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开放课程服务教学的智慧化与数字化

张策,吕为工,初佃辉

引用本文:
张策,吕为工,初佃辉. 在线开放课程服务教学的智慧化与数字化[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5(1): 130-
139.
ZHANG Ce,L  Weigong,CHU Dianhui.  Analysis  of  Online  Open  Course  Service  Teaching  Moving  towards  Intelligence  and
Digitization[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3, 35(1): 130-139.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陈前斌, 张鹏, 黄琼. 目标导向的高校教学数字化转型策略设计与实践推进[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5(1): 112-120.

彭江. 高校在线教育常态化发展:基本含义、逻辑和研究框架[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5(1): 121-129.

李薇, 杨东山, 陈佳敏. 在线教育平台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期望确认理论[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2, 34(2): 97-106.

许光洪. 互联网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4(5): 117-123.

陈丽丹, 姚艺. 人工智能赋能新闻传播教育:实践转向、未来愿景与赋能路径[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5(1): 140-147.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30112&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30113&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20210&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20514&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30115&flag=1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ａｎ.２０２３
第 ３５卷第 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７９ / １６７３￣８２６８.２０２２０８１９００１
引用格式:张　 策ꎬ吕为工ꎬ初佃辉.在线开放课程服务教学的智慧化与数字化[Ｊ].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２３

(１):１３０￣１３９.

在线开放课程服务教学的智慧化与数字化
∗

张　 策１ꎬ２ꎬ吕为工２ꎬ初佃辉２

(１.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教务处ꎬ山东 威海 ２６４２０９ꎻ
２.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ꎬ山东 威海 ２６４２０９)

摘　 要:在线开放课程提供了优质的线上教学资源ꎬ开辟了网络教学新形态ꎬ正在改变教与学的形式和关系ꎬ成
为高校教学模式与方法改革的主要推动力ꎮ 文章提出了在线开放课程服务高校教学的基本模式ꎬ着重论述了

不同模式下在线开放课程的基本原则和运行范式ꎬ阐述了我国在线开放课程实践创新以及在线开放课程服务高

校教学的智慧化应用与教学数字化转型的成就和作用ꎬ指出了后疫情时代在线开放课程的发展趋势ꎮ 面向未来ꎬ
需要更多的创新性实践ꎬ也需要更多的深层次研究ꎬ更好地促进在线开放课程服务高校教学的高质量发展ꎮ
关键词:在线开放课程ꎻ教学模式ꎻ智慧教学ꎻ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８２６８(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３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诞生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慕课

(ｍａｓｓ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ꎬＭＯＯＣ) [１￣４] 以燎原之

势迅速在全球传播ꎬ因其“打破了”教育的时空界

限、“拆除了”教育与社会的藩篱、“颠覆了”传统

教与学方式和“推倒了”学校的围墙ꎬ使得世界高

等教育在多个层面发生了深度变革ꎮ 慕课为教育

教学变革带来了巨大机遇ꎬ是推动教育创新、实现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生式创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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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３ 年中国慕课元年以来[２ꎬ４￣５]ꎬ我国以慕

课为代表的在线开放课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ꎮ 从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到“双万计划”和

“金课” [６]ꎬ再到“一流课程”的建设与认定[７]ꎬ从
教学模式与方法改革到学习革命和质量革命ꎬ从
“中国慕课大会”到“世界慕课大会”ꎬ从慕课到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ꎬ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慕课的快速发

展到 ２０２０ 年在线教学抗疫保学[８]ꎬ再到 ２０２１ 年开

启的后疫情时代在线开放课程发展的新阶段ꎬ从企

业、高校与社会层面建设了数十个在线开放课程平

台到 ２０２２ 年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ꎬ在线开放课程

以及由其推动的课程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

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引发了高等教育教学形态、范式、模式、方法、技术、
标准与评价等的深刻变化ꎬ成为当今数字化转型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为数字化改革[９]注入了强劲动能ꎮ
在线开放课程既是一种网络教学资源ꎬ也是

一种网络教学形式和在线教育形态ꎬ服务高校教

学与人才培养ꎬ存在着多种应用形式ꎮ 本文在前

期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ꎬ探讨在线开放课程应用

于高校教学服务的模式、实践与智慧化数字化等

问题ꎬ希望能够拓展理念认知ꎬ为高质量课程建设

与教学改革带来有益的启发、参考和借鉴ꎮ

一、在线开放课程服务教学基本模式

高校以学分制(包括传统学年、学期制度)进

行教学与人才培养ꎬ最终给各门课程与实践环节

等考核合格的学生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ꎮ 属于教

学计划内、纳入学分体系中的课程ꎬ通常是教师教

学和学生学习的课程ꎬ这些课程既有教学过程ꎬ也
有考核安排ꎬ最终由教师给出分数、计算学分ꎬ一
般称之为“高校学分课程”或“学分课程”ꎮ

(一)在线开放课程服务教学的基本原

则和范式

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开放课程由短视频、习
题作业、测试考试、论坛互动和通知通告等构成ꎬ
这些内容也贯穿在线教学的活动过程ꎮ 慕课用于

高校学分课程的教学ꎬ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多种

应用方式ꎬ由此产生了多种应用模式或教学模式ꎬ
有必要就其本质、原则等进行归类和对比分析ꎮ

本质上ꎬ慕课是一种完全线上教学ꎬ主要形式

是学生登录课程平台、通过观看教师教学视频进

行自主式学习 ( ｖｉｄｅｏ)ꎬ同时完成必要的测试

(ｔｅｓｔ)、作业(ｔａｓｋ)、考试(ｅｘａｍ)等学习任务ꎬ并可

以线上参加师生的讨论(ｄｉｓｃｕｓｓ)ꎮ
从高校应用慕课服务教学的视角来看ꎬ基于

慕课类在线开放课程的教学大致上包含 ＭＯＯＣ 模

式、私播课(ｓｍａｌ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ꎬＳＰＯＣ)模式

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模式(ｏｎ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ｅ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ꎬ ＯＯＢＭ) [１０￣１３]三种(见表 １)ꎮ

