实践尝试，同时也为建设全民

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10］

三、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合探索的

路径

( 一) 学分银行政策与制度模式探索

近 年 来，国 家 越 来 越 关 注 在 线 教 育 特 别 是

MOOC 的快速发展，并且愈加重视学分银行的建设，

力图联通各级各类教育。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

息化 2． 0 行动计划》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

国家学分银行建设，推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继续教育机构逐步实行统一的学分制，加快实

现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互通……被认定的

学分，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可累计作为获取学历

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培训证书的凭证”。［11］《国家

开放大学建设方案》和《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

的意见》对学分银行都有相关的表述，探索将学习

者的各类学习成果转换成学分，进行存储，实现不同

类型的学习成果的转换。这说明，学历教育与非学

历教育的融合在政策上有较为充分的保障。［12—13］

在实践层面，“国家‘学 分 银 行’制 度 雏 形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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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家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

度的研究与实践’项目，初步构建了以学习成果框

架为核心的制度模式，明确了‘框架 + 标准’的技术

路径，形成以学习成果框架和标准体系为核心、以学

习成果认证服务体系和信息平台为依托的运行载

体，以政策法规、质量监控和经费为支撑保障的制度

架构”。［14—15］《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

出，“从 2019 年开始，探索建立职业教育个人学习账

号，实现学习成果可追溯、可查询、可转换”，“从

2019 年起，在有条件的地区和高校探索实施试点工

作”。［16］这充分表明，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融合

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可预期

的是，MOOC 和学分银行的有机结合，将使学习者能

越来越多地获得量身定制的教育产品和更好的学习

服务支持; 传统的学历学位制度在网络教育中愈加

弱化，个 体 学 习 将 变 成 一 个 连 续 性、终 身 式 的 过

程”。［17］

但也要看到，对于近年来涌现的 MOOC 这样针

对大规模学习者的在线课程，相关的教学理论研究

相对缺乏，很多的研究思想仍然基于传统的教育形

式，在课程设计、教学策略、学生支持服务等方面需

要更加深入、持续进行研究，以形成相应的以大规模

学习者为中心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合发展

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
( 二) 教学层面的可操作性与多样性

在教学层面，无论是依托国开学习平台基于学

历教 育 SPOC 的 融 合 探 索，还 是 依 托 中 国 大 学

MOOC 平台基于非学历教育 MOOC 的融合探索，都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体现出一定的多样性。
1. 教学策略: 既一视同仁，又区别对待

研究表明，合适的教学策略对内在动机有积极

的影响，这就需要教师掌握学习者需求，并通过教学

策略促进动机和自我导向。［18］“媒体辅助英语教学”
课程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学习者的需求，并采用了较

为合适的教学策略。
( 1) 采用了“一视同仁”的策略

“一视同仁”策略，即学习目标的大方向保持不

变; 学习内容( 资源) 和学习任务保持不变; 综合评

价体系保持不变; 课件作业的评价标准保持不变;

“预点评”的策略基本保持不变; ［19］学习支持服务的

策略和质量基本保持不变。由于进行融合探索的时

间比较仓促，在教学设计上并没有进行专门调整。
不过，这也得益于课程的先前设计相对成熟，例如在

学习内容上，有必修的内容，也有针对学习能力强的

学习者设计的拓展学习内容，从而能够较好地满足

各类学习者的需求，实现多样化和个性化。
( 2) 采用了“区别对待”的策略

SPOC:

①分组: 将学历生单独分为 1 个小组，非学历生

分为 4 个小组。之所以在分组上区别对待，是因为

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学习的性质和目的是有差异的。
这样分组会避免相互干扰，特别是基于小组的协作

学习。
②课件作业: 一般而言，学历生要严格按照作业

要求完成课件作业。非学历生，如果不是英语学科，

那么允许做适当“变通”。例如，可以根据学习者本

人的学科情况，结合所学，设计制作相应的课件，但

课件作业的评价标准是不变的。之所以能够灵活对

待，源于这门课程学科交叉性较强的特点。
第一，学习者所学的软件( 云应用) 对各学科的

兼容性较强;

第二，学习对象不同，内容和要求可以有适当的

“变通”，体现一定的适应性。
MOOC:

