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举办主题工作坊活动 

MOOCs 理论与实践探索 

 

MOOCs 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它发端于过去的那种发布

资源、学习管理系统以及将学习管理系统与更多的开放网络资源综合起来的旧的

课程开发模式。为了对 MOOCs在理论和实操层面有更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北京理

工大学教务处和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联合举办了主题

活动“MOOCs 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活动在我校中心教学楼 407教室成功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到的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 3位主讲嘉宾既有教育技

术理论研究的专家，也有开设慕课的一线教师。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庞海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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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主持了本次活动。 

主题报告之前,我校教务处曹峰梅副处长就我校在 MOOCs 背景下的教学模式

改革作了简短的介绍。曹处长在简要回顾了网络课程建设的历史后强调，MOOCs

的应用既是学校内部教学改革内在动力的驱动，也是高校满足国家需求、承担终

身教育社会责任的需要。我校将大力推动信息化、网络化在教学中的应用，教务

处、党委宣传部、网络中心等部门将联手为教学模式改革提供资金、人员、技术

等全方位的支持，确保教与学质量的提高。 

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汪琼教授作了题为“教师发展新机遇：MOOCs改变

传统教学”的主题演讲。汪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 MOOCs的概念与发展现状，与

传统在线教育相比，MOOCs具有大规模、开放性的特点，学习过程中保证及时反

馈，学习气氛浓厚。目前我国大陆已先后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加入了 MOOCs 的不同平台。紧接着汪教授分析了 MOOCs给高等教育带

来的挑战，她谈到 MOOCs 带来了新的教育生态，“以技术为基础的精细化教学”、

“打破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界限”等。最后，汪教授从两个方面谈到了给教

师发展带来的机遇，首先是借鉴 MOOC 课程，建设精品课程，例如在传统教学中

穿插多种风格短小视频、通过网上论坛，答疑互助等；其次是通过 MOOC 课程，

改革校内教学，例如教学模式的改革，“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的

探索、网上课程学分的认同、把 MOOCs作为预备课程等。 

来自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的于歆杰副教授作了题为“MOOCs

来了，你准备好了吗？”的主题演讲。于教授主讲的《电路原理》课程在 edX

上面向国际学生授课，目前约有 11600 多名学生在线学习。于教授谈到 MOOCs

给我们提供了与世界顶级课程同场竞技的难得机遇，但同时也给教育带来了一系

列的挑战，包括教师角色的转型、教育主权、大学的存在性等。接下来于教授分

享了他开设 MOOCs课程的经验，他谈到 MOOCs 不是课堂搬家，MOOCs 抓住学生的

关键是有学期、有人、有交互、有嵌入式内容、有同学之间的交流和有自动评价

系统。最后于教授谈到 SPOG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ces）是在线教育在

大学校园中的真正价值。 

哈佛大学毕业研究生、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访问学者 Austin X. Volz

（万子豪）作了题为“如何评价 MOOCs 的成就”的主题演讲。万子豪 2013 年 5



 

 
 

月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他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参与了 edX《China》课程

的建设。他谈到 MOOCs 的目标是增加学习的机会、传承知识、利用技术、减少成

本并提升大学的名气，而如何判断 MOOCs的成就，正是从以上几个方面去考虑。

随后，万子豪以《China》为例，进行了详细地说明。 

来自我校宇航学院、机械与车辆学院、光电学院、信息与电子学院、自动化

学院、计算机学院、材料学院、化工与环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化学学院、

管理与经济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育研究院等专业学院和

教务处、发展规划处、国际交流合作处、宣传部、出版社等职能部门近 120名教

职员工，以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主题活动。在问

答环节，我校计算计学院李凤霞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李玲英教授等多位老师

们就所关心的 MOOCs 的有关问题跟主讲嘉宾进行了沟通。活动结束后，一些教师

还围在一起，与演讲嘉宾进行了深入沟通，表现出我校教师对 MOOCs 的极大关心

和浓厚兴趣。他们纷纷表示，这次活动收获很大。 



 

 
 

总之，也许 MOOCs 还太年轻，在成长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

不可能取代传统的课堂教学，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还难以确定。但无论怎样，有两

点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一是，MOOCs无疑将再次引发一场“学习的革命”，给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

教学方式带来深刻变化。一个可以预见的变化将是，翻转课堂，从以教师为中心

真正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如果老师还以传统的讲授、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模式教

学，学生将用“眼睛和耳朵”投票。因此，我们应该以“慕课”为契机，冷静思

考如何改变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而不是简单的凑热闹。 

二是，“慕课”平台是高等教育的新大陆，对打造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构建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将具有积极意义。对于高校及教师而言，

最重要的是抓住机遇，利用 MOOCs平台向全社会传播知识和文化，向全世界展示

形象和实力。袖手旁观只会坐失良机，参与其中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正如上海交

通大学校长张杰所说：MOOCs的运作模式已在根本上开始触动传统高等教育的根

基，将引起大学的重新洗牌，最终形成全新的大学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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