表 １　 基于慕课的三种教学模式

模式 含义 要点

ＭＯＯＣ
慕课主讲教师面向广大互联网用户开展线上
教学

纯线上教学
广大互联网用户完全线上学习

ＳＰＯＣ

校园内教师在慕课平台上开设一个小范围的、
私有的教学空间ꎬ课程资源主要是慕课资源ꎻ
如果是“异步 ＳＰＯＣ”的话ꎬ教师可以酌情进行
修改

纯线上教学
教师所授班级的学生线上学习
校内教师开展线上教学

ＯＯＢＭ
校内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线上教学 (主要是
ＳＰＯＣ 方式)ꎬ同时有针对性地在实体课堂开展
线下教学改革

线上教学＋线下教学
教师所授班级的学生线上学习
校内教师开展“线上教学＋线下实体课堂教学”

　 　 基于表 １ 的比较分析ꎬ可得出如下基本结论ꎮ
(１)ＭＯＯＣ 模式(ＭＯＯＣ ｍｏｄｅꎬＭＭ):适用于

互联网用户(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网络公民)线上

自学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ꎬ学生登录慕课学习

平台进行自主学习ꎬ经线上考核合格后获得校内

成绩认定ꎮ 总体来讲ꎬ由于校内任课教师难以进

行有效的网络教学组织和管理服务ꎬ一般将其直

接用于高校教学的情形并不多ꎮ
(２) ＳＰＯＣ 模式(ＳＰＯＣ ｍｏｄｅ:ＳＭ):更适用于

全日制面授学历教育的小规模私有在线课程ꎬ可
视线上学习和教学情况ꎬ将学习结果认定为学分ꎮ

(３)线上线下混合式模式:更适用于全日制面

１３１



授学历教育的混合式课程ꎬ是当前服务于高校教

学与人才培养的主流模式ꎮ
由上ꎬ得到在线开放课程应用于高校学分课

程教学的原则和慕课运行范式ꎮ
原则 １:在线开放课程服务于高校教学与人才

培养ꎬ必须要有教师的线上教学ꎮ
范式 １:慕课类在线开放课程运行范式(ｍｏｏ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ꎬＭＯＰ)为
ＭＯＰ ＝ ＭＭ ＋ ＳＭ ＋ ＯＯＢＭ (１)

　 　 可以看出ꎬ有别于传统实体课堂中教师的面

授教学ꎬＭＯＯＣ 模式和 ＳＰＯＣ 模式均是完全线上教

学ꎬ开辟了全新的网络教学空间ꎬ成为师生进行教

与学的全新选择ꎮ 显然ꎬ完全线上教学可以实现

“时时、处处、人人”的学习ꎬ方便学习者获得优质

网络教学资源进行自学与群学ꎬ因其存在教师管

理困难、“刷课” “替考”等问题ꎬ故难以被直接应

用到高校教学特别是学分课教学中ꎮ 同时ꎬ传统

实体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弊病一直是高校教学改革

的重难点ꎮ 因此ꎬ将线上在线开放课程资源与教

学模式同线下实体课堂教学模式结合起来ꎬ发挥

二者的协同优势ꎬ建设线上与线下相互结合、有效

联动的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模式就成为了高

校教学与人才培养的现实选择ꎮ

(二)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混合式教学

的基本原则和范式

ＯＯＢＭ 模式贯通课前、课中与课后的多阶段

教学场景ꎬ需要充分发挥线上自主学习阶段的知

识构建性、实体课堂教学的针对性才能收到满意

的效果ꎬ其中的难点和重点主要集中在线下实体

课堂的教学改革上ꎮ 这是因为学生已通过提前自

学与群学的方式完成了指定内容的学习ꎬ掌握了

一定量的知识ꎬ为教师线下实体课堂教学改革提

供了两个方面的可能ꎮ

１.前奏知识储备上的可能

基于学生课前的线上自学和群学ꎬ教师在对

基本内容和浅显内容进行概述性讲解的基础上ꎬ
可在课堂上进行重点、难点内容的深入讲解ꎬ着重

帮助学生理解好课程关键内容、学习以往课堂教

学中没有时间讲授的新知识ꎬ激发学生的创新意

识和挑战思维ꎬ推动教学向高阶性、创新性迈进ꎮ
２.互动课堂教学上的可能

教师在课前安排好学生线上学习的任务ꎬ为
师生和生生在实体课堂上进行互动教学做好了必

要的准备ꎮ 通常来讲ꎬ实体课堂互动式教学(比如

分组研讨、翻转课堂等)比较费时ꎬ需要学生做好

必要的预习和准备ꎮ 混合式教学的第一个阶段即

课前线上学生的自主式学习ꎬ完全能够支撑起这

种可能———能够为课堂教学中的互动教学提供时

间上的支持ꎬ也可使学生拥有必要的互动知识

基础ꎮ
综上ꎬ可以看出ꎬ这“两种可能”分别为线下课

堂针对性讲解(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ｃｌａｓｓꎬ
ＴＥＯＣ)和线下课堂互动教学(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ꎬＯＣＩＴ)提供了可能ꎬ是传统实体