①分组: 对于包括将这门课程作为学分课程来

学习的新师大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内的学习者，在平

台之外，课程团队单独建立了 QQ 学习群，用于提供

实时的学习支持服务。但是，并没有像 SPOC 探索

那样进行分组，因为加入 QQ 群的学习者以新师大

的学生为主，而且没有设计基于小组的协作学习。
②课件作业: 新师大的学生要严格按照作业要

求，完成课件作业。其他的非学历生，如果不是英语

学科，那么允许像 SPOC 探索那样有适当的“变通”。
2. 运行保障: 基于 CＲOSTEFA 模式的团队支持

服务

( 1) 基于 SPOC 的融合探索

该 SPOC 自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始，就在国开总

部韩艳辉老师的带领下，从办学体系遴选出优秀教

师，组建了跨区域的网络教师团队，开展“跨区域、
一站式团队在线辅学模式”( CＲOSTEFA) 的教改探

索。［20—22］在 2015 年秋季学期的融合探索中，继续沿

用了该模式。
“跨区域、一站式团队在线辅学”是指在国开办

学体系内，打破以往电大系统基于行政区划分割开

展教学形成的体制障碍，③真正实施跨区域的教师

团队的一站式的“辅”和跨区域的学生群体的一站

式的“学”的崭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由国开的总

部教师主导，体系内的教师( 以专业为基础，以课程

为单位) 跨区域组成虚拟的辅学团队，通过国开学

习平台完成一站式的、协作式的“辅”; 学生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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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虚拟的学习群体，通过国开学习平台完成一站

式的、协作式的“学”，突破过去的三级平台限制。
以前的电大系统长期存在一些顽疾，例如基于行政

区划运行“三级平台四级办学”模式，导致师资无法

实现有效整合，甚至出现有学生无教师的情况，而且

学生需要三级平台的多套账号和密码，造成课程资

源分散，学习迷航，教与学过程难以有效掌控等。该

模式有助于解决电大长期存在的一些顽疾，为国开

向基于网络的教学转型提供借鉴。
团队分工方面，对过去电大系统的教师角色进

行了重新整合。团队大体分为两种角色，即团队领

导者和辅学教师。所有参与辅学的教师包括电大传

统的分部责任教师、地方学院或学习中心的任课教

师、班主任等，他们的角色统一整合为辅学教师。辅

学教师又细分为学术型和行政型。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得到跨区域教师团队

提供的全程高质量的学习支持服务，服务的方式有

论坛、邮件、站内信、电话、QQ 群( 讨论组) 以及基于

Windows 的“远程桌面连接”一对一支持等。这些学

习支持服务包括学术性的服务，如答疑、作业点评和

学习方法的指导等，也包括情感支持服务如心理疏

导、学习动机的激励等，以及技术上的支持如基于

Windows 远程桌面的在线技术指导。
2015 年秋季学期的融合探索有着比较好的实

践基础。课程从 2014 年春季学期开始，已成功运行

3 个学期，辅学团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在线辅学经

验，课程也在持续更新中更加成熟。“在近几年网

络核心课程的建设和运行中，的确出现了比较有代

表性的网络学习课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创新的

学与教的模式。例如，韩艳辉老师团队的基于‘媒

体辅助英语教学’网络核心课程探索的‘跨区域、一
站式团队在线辅学’模式，已经比较成熟，在国内外

获得了较好的反响”( 见图 1、图 2) 。［23］

同时，该团队特别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探索。除

遵循严格的师生比外，还做出如下探索: 从 2014 年

秋季学期开始，实行值班制度，即以模块为单位，分

时段进行值班，更好地提高辅学效率，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辅学团队的工作量和压力。从 2015 年春季学

期开始，探索反馈及时性的控制，即学生的问题 24
小时内解答，这是强制的，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教师的压力。不过，团队仍然鼓励在 30 分钟内，尽