课堂教学不容易做到的ꎮ
混合式教学将线上教学资源和学习方式纳入

到高校课程教学计划内ꎬ并与线下实体课堂进行

了紧密结合ꎬ在高校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ꎬ成
为在线开放课程服务于高校教学的主要模式ꎮ 表

２ 对混合式教学模式构成内容进行了分析ꎬ可以看

出 ＯＯＢＭ 模式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线上自主式学

习(ｏｎｌｉｎ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ＯＡＬ) ＋线下课堂针

对性讲解 ＴＥＯＣ＋线下课堂互动教学 ＯＣＩＴꎮ
由表 ２ 可以得到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基本原则和运行范式ꎮ

表 ２　 混合式教学模式构成内容分析

教学阶段 基本过程 教学要领

线上自主式学习
利用慕课等网络资源开设网络课堂ꎬ组
织进行在线学习

教师组织学生开展线上自主式学习ꎬ可生生互

动、师生互动

线下课堂针对性讲解 对线下实体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改革

常识性、基础性、简单性、知识性不用讲

“蹦一蹦”能够学会的内容不用讲

讲框架、关键章节、重点难点、系统性内容等

线下课堂互动教学
开展翻转课堂教学、研讨式、探究式等

互动教学

教师进行实体课堂、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教师组织进行翻转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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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 ２: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ꎬ须要针

对线上教学内容开展线下实体课堂的教学改革ꎮ
范式 ２: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ＯＯＢＭ 运 行 范 式 ( ＯＯＢ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ꎬ
ＯＯＢＭＯＰ)为　

ＯＯＢＭＯＰ ＝ ＯＡＬ ＋ ＴＥＯＣ ＋ ＯＣＩＴ (２)
　 　 目前ꎬ我国高校探索出的“基于 ＭＯＯＣ＋ＳＰＯＣ＋
翻转课堂”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ＯＯＢＭ———教师可以基于

线上一流课程(国家或省级)ꎬ采用同步或异步

ＳＰＯＣ 的方式开展线上教学 ＯＡＬꎬ在线下实体课堂

进行针对性讲解 ＴＥＯＣ(包括归纳总结、讲重点难

点、讲前沿、讲科研)ꎬ甚至开展具有高阶互动性质

的翻转课堂教学 ＯＣＩＴꎮ 实际上ꎬ在教育部组织开

展的国家级或省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认定

中ꎬ绝大多数课程可以归属到 ＯＯＢＭ 范式中ꎮ
目前ꎬＯＯＢＭ 教学主要是指基于 ＭＯＯＣ 的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ꎮ 在课前ꎬ学生登录

ＭＯＯＣ 平台进行自主性学习ꎬ完成视频观看、习题

测验、作业考核、互动交流和线上考试等任务ꎮ 对

于 ＭＯＯＣ 教师而言ꎬ这些学习过程中有线上教学

的参与ꎻ在课中ꎬ实体课堂任课教师开展线下教

学ꎬ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改革ꎬ发挥课前线上

ＭＯＯＣ 学习的成效ꎻ在课后ꎬ学生可以继续登录

ＭＯＯＣ 平台进行学习和复习ꎮ 这种由慕课类在线

开放课程带动的混合式教学ꎬ为学生接触到优质

课程资源、提高自主学习和知识重构能力带来了

明显帮助ꎬ是培养学生学习方式、增强求知驱动的

重要创新ꎻ也为教师适应互联网时代的需要ꎬ利用

优质教学资源转变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重构

课程内容等创造了新机遇ꎬ可推动课程与教学改

革迈向更高阶段ꎮ

(三)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完全在线教

学的基本原则和范式

完全线上教学( ｆｕｌ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ꎬＦＯＴ)是一

种在线教育形态ꎬ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严重期间ꎬ
全国各大中小学的教学均以此为主ꎮ 显然ꎬ完全

线上教学作为一种应急手段ꎬ在面向全体学生的

教学计划时有一定优势ꎮ 但是ꎬ在日常教学中ꎬ这
种教与学的行为完全在线上进行ꎬ特别是在既定

的教学时间内开展有很大难度ꎬ这种难度包括全

体师生进行线下教学的可能性ꎬ也包括目前技术、

系统的非普适性ꎬ还包括这种教学方式在当前人

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ＡＩ)等技术并不成熟

的前提下自身的不足性ꎮ
考虑到网络速度、在线教学系统难以实时呈

现全体学生的实时学习画面ꎬ教师也难以对学生

进行各种在线教学“点名”或监管ꎬ因此教师很难

确保学生全过程都在线上进行学习ꎬ可能会出现

账号在线人不在线、账号在线非本人在线、账号和

人都不在线等现象ꎮ 针对这些情况ꎬ完全线上教

学需要教师特别注重运用各类互动式教学方法ꎬ
即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ꎬ如教学流程改革、教学

方法创新、学习纪律要求、考核形式改革等ꎬ迫使

学生参与到网络在线教学中ꎬ形成接近于线下实

体课堂中教师能够直接观察到学生是否学习和参

与学习的效果ꎮ 例如ꎬ新冠疫情期间ꎬ很多高校开

展了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在线教学活动ꎬ通常包

括教师课前组织学生登录线上学习平台进行自主

性学习 ＯＡＬꎬ继而按照教学日历开展完全在线教

学ꎮ 完全在线教学包括教师进行必要的线上常规

教学(ｏｎｌｉｎｅ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ꎬＯＲＴ)ꎬ表 ３ 给出了开

展完全线上教学的基本形式及建议ꎬ其重点与核

心是开展线上互动式教学(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ꎬＯＩＴ)ꎮ

基于表 ３ 的分析ꎬ可以得到完全线上教学的

基本原则和运行范式ꎮ
原则 ３: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完全在线教学ꎬ

须在常规讲授的基础上开展线上互动式教学ꎮ
范式 ３:完全线上教学 ＦＯＴ 运行范式(ＦＯＴ 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ꎬＦＯＴＯＰ)为
ＦＯＴＯＰ ＝ ＯＡＬ ＋ ＯＲＴ ＋ ＯＩＴ (３)

　 　 这一原则和范式也适用于其他情形的完全线

上教学ꎮ ２０２０ 年春季学期ꎬ我国遭受新冠肺炎疫

情的突袭ꎬ高校开展了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的完

全在线教学ꎮ 其中ꎬ就存在着被称为“直播模式”
的完全在线教学———教师在线讲授与教师组织开

展线上互动教学结合ꎮ
可以预见ꎬ随着虚拟现实(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ＶＲ)、

增强 现 实 (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 ＡＲ)、 混 合 现 实

(ｍｉｘ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ＭＲ)、ＡＩ 等技术的再发展ꎬ“信息技

术＋教育教学”和“互联网＋教育教学”将进一步深

度融合ꎬ适用于完全线上教学的环境将会越来越

成熟ꎮ 这样ꎬ无论是在遭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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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日常状态下课堂教学以外的教学活动中ꎬ亦
或是在其他教学计划内的教学场合ꎬ完全线上教

学都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ꎮ

表 ３　 完全线上教学基本形式及建议

线上教学形式 建议 改革要点

传统讲授式 适度应用
“课堂搬家”形式

“教师单声道”“满堂灌”教学形式

参与式与互动式教学 鼓励与提倡

探究式、研讨式、协作式教学

讨论、交流、辅导、答疑、研讨等多种互动形式呈现

承载着启发式、探究式、研讨式、协作式学习的线上翻转课堂教学

针对知识与问题深入交流、热烈讨论、重点研讨ꎬ强化知识理解ꎬ促进问

题解决ꎬ增强创新思维ꎬ线上课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开展翻转课堂教学、研讨式、探究式等互动教学

二、在线开放课程实践创新

中国是世界上在线开放课程起步最早的国家

之一ꎮ 早在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
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水平大学就开始陆续

建设与运行慕课[１４]ꎻ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学堂在线”作
为我国首个本土慕课平台开通运行[１５]ꎻ教育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在清华大学成立了在线教育研究中

心[１５]ꎮ 为了推动在线开放课程的发展ꎬ中国还先

后召开了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推进会(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中国慕课大会(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
世界慕课大会(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１１ 日)、世界

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并牵头

发起成立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ꎮ
中国慕课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慕课数量和

学习人次数量的规模上ꎬ这两类指标均为世界首

位ꎬ规模绝对领先ꎬ并仍在快速增长之中ꎮ 中国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的数据显示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底ꎬ中国慕课上线运行数量超过 ５ 万门ꎬ选课人

次近 ８ 亿ꎬ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人次超过 ３ 亿[１５]ꎮ

(一)在线开放课程多模式应用创新性

明显

中国不仅在慕课建设数量和应用规模上保持

世界首位ꎬ而且在创新应用方面也表现出了鲜明

的创新性ꎮ 针对慕课在高校落地的私播课 ＳＰＯＣꎬ
中国结合实际创造出了同步 ＳＰＯＣ、异步 ＳＰＯＣ 和

独立 ＳＰＯＣꎬ并将线上教学的多种 ＳＰＯＣ 与课堂教

学结合起来ꎬ构建了诸如“ＭＯＯＣ＋ＳＰＯＣ＋翻转课

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ꎬ并衍生出多个子模式和一

系列针对性较强的翻转课堂教学方法ꎮ 这其中ꎬ
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跨区域跨校的“１＋Ｍ＋Ｎ”
线上线下协同教学模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ꎬ
成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教学形式ꎮ 基于

ＭＯＯＣ / ＳＰＯＣ 的“１＋Ｍ＋Ｎ”多校协同教学新模式ꎬ
借助慕课平台的连通性与共享性ꎬ由 １ 位慕课名

师开设高质量慕课ꎬ同时供给不同地域的 Ｍ 所高

校的教师建立各具特色的 ＳＰＯＣꎬ共同组成跨校协

同的网络教学组织ꎬＭ 所高校教师在本地课堂面

向 Ｎ 名学生开展线上“ＭＯＯＣ＋ＳＰＯＣ”网络教学ꎬ
并有针对性地在实体课堂开展包括翻转课堂在内

的线下教学ꎮ 这种线上线下相协调的教学新模式

在以往的高等教育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ꎬ能够将

名校名师名课资源通过慕课平台快速、便捷地辐

射到 Ｍ 所高校的 Ｎ 名学生ꎬ实现了优质教学资源

的高效共享ꎬ也直接带动了 Ｍ 所高校教师教学能

力的提升ꎮ 对比国外“１ 门慕课→Ｎ 位学习者”的
应用模式ꎬ“１ 门慕课→Ｍ 个大学的 ＳＰＯＣ→Ｎ 位

学习者”的模式普及了高水平课程ꎬ对于提升高校

教学水平具有更重要的意义ꎮ

(二)有效助力教育公平和提升全社会

素养

发挥慕课本身固有的优质资源集中共享并进

行便捷传播ꎬ面向中国西部地区高校实施“慕课西

部行”计划ꎮ 据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为 ７２５ 所

西部高校提供了 １７ 万门慕课及私播课服务ꎬ帮助

西部地区开展混合式教学 ２６１ 万门次ꎬ参与学生

达 ３.３ 亿人次ꎬ培训教师 １６７ 万人次[１６]ꎮ
立足中国实际ꎬ中国慕课建设、教学、学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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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标准规范指南、宣传培训研讨、政策制度