快解答学习者的问题，但不强制。从 2015 年秋季学

期开始，尝试作业预点评的数量控制，因为随着学习

者人数的增加，教师对作业的多轮预点评将带来巨

大的工作量，所以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团队

预点评前 15 份作业，之后如果有学生要求，可以继

续点评。同时，在作业互评任务中，提供作业范例并

附点评，学生提前借鉴学习，熟悉互评过程和标准，

从而尽量减少教师干预。除了为全部学习者单独建

立 QQ 群，用于在线沟通和指导外，还同时建立了学

术型教师的核心 QQ 群和包括学术型教师与行政型

教师在内的课程运行 QQ 群。核心群主要是学术型

教师用于课程运行过程中重点的问题和辅学策略等

的探讨，运行群主要用于和行政型教师针对学习过

程中发现问题的沟通交流，提醒他们登录课程平台

跟踪学习者的学习动态，督促学习者及时完成学习

任务。
( 2) 基于 MOOC 的融合探索

基于 SPOC 的融合探索的实践经验被移植到基

于 MOOC 的融合探索。不过，由于 MOOC 探索中不

涉及办学体系内的学历生教育，所以之前的行政型

教师的职能并入学术型教师之中。也就是说，虽然

MOOC 中的学习群体急速扩大，但辅学团队的教师

人数反而减少了。在 2017 年秋季学期的第一期

MOOC 探索中，这支辅学团队有 9 位教师。从 2018
年春季学期开始，团队增加到 10 位教师，都是 SP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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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的核心教师。
在教学设计上，基本延续了 SPOC 的相对成熟

的设计。不过，由于中国大学 MOOC 平台无法像国

开学习平台那样，提供详细而具体的学习者学习行

为数据，所以 MOOC 中的评价设计做了一定的调

整，取消基于行为数据的评价，加大课件作业的评分

比重，同时减少讨论计分的比重，因为对于大规模学

习来说，讨论的计分难度较大，特别是针对讨论的内

容的评价。
在前四期 MOOC 运行中，新师大的学历生参加

第一期和第三期的学习。第一期选课人数为3 363
人( 截至 2018 年 1 月 29 日) ，其中新师大英语专业

6 个班级共 139 人，以学分课程的形式参加学习。
非学历生来自国内外的普通高校和各行各业。第三

期选课人数为3 014人( 截至 2019 年 1 月 9 日) ，其

中新师大英语专业两个班级共 30 人，参加学分课程

的学习。非学历生来自国内外的普通高校和各行

各业。
“跨区域、一站式团队在线辅学”教改模式也适

用于 MOOC 的探索。由于没有办学体系内行政区

划的障碍，课程的运行更为顺畅。在课程运行中，继

续依靠办学体系优秀教师组成的经验丰富的跨区域

在线辅学团队。除了为全部 MOOC 学习者单独建

立了 QQ 群，用于在线沟通和指导外，还同时建立了

MOOC 辅学团队 QQ 群，用于课程运行过程中重点

的问题和辅学策略等的探讨及学生的督促等。另

外，邀请新师大的相关教师加入辅学团队 QQ 群，一

起为新师大的学习者提供周到、细致的支持服务。
3. 学分银行制度保障: 联通学历教育与非学历

教育

2015 年秋季学期，在成功完成了基于该 SPOC
进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合的探索之后，积极

联系国开学分银行，按照要求填写了学习成果审核

申报书，将通过考核的 30 位非学历生的学习成果报

送学分银行。经过学分银行组织相关专家评审，这

些非学历生的学习成果通过终审，层次( 级别) 认定

为开放教育本科，框架等级认定为 7 级。学校还为

这些通过考核的非学历生颁发了单科证书。这样，

他们就获得了国家开放大学英语专业本科“媒体辅

助英语教学”学历课程的 4 个学分，从而联通了学历

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在同一门在线课程中实现了两

种教育形态的融合和学习成果的认定。
基于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的“媒体辅助英语教

学”也在尝试通过国开学分银行，实现类似 SPOC 的

学习成果认定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融合。下

一步将联合学分银行和中国大学 MOOC 平台，重点

探索 MOOC 平台在学习者注册、学习者选课、学习

过程监控等方面，以及学分银行在开户、学分认定和

存入、学分使用等运作流程方面进行对接的思路和

具体措施。［24］

四、融合探索的效果

对于基于 SPOC 或 MOOC 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

教育融合来说，学习的效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下面，主要从学习成绩和基于调查问卷的反馈两个

维度进行探讨。对于基于 MOOC 的融合探索，也包

括对完成率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 一) 基于 SPOC 融合探索的效果

首先，分析融合探索中 17 名学历生的学习成

绩。注意，团队认为，学习者至少要提交一次课件作

业，才能被认定为实际参加了学习。按这样计算，实

际参加学习的学历生为 12 位，及格率达到 100%，

平均成绩为 81． 2 分，两个指标都比较高( 见图 3、图
4) 。没有完成学习的这 5 位学历生或者从未登录平

台学习，处于失联的状态，或者只是在开课之初偶尔

登录过，或者是只学习了两三个模块就停止学习了。
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这也体现了办学体系的各种

深层次的问题。

其次，分析 63 名非学历生的成绩。按实际参加

学习 32 人计算，30 人最终通过课程考核，及格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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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8%，平均成绩为82． 3分，两项指标都是比较高