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ꎬ不仅为教育教学创新变革、
为教育现代化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支持ꎬ
还为个人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信息化社

会与数字中国战略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国

家建设、“双一流”和“四新”建设(新工科、新文

科、新农科、新医科)提供了新的贡献增量ꎮ 可以

说ꎬ无论是对“东西南北中”ꎬ还是对“党政军群

学”ꎬ慕课都已经成为重要的助力元素ꎮ

(三)在线开放课程出海为世界做贡献

中国在线开放课程的蓬勃发展和取得的瞩目

成就ꎬ为中国向世界高等教育贡献慕课等成果提

供了良好机遇ꎮ 迄今ꎬ已有 １８ 所中国高校向印尼

捐赠了 ６０ 门优质慕课[１７]ꎬ两大国际平台———爱课

程和学堂在线提供了近千门国际课程ꎬ涵盖了 １４
个语种资源ꎬ为全球高等教育贡献了中国力量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率先发起成立“世界 ＭＯＯＣ 与在线

教育联盟”ꎬ汇聚世界慕课力量ꎬ推动了全球高等

教育的发展ꎮ

(四)在线开放课程管理体制健全

中国慕课建设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体现中国特

色、世界水平的发展目标ꎬ明确了四条推进思路ꎬ
对资源建设与应用、促进教学改革、管理与服务等

进行了规划ꎮ
教育部从“建、用、学、管”等多个层面不断完

善制度规范ꎬ在实践创新中不断健全管理体制ꎬ提
出了“立足自主建设＋注重应用共享＋加强规范管

理”的发展策略ꎬ形成了“高校主体＋政府支持＋社
会参与”的发展模式ꎬ凝练出“质量为王、公平为

要、学生中心、教师主体、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

中国经验ꎬ提出了围绕“公平、共享、服务、创新、合
作”的中国慕课发展思路ꎬ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慕课实践探索与改革创新的发展之路ꎮ
２０１５ 年至今ꎬ中国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和指导性文件ꎬ涵盖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

理、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学分认定和转

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淘汰“水课” 与打造“金

课”、双万计划、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与认定等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加强高

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教
高〔２０１５〕３ 号)ꎬ明确提出了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和课程平台ꎬ以“高校主体、

政府支持、社会参与”为方针ꎬ立足自主建设ꎬ注重

应用共享ꎬ加强规范管理ꎬ促进我国在线开放课程

的建设与应用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教育部印发«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开展 ２０１７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认定工作的通知» (教高厅函〔２０１７〕４０ 号)ꎬ正式

启动了认定工作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ꎬ«教育部关于狠抓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

的通知»(教高函〔２０１８〕８ 号)发布ꎬ明确提出了要

淘汰“水课”、打造“金课”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教育部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能力的意见»(教高〔２０１８〕２ 号)提出了大力推进

慕课和虚拟仿真实验建设ꎬ以 １ 万门国家级和 １
万门省级一流线上线下精品课程建设为牵引ꎬ推
动优质课程资源开放共享ꎬ促进慕课等优质资源

平台发展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

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２０１９〕８ 号)ꎬ提出了

实施一流本科课程的双万计划ꎮ
省级教育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ꎬ制定了在线

开放课程发展规划ꎬ出台政策制度文件推动在线

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应用、学分认定与转换ꎬ有的还

主导建立了在线开放课程平台ꎬ为省内高校开展

在线开放课程教学带来了直接便利ꎮ
高校是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的主体ꎬ各

高校纷纷建立了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教学管理制

度ꎬ包括多模式应用、工作量核算、标准规范指南

等ꎬ更好地促使在线开放课程服务于高校教学与人

才培养ꎮ 此外ꎬ中国还十分重视以高校为主体成立

的各类联盟类组织的建设ꎬ领导教学指导委员会成

立了全国性的“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组
织ꎬ指导将近 ３０ 个在线开放课程联盟的发展ꎮ

整体而言ꎬ中国打造了“政府＋高校＋企业＋社
会”的良好生态ꎬ建立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在线开放

课程体系ꎬ具有“共享范围广、平台服务优ꎬ选课人

数多、应用创新高”等特点ꎬ构建了“教育部→教指

委(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席会→联盟→高

校”的层次结构ꎬ形成了“一位慕课教师＋多位私播

课教师＋众多学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１＋Ｍ＋Ｎ”
网络教学格局ꎮ

立足中国大地、结合中国国情ꎬ慕课在中国落

地生根、发展壮大ꎬ总体上发挥出了深化教育改

革、推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习革命、
应对疫情挑战、促进国际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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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方面的作用ꎮ

三、在线开放课程智慧化程度加深

(一)在线开放课程催生国家高等教育

智慧教育平台

慕课运行的载体是慕课平台ꎬ中国在这方面

具有明显的优势ꎬ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ꎮ 藉由高

校、企业等力量ꎬ中国一大批慕课平台纷纷上线ꎬ
其中学堂在线、爱课程网(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好大

学在线、优课在线等的影响力日益扩大ꎮ 据笔者

不完全统计ꎬ中国目前各类慕课平台数量超过 ３０
家ꎬ它们在发展定位、服务对象、优势特色等方面

各有千秋ꎬ专注在线教育、面向地方高校学生、拥
有大量文化素质与通识教育类课程等成为众多慕

课平台的主要特征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由中国教

育部主建、代表中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最新成

果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ꎬ标志着中国教

育数字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ꎮ 国家高等教育智

慧教育平台(简称“智慧高教平台”)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正式上线ꎬ受到了国内外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

注ꎬ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

要阶段性成果ꎬ有效助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ꎮ

(二)在线开放课程服务更多高校教学

与人才培养

智慧高教平台集聚了众多课程资源ꎬ让优质、
精品和一流的在线开放课程走向更多学校ꎬ让更

多教师能够开展多模式创新应用ꎬ让广大学子能

够时时处处进行定制化学习ꎬ直接推动了我国高

校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ꎬ更好地促进了教育教学

数字化的“建、用、学、管”ꎮ
以成立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中国慕课大会的高校

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以下简称“联席会”)
为例ꎬ它由跨学科门类、跨地区的 ２６ 个在线开放

课程联盟组成ꎬ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在线开放课程

教育共同体ꎮ 依靠智慧高教平台ꎬ联席会在共享

优质资源、利用评价数据、加强培训活动、改善教

学服务、优化慕课生态、支援西部行计划和加强交

流宣传等方面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ꎬ服务数千所高

校成员ꎬ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人才培养的质量ꎮ

(三)在线开放课程服务高校教学迈向

智慧化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ꎬ

特别是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

更受世人瞩目ꎬ蓬勃发展的中国在线教育走在了

世界的前列ꎮ 在此背景下ꎬ智慧高教平台的开通

运行ꎬ无疑会进一步推动我国信息化、数字化教育

在时代浪潮中砥砺前行ꎮ
智慧高教平台契合了我国在线教育向更高质

量发展的现实需求ꎬ切中我国在线开放课程发展

中的痛点ꎬ准确把握住了高校与社会对在线教育

的需求ꎮ
作为“一个平台在手ꎬ网罗天下好课”的一站

式服务平台ꎬ智慧高教平台是支撑教育行政治理、
高校办学治校、教师教书育人和学生自由学习的

服务体系的集成ꎬ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ꎮ “一
网打尽”集成平台资源———囊括我国各个时期上

传在各个慕课平台的课程资源ꎬ“一网通览”便捷

查询慕课———支持“一站式”融通和多维度智能便

捷查询ꎬ“一网监控”科学规范治理———大数据全

量化实时监测手段优化课程监管服务ꎬ提升科学

治理水平ꎬ“一网统报”智能分析提质———便于数

据分析评估ꎬ为课程质量与运行服务提供智慧度

量依据ꎬ“一网展示”统一慕课品牌———深度展示

中国在线开放课程高质量建设的应用发展成就ꎬ
为努力建设“世界水平、国际视野、中国特色”的国

际品牌提供有益增量ꎬ“一网示范” 标杆引领导

向———呈现我国优质、精品、一流在线开放课程ꎬ
以高水平慕课为标杆引领发展ꎮ

智慧高教平台的开通运行是我国高等教育数

字化转型进程中的重要事件ꎬ直接推动了我国在

线开放课程和在线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ꎬ也对

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
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增强我国在国际在线开放课

程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助力中国高等教育跻

身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前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长远的历史意义ꎮ

(四)在线开放课程为高等教育未来发

展注入新内涵

依托智慧高教平台ꎬ学科专业数字化体系将

得到健全ꎬ在线教育的活力与效能将得到充分释

放ꎬ高校人才培养阵地将得到更大的拓展ꎬ人才培

养方式将更加智慧、高效ꎻ依托智慧高教平台ꎬ校
际之间的深度互助交流将融入到高校的日常教学

中ꎬ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将迈出新的步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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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质量将得到更大的提升ꎻ依托智慧高

教平台ꎬ中国高质量课程与教学资源扬帆出海将

会插上腾飞的翅膀ꎬ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等教

育将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ꎬ中国在线教育、数字

化教育将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ꎮ
在巩固成果、迭代升级、创新应用的基础上ꎬ

智慧高教平台将成为高校师生教育教学的第一惯

性选择ꎬ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国家品

牌ꎬ成为向世界展现中国高等教育的靓丽窗口ꎬ成
为国际教育数字化领域的引领者ꎬ中国高等教育

将为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与发展贡献中国

智慧ꎮ

四、在线开放课程服务高校教学数字化

转型

(一)在线开放课程进入服务高校教学

的新发展阶段

高等教育数字化要在理念、形态、环境、范式、
技术、标准、方法、评价等方面有所突破ꎬ就需要率

先在教育数字化转型层面取得明显进步ꎮ 在高等

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的重要阶段ꎬ智慧高教平台

恰逢其时地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ꎬ成为推动教育

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排头兵ꎬ在课程、专业、高校、生
态等方面都有较好的表现ꎮ

课程数字化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最先一公

里”———智慧高教平台汇聚了我国两万多门优质

在线开放课程ꎬ完全称得上是全球课程规模最大、
门类最全、用户最多的智能化开放课程平台ꎮ 这

些由视频讲解、习题作业、测试考试、论坛互动和

通知通告等构成的课程ꎬ已基本具备了数字化特

征ꎬ为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再创新基础ꎮ
专业数字化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 “ 压舱