( 见图 3、图 4) 。而且，成绩在 80 分以上的非学历生

比例很高。未完成课程学习的 31 人中，大部分只是

报了 名，但 是 从 未 登 录 过 平 台 学 习。其 实，这 和

MOOC 的学习有点类似，他们可能因为比较感兴趣

而报名，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参加学习，或者浅尝

辄止就退出了。对于非正式学习来说，这是可以理

解的。正如刘三女牙等学者的观点，虽然( MOOC)

通过率很低，但是不同的学习者有不同的学习目标，

不能以最终的认证率作为 MOOC 是否有效的唯一

评价标准。给予学习者学习目的的选择权，根据不

同的目的，允许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25］

将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合并计算，实际参加学习

的学习者的平均成绩为 82 分，及格率为95． 5%。而

且，成绩 80 分以上的占多数。这些指标还是比较

高的。
另外，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学习者对课程和团

队的评价也比较高，这门课程的总体满意度高达

100%，这体现出大家对这门课的高度认可。
关于跨区域教师团队，学习者的评价如下( 见

图 5) :

“学生支持服务是远程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概

念”。［26］韩艳辉认为，“在线教育成功与否关键在于

学习支持服务的质量”。［27］从学生的评价可以看出，

学习者对跨区域教师团队所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的

认可度是非常高的，这涉及辅导的方法、反馈的及时

性、辅导的主动性和服务手段的全面性等。
关于教改模式与质量，学习者的评价如下:

学习者的反馈说明，他们对这种跨区域、一站式

团队在线辅学的模式还是比较认可的。而且，将近

90%的学习者认为，在线学习的效果不亚于面授。
对于绝大多数学习者来说，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样

的纯在线的学习。也就是说，在线学习效果是有质

量保证的，而且可以实现比较高的质量。这再一次

验证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的结论，“如果其他因素没

有差异，采用在线教学还是面授教学的形式，并不影

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见图 6) 。［28］

在拓宽视野、增强创新意识与实用性方面，学习

者的评价也比较高( 见图 7 ) 。学习者除了学习知

识，增强媒体辅助英语教学的技能之外，有进一步的

收获和提升。在谈到“互联网 +”时代的教学评价

变革时，李葆萍和张丽峰指出，要“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

创新意识、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潜能”。［29］显然，这

门课程在这方面做出了比较好的探索，学习者的创

新意识得到了提高。

( 二) 基于 MOOC 融合探索的效果

首先，分析 MOOC 第一期和第三期中，新师大

学历生的学习成绩。第一期学生人数为 139 人，成

绩统计发现，86 位学生成绩优秀( ≥80 分) ，34 位学

生合格( ≥60 分并 ＜ 80 分) ，13 位不合格。通过率

为86． 3%，优秀率为61． 9%。其中，6 位学生无平台

学习记录。第三期学生人数为 30 人，其中 25 位成

绩优 秀，4 位 合 格。通 过 率 为 96． 7%，优 秀 率 为

83． 3%，1 位无平台学习记录。从这些学历生的成

绩来看，学习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他们不是

在传统的面授课堂中参加小规模的学习，而是在没

有任何面授的情况下，在 MOOC 平台中和国内外大

规模的学习者一起在线学习，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

不容易的。在 2018 年 3 月 30 日新师大官方的反馈

信中，有这样的评价: “该课程除设置了网络课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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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外，配有强大且优秀的教师团队为学生提供指