石”———高校进行教学与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

专业ꎬ专业界定了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标准ꎮ 专业

数字化包括专业课程体系与内容的数字化、专业

学习工具平台数字化和实践过程管理数字化等ꎮ
智慧高教平台上的课程覆盖了 １３ 个学科、９２ 个专

业ꎬ并正向覆盖高等教育所有学科专业的一流核

心课程体系、核心教材体系、核心实验实训体系

发展ꎮ
高校数字化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构

成———高校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依托于高

校数字化ꎬ其核心在教学环境、教学活动、教学管

理、教学辅助等方面ꎮ 智慧高教平台为师生开辟

了网络教学空间ꎬ也为教学管理营造了初步的线

上办公环境ꎬ其后续发展会加大对高校数字化的

支持力度ꎮ
良好的生态发展环境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

然要求———充分调动产业与社会的力量ꎬ激发教

育数字化利益相关方的活力ꎬ才能写好教育数字

化这篇大文章ꎮ 智慧高教平台依托政府、高校、在
线教育企业、社会等多方面力量建设而成ꎬ未来的

更高质量发展也必当如此ꎮ

(二)在线开放课程促使高等教育数字

化转型不断深化

从开放课程软件(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ａｒｅꎬＯＣＷ)到

慕课和虚拟仿真实践教学ꎬ从在线开放课程到在

线教育教学ꎬ从在线教育到数字化大学ꎬ从教育信

息化到智慧教育和元宇宙教育ꎬ教育数字化的范

围得到了极大拓展ꎬ现已覆盖或触及数字化的教

学平台与工具、资源与内容、模式与方法ꎬ正在深

刻地改变着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学校的管和教育

的形态ꎬ促进“建、用、学、管”发生数字化的变革ꎬ
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进入更加高级的阶段ꎮ
高校的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

变化ꎬ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设计、教学方法、
教学平台、教学技术等核心要素都得到了重视ꎬ并
在高校内部获得了改革创新ꎮ 慕课开辟了全新的

网络教学模式ꎬ极大丰富了在线教育的形式ꎬ带来

了全新的教学体验ꎬ也重塑了教与学的关系ꎮ
聚焦数字中国建设ꎬ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

略行动ꎬ统筹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ꎬ必将在不

远的将来使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可喜的发展

趋势ꎮ

五、在线开放课程服务教学发展趋势

在线开放课程作为高校教学中的一种资源和

一类模式ꎬ已经成为高教人才培养中越来越重要

的参与元素ꎬ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ꎮ 以 ２０２０ 年

的疫情作为转折点ꎬ在线开放课程的发展大致可

以分为四个阶段(见表 ４)ꎮ
从表 ４ 可知ꎬ从 ２０２０ 年之前的常规应用ꎬ到

２０２０ 年的应急应用ꎬ再到 ２０２１ 年开始的新常态应

用ꎬ直至 ２０２２ 年“智慧高教平台”上线ꎬ在线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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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应用一直处于发展变动之中ꎮ
表 ４　 在线开放课程服务高校的应用发展趋势分析

阶段 时间 基本方式 发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之前
校内课程教学网站、(教育部)视频公

开课、(教育部)资源共享课等

网络教学和网络学习成为一种新形态ꎬ初步形

成了网络课堂的新空间ꎬ为在线开放课程的出

现做了充分准备

常规应用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
以慕课为主ꎬＭＯＯＣ 模式、ＳＰＯＣ 模式

和 ＯＯＢＭ 教学模式

在线开放课程出现ꎬ慕课数量迅猛增加ꎬ建设、
应用、学习、管理、研究等成为在线开放课程发

展的主要内容

应急应用 ２０２０ 自学、直播、混合式等多模式应用
在线开放课程得到充分的应用ꎬ在抗疫保学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常态应用 ２０２１
疫情前和疫情中创造的应用方式ꎬ以
及与新工具和新技术的结合应用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教学创新ꎬ以及局部地区

疫情暴发下的特殊情况应对

最新应用 ２０２２ 智慧高教平台上线运行

智慧化将贯穿在线开放课程的教学、学习、搜
索、评价、互动、统计、分析各阶段ꎬ为学习者提

供更易使用的智慧化学习体验环境

(一)局部疫情突发情况下的应用探索

２０２１ 年ꎬ高校对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教

学有了新的应对手段ꎬ但对于突发的局部疫情的

应对手段还需进一步加强ꎮ 例如ꎬ个别地区暴发

疫情ꎬ身处疫区的学生在开学前无法按时返校ꎬ开
学后就会出现大部分学生已返校和小部分学生没

有返校的情况ꎬ如何应用在线开放课程同时涵盖

校内学生和校外学生的教学活动就成为了一个新

问题ꎮ 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在线开放课程

的应用ꎬ而这种“不确定”正是促进其发展创新的

一个积极因素ꎮ

(二)新常态下常规应用创新

除了应对局部疫情带来的教学挑战ꎬ在线开

放课程在疫情常态化下的应用也得到了更广泛的

认可ꎬ成为高校教学计划内教学资源和教学模式

的重要选择ꎮ 要立足在线开放课程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ꎬ发挥优质在线开放课程资源的共享

性与传播性优势ꎬ调动高校教师教研教改的积极

性与创造性ꎬ探索多模式应用创新ꎬ特别是在“金
课”和“一流课程”的带动下ꎬ促使线上一流课程、
混合式一流课程成为高校基于在线开放课程开展

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重要应用ꎬ着重开展混合

式、翻转式教学ꎬ通过线上、线下互动ꎬ引导学生主

动参与课程学习ꎬ提高线上线下的教学质量和学

习成效ꎬ打造受学生欢迎的融合式“金课”ꎮ

(三)智慧化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回顾 ２０１３ 年至今ꎬ以 ２０２０ 年作为发展的转折

时间点ꎬ慕课与在线开放课程存在着三条发展路

线ꎮ 一是常备常态(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应变求

变(２０２０ 年以来)→智能智慧(２０２２ 年以来)ꎬ二是

慕课→在线开放课程→教学数字化→数字化大

学→教育数字化ꎬ三是在线开放课程→在线开放

课程与多种信息化教学工具的结合(课堂教学信

息化辅助工具、网络在线教学系统)→在线开放课

程平台自身的功能升级(特别是与 ＡＩ、大数据技术

等的结合[１８])ꎮ 可以看出ꎬ在这个过程中ꎬ智慧化

程度不断提升ꎬ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ꎬ在线开放课

程越来越深入地同高校教学与人才培养相结合ꎬ
高校教育教学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ꎬ推动了高等

教育的信息化发展ꎬ引领了教育现代化ꎮ

(四)元宇宙智慧在线教育将得到发展

量子计算、５Ｇ 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ＶＲ / ＡＲ / ＭＲ、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多元化融合发展使得元宇宙悄然兴起ꎮ 元宇宙

与在线开放课程的深度结合ꎬ将形成虚实融合、数
智融合的网络教育空间ꎬ使得在线教学整体环境

更具有沉浸性ꎬ数字孪生虚拟人教学、在线智能问

答与辅导、高精度实时仿真实验、实时无感数据采

集、智慧化知识挖掘与学习路径优化、智能学习检

测与评价等将为学习者带来身临其境的学习体

验ꎮ 元宇宙智慧教育将会成为在线开放课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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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主要方向ꎬ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加速转型ꎬ
教育数字化战略引领未来的改革步伐将更加坚实

有力ꎮ

参考文献:

[１] 　 李未.抓住 ＭＯＯＣ 发展机遇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Ｊ] .中国大学教学ꎬ２０１４(３):３０￣３２.
[２] 　 蔡文璇ꎬ汪琼.２０１２:ＭＯＯＣ 元年[ Ｊ] .中国教育网络ꎬ

２０１３(４):１６￣１８.
[３] 　 李晓明ꎬ张绒.慕课:理想性、现实性及其对高等教育

的潜在影响[Ｊ] .电化教育研究ꎬ２０１７(２):６２￣６５.
[４] 　 王文礼.ＭＯＯＣ 的发展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Ｊ] .

江苏高教ꎬ２０１３(２):５３￣５７.
[５] 　 郭英剑.“慕课”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 Ｊ] .高校教

育管理ꎬ２０１４(５):２９￣３３.
[６] 　 吴岩.建设中国 “金课” [ Ｊ] .中国大学教学ꎬ２０１８

(１２):４￣９.
[７] 　 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

〔２０１９〕８ 号)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１０￣３１) [２０２２￣０５￣１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０８ / ｓ７０５６ / ２０１９１０ /
ｔ２０１９１０３１＿４０６２６９.ｈｔｍｌ.

[８] 　 吴岩.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变轨超车” [ Ｊ] .中国教育

网络ꎬ２０２０(５):１２￣１３.
[９] 　 徐晓飞ꎬ张策.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的要素与途

径[Ｊ] .中国高教研究ꎬ２０２２(７):３１￣３５.
[１０] 张策ꎬ徐晓飞ꎬ张龙ꎬ等. 利用 ＭＯＯＣ 优势重塑教

学 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新模式[ Ｊ] .中国大学

教学ꎬ２０１８(５):７９￣８３.

[１１] 张策ꎬ谷松林ꎬ徐晓飞ꎬ等. ＭＯＯＣ 教学试点学院探

究———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计算机学院为例

[Ｊ] .中国大学教学ꎬ２０１８(１１):３８￣４２.
[１２] 张策ꎬ初佃辉ꎬ季振洲ꎬ等.推动 ＭＯＯＣ 教学改革ꎬ赢

得变革竞争主动权[Ｊ] .大学教育ꎬ２０２２(２):２１￣２５.
[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Ｃꎬ ＣＨＵ Ｄ Ｈꎬ ＧＵ Ｓ Ｌ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ＯＣ＋ＳＰＯＣ＋
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 ｆｏ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８(１２):１０８￣１１３.

[１４] 张策ꎬ徐晓飞ꎬ初佃辉ꎬ等.建设中国特色 ＭＯＯＣꎬ推动

教学提质升级———述评、模式、应用及思考[Ｊ] .高等

理科教育ꎬ２０２０(６):５１￣６６.
[１５] 教育信息化资讯.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世界第一!

教育部“云发布”聚焦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效[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２￣０５￣２３) [ ２０２２￣０６￣１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ｏｌ.
ｃｎ / ｉｎｆｏ / ｄｏｎｇｔａｉ / ２０２２０５ / ｔ２０２２０５２３＿２２２６８３８.ｓｈｔｍｌ.

[１６] 瞭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以数字化构建高

等教 育 新 形 态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２￣０８￣０２) [ ２０２２￣０８￣
０６] .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 ｃｑ. ｃｏｍ / ｉｎ / ａ / ２０２２０８０２４０１ ＬＥＰＯＯ.
ｈｔｍｌ.

[１７] 陕西科技大学招办.又一国际会议召开ꎬ中国 １８ 所

高校官宣“大动作”ꎬ这 ６０ 门课将火爆印尼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２￣０３￣０７) [ ２０２２￣０６￣１９] .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 ｑｑ.
ｃｏｍ / ｒａｉｎ / ａ / ２０２２０３０７Ａ０８ＬＩＬ００.

[１８] 胡刚.实现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

的创新思考[Ｊ]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２１(４):８９￣９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Ｃｅ１ꎬ２ꎬ ＬÜ Ｗｅｉｇｏｎｇ２ꎬ ＣＨＵ Ｄｉａｎｈｕｉ２

１.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ｅｉｈａｉ)ꎬ Ｗｅｉｈａｉ ２６４２０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ｅｉｈａｉ)ꎬ

Ｗｅｉｈａｉ ２６４２０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ｎｌｉｎｅ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ｕｐ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ꎬ ｅｍｐｈ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ｅｒａ.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ｍｏｒ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ｎｌｉｎｅ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ꎻ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ꎻ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ꎻ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编辑:段明琰)

９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