导与支持。通过讨论和作业点评，及时为学生提供

智力支持和精神鼓励。该课程及课程团队得到广大

学生的一致好评。”
除了新师大这些学历生之外，大部分学习者都

是出于个人爱好学习这门课程，其中也不乏像学历

生那样有强烈学习动机的社会学习者。关于 MOOC
的低完成率，王宇总结出四种典型的学习者类型: 无

效学习者、资源浏览者、流失学习者、结课但成绩不

足者。［30］可以看出，前三种类型的学习者其实并没

有完 成 课 程 的 学 习，也 就 是 说 他 们 没 有 结 课，在

MOOC 学习中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这种情况

下，计 算 他 们 的 学 习 成 绩 可 能 意 义 不 大。对 于

MOOC 的这种情况来说，要尝试以不同方法计算完

成率，以对这种基于 MOOC 的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

融合探索进行探讨。
在第一期中，将截至 9 月 25 日开课前的选课人

数作为基数计算完成率，这样比较准确，得到基数为

1 216人。将最终通过课程考核的人数作为完成课

程学习的人数，即 143 人。这样计算得出的完成率

为11． 76%。
王宇指出，2014 年国际的一项研究中对 39 门

MOOC 完成率的统计发现，大多数 MOOC 的完成率

为 5%左右。［31］参考国际上 MOOC 的 5% 左右的完

成率，应该说这门课程的完成率是不错的。当然，也

要看到，可能是由于新师大这些学历生的加入，对达

到较高的完成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不过，需

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新师大学生都是在开课

前注册课程的。
在第三期中，将截至 9 月 23 日开课前的选课人

数作为基数计算完成率，得到基数为1 068人。将最

终通过课程考核的人数作为完成课程学习的人数，

即 62 人。这样计算得出的完成率为5． 81%，处于国

际上比较认可的范围之内。相对第一期，完成率下

降一半左右，这可能和新师大学历生人数的下降有

关。但是，必须看到，参加第三期学习的新师大学历

生人数仅为第一期的 22% 左右，但是完成率并没有

这么大幅度的下降。对比来看，第三期的完成率并

不算很低。
当然，国际上对完成率的计算还有不同看法。

例如，王宇提到，Martinez 认为“在计算完成率时，应

该以第一周的活跃人数或提交了第一次作业的人数

为分母”，“采用这种新的完成率计算方式后，慕课

的完成率就随之提升为原来的两倍左右”。［32］这门

课程并没有这样计算。但是，通过两种不同角度的

完成率计算，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下面，通过两期 MOOC 的问卷反馈，了解学习

者对课程和团队的评价。

整体来看，学习者对课程和团队的评价比较高，

最低的认可度也在 80% 左右，最高达到97． 22%，也

就是团队的支持服务帮助学习者很好地保持了学习

动力，这在 MOOC 学习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 见图 8) 。Tait 在谈到远程开放学习( ODL) 中的学

生支持服务时，指出计划招收 80 名学生的 ODL 课

程和计划招收 100 000 名学生的 ODL 课程需要不同

的支持服务系统，这将极大影响到课程材料、学生支

持上的投入和组织等。而且，有研究显示，学生支持

服务的缺失直接导致高辍学率。毕竟只是少数学生

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更多人需要更多的学生支

持服务。［33］MOOC 也属于 ODL 的一种形式，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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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学习的新阶段，对学生支持服务的要求更高。
但是，目前主要由传统的面授高校主导的 MOOC 发

展，明显体现出 ODL 经验不足、学生支持服务力度

远远不够的问题，所以学习者的完成率低也就很容

易理解了。
在该课程中，组建了 10 人的支持服务团队，应

该说比一般的课程团队人数要多很多，意在力争为

学习者提供更好的支持服务。在爱课程公布的中国

大学 MOOC 2017 年度课程团队每周答疑最多课程

TOP 25 中，该课程名列第 8 位。25 门课程的教师团

队人数的平均值是 4． 68 人，应该说还是偏少的。［34］

该 MOOC 10 位教师的付出是巨大的，问卷的反馈也

是成正比的。
对比第一期和第三期的认可度可以发现，在对

课程和团队的评价指标上，两个学期保持了很强的

稳定性，说明课程的成熟度比较高，教师团队的支持

服务能力比较强，而且多年来探索的 CＲOSTEFA 模

式已经相对成熟，既适合小规模的 SPOC 课程，也适

合大规模的 MOOC 课程。
其实，对比 SPOC 的问卷可以看到，无论是课程

的实用性、团队的支持服务的主动性、及时性，还是

课程学习对学习者视野的开阔和创新意识的提高，

认可度都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对于这样没有任何面

授的 大 规 模 在 线 学 习 来 说，两 期 中 83． 84% 和

80． 56%的学习者认可在线学习的效果不亚于面授，

这是对基于 CＲOSTEFA 模式下的 MOOC 的高度认

可。同时，对 于 习 惯 于 面 授 教 育 的 学 习 者 来 说，

MOOC 的学习促进了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两期的

认可度分别高达91． 92%和94． 44%。李葆萍和张丽

峰指出，“新的时代对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

要求，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升和创新性人才的培

养愈发重要”。［35］这门课在这些方面的探索和努力

得到了广大学习者的认可。
在基于学分银行的学习成果积累与转换方面，

模仿 SPOC 的探索，在 MOOC 课程介绍中也专门做

出说明，学习者获得合格证书后，如有意愿，可以通

过国开学分银行，进行学分认证，联通学历教育和非

学历教育。

五、问题与建议

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合探索的过程中发

现，由于核心团队教师跨区域工作而产生的 SPOC
工作量，在教师所在学校认定困难，而 MOOC 中所

有教师的工作量至今没有认定，这需要国开进行办

学体系的顶层设计，并加强政策沟通。

基于 SPOC 的融合探索，所有学习者( 包括学历

生) 的账户都由技术人员人工开设。如果非学历生

规模增大，那么急需技术机制的保证。另外，建议探

索非学历生学习免费，认证证书收费，付费途径需要

打通。建议率先对应用性强、易操作的网络课程进

行融合试点。
无论是基于 SPOC 还是 MOOC 进行融合探索，

建议学分银行在前期开始介入，为广大的学历生和

非学历生架设桥梁，累积学分，为未来的学分转换做

准备。
此外，必须看到，无论是学历教育 SPOC 和非学

历教育 MOOC，都存在学习者在开课后的不同时间

点插班的问题。这给在线辅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带来

较大困扰，打乱了辅学节奏和其他学习者的正常节

奏，需要团队适时调整辅学策略。同时，对教学设计

也提出了挑战。例如，设置了时间点的学习任务

( 作业互评、讨论等) 是否需要灵活调整时间限制，

这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目前，中国大学 MOOC 并

不支持调整已经设定的时间点。
“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通问题上，最可

能实现改进的突破口是机制”。在促进融通的机制

建议方面，“要有协调统一的管理主体”。［36］如果开

放大学想进一步推进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融合，就

需要尽快形成全新的体制机制，整合办学体系内外

的力量，基于学分银行，统筹推进。

六、结束语

通过对“媒体辅助英语教学”SPOC 和 MOOC 进

行在同一课程内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合探索

的研究，探讨了开放大学开展融合探索的必要性，分

析了融合探索的相关政策与制度模式，探讨了基于

“跨区域、一站式团队在线辅学”教改模式在教学层

面的可操作性与多样性，并主要从学习效果与调查

问卷的反馈等方面，讨论了融合探索的实际效果，最

后归纳了探索中发现的问题，同时提出了相应的

建议。
研究发现，无论是基于学历教育 SPOC，还是基

于非学历教育 MOOC，进行学历与非学历融合的探

索是可行的。在进行教学设计改进特别是坚持“既

一视同仁，又区别对待”的教学策略和加强基于团

队的学生支持服务等的基础上，建议提前引入学分

银行机制，并由开放大学或传统面授高校在融合机

制上做出创新，特别是支持服务与相关的薪酬等方

面，统筹规划，才能持续产生更大规模、更好的实践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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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媒体辅助英语教学”是国家开放大学英语专业一门选修

课，采用 100%形成性考核。在 2018 年新的专业规则中，

该课程改为必修课。

②本文特别强调“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同上一门在线课程”，

即在同一个在线课堂发生的共同学习。这和电大以前的

单科证模式有所不同。电大的单科证是针对毕业发证问

题设计的，前提是学历生参加课程学习，只要有一门课程

通过考核即可获得单科结业证，通过累积最终换发毕业

证。此处参照了任自立、段铸、王金玲的《试论太原市成人

高等学校联 合 办 学 的 基 本 模 式》( 中 国 电 大 教 育，1989
( 2) : 10—14) 一文的观点。

③本文将 2012 年国家开放大学成立之前的历史阶段的办学

体系称为 电 大 系 统，2012 之 后 称 为 国 家 开 放 大 学 办 学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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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Education and Non － academic Education Based on SPOC and MOOC

—Taking“Media Assisted English Teaching”as an Example

HAN Yan-hui1，YU Yan-xia2，XU Pei-tong3，ZHANG Zhi-peng4，FU Hua-shi5，MA Jun-y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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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explosion of online education，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education and non-academic ed-
ucation based on the Internet at home and abroad has a deeper foundation． At present，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integration explora-
tion based on the Internet，and most of them lay stress on macro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SPOC for academic education and MOOC for
non-academic education，this paper has separately carried out integration exploration，focusing on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and mainly analyzing the actual effect of explo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learners＇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questionnaire
feedback．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it is feasible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education and non-academic education
based on SPOC and MOOC． 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design，especially to adhere to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treating e-
qually and differently”，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based on the teacher team，to make innovations in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to introduc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credit banks in advance，and to make overall planning in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and
remuneration，so as to achieve better practical effects．
【Key words】academic education; non-academic education; SPOC; MOOC; credit bank; lifelo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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