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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技术与教育行业融合的新形态下,探索在线课程引入课程体系是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的新途

径,也是高等教育革新的重要环节.本文从慕课技术、个性化培养和自主学习能力三个方面论证开展研究生

在线教学的可行性,并对当前的 MOOC建设和课程引入问题进行分析.以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为例,运用

模糊法搜索主流平台内现有 MOOC与其类似或匹配的课程,并根据匹配情况探究影响课程引入的显性和隐

性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分别从课程供给和需求视角提出将在线课程引入课程体系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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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４年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

设的意见»中提出,为丰富课程资源和构建符合培养

需要的课程体系,应加大课程开发投入力度,探索将

在线开放等形式的课程纳入研究生课程体系[１].在

信息技术与教育行业融合的新形态下,在线开放课

程不仅顺应教育革新,还能促进研究生思考与知识

内化,是提升研究生综合能力的新途径.２０１２ 年,
以Coursera、Udacity 和 edX 等为先驱和代表的

MOOC风暴开始席卷全球,并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为适应新形势,近年来,国内学者对

在线教育进行了广泛研究,其重点主要集中于两个

方面,一是对诸如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在线教育

及相关报告进行解析,通过国外文献分析在线教育

发展模式、战略规划与现存的问题等,为我国在线教

育发展提供有价值参考;二是对在线教育的实施手

段和途径进行研究,如对 MOOC、SPOC、微课、翻转

课堂的研究等,其中,MOOC因开放度最高得到重

点关注和研究,截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中国知网以

“MOOC”和“慕课”为关键词搜索学术期刊发表的

论文多达３９９１篇,相对于２０１２年增长了近２０００
倍.但就研究生在线教育而言,相关研究还比较少.
李锋亮在对美国«在线研究生教育»报告进行解析基

础上,认为未来３年研究生在线教育还不能在我国

大范围实现[２].王传毅通过对美国在线研究生课程

质量的传统评价、技能评价和档案袋评价方法进行

分析,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借鉴[３].王雪通过对全日

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的 MOOC应用进

行探索,使其成为传统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４].张

连成 从 Coursera 平 台 上 选 取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作为研究生 MOOC试点课程,对在线

课程和传统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初步尝

试,并作出了有益总结[５].韩钰论证了研究生课程

体系引入 MOOC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初步设计



了 MOOC学时学分转换算法[６].
上述学者虽然对研究生在线课程教学开展了多

方面研究,但较少从课程体系角度系统性考虑现有

MOOC资源的应用整合,共享共建和具体引入问

题.在研究生教育改革中,如能充分利用 MOOC
显现的优势和特点,使知名 MOOC平台的课程有

效纳入研究生课程体系无疑会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生教育开展在线教学的可行性

(一)成熟的慕课技术

从２００１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在网上公开免费

的课程视频到２００７年左右相应的学习系统和课程

设计出现,高等教育的在线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当

前主要是依据xMOOC、cMOOC、tMOOC三类模

式和理论展开在线教学,其中xMOOC基于行为主

义理论实现了标准化和规模化的教学,有效地促进

结构化、基础性知识的传授,具有高效、易操作等特

点,学习者通过观看视频,完成在线测评、相互交流

及相关学习环节.国际三大 MOOC平台主要采用

xMOOC,国内的在线教育也基本上采用这种模式,
该模式与传统模式接近,容易被大众接受.MOOC
所表现的成熟技术和应用优势能很好地满足国内研

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的需要.
(二)差异化的个人培养计划

课程设置是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重要部分,是
每个专业(学科)深入科学研究的导引和专业知识体

系构建的基础.每个专业(学科)的研究方向决定了

差异化的个人培养计划,导师根据已有的知识基础、
兴趣志向和研究方向为学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
具有培养个性化、差异化、灵活性等特点.研究生与

本科课程教学最大差异就是非自然班教学,课程学

习按照个人培养计划所选课程分学期进行,势必需

要多位教师的共同参与教学,也会有部分课程存在

一师一生情况.因此,为缓解师资紧张,改善研究生

传统教学方式,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任课教师

的引领作用,在课程体系下适度引入在线课程教学

以体现差异化个人培养计划尤其重要.
(三)个性需求主导下的强自主学习能力

研究生经过基础教育阶段的父母陪伴式高压学

习、本科教育的初级自主学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海

量式自主学习后,到研究生阶段已经具备较强的自

主学习能力,因而能够很好地控制自身行为和意识

达到预期目标.研究生的知识储备较为丰富,自学

和知识融贯能力较强,通过在线教学的互动、视频观

看能较好地进行自我组织学习,并养成终身学习的

能力.同时,研究生的兴趣爱好、知识储备差异,自
身价值体现,多种社会化的资格考试等,使得他们更

希望有较多自由支配时间,突破传统教学的教室和

教师限制,多途径完成个人培养计划的学分要求.
因此,基于较强自学能力的在线课程学习势必带给

研究生更多个性发挥空间,是一种个性需求体现.

三、当前 MOOC建设现状及

引入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MOOC建设现状

２０１２年以来,随着Coursera、Udacity和edX三

大 MOOC 供 应 商 的 兴 起,学 堂 在 线、中 国 大 学

MOOC、好 大 学 在 线 等 一 批 采 用 国 际 三 大 主 流

MOOC平台架构的本土化平台也扎堆上线,并出现

了一些知名的 MOOC课程导航网站,如果壳网旗

下的 MOOC学院等.在这些平台中,除了始于斯

坦福大学的 Udacity转型职业培训外,其余平台基

本都与大学紧密联系,既有理论课也有实践课,其上

课节奏也跟大学类似.各平台开课情况见表１.
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Coursera、MOOC

学院、好大学在线等主流平台,提供的课程有几百门

到几千门不等,并吸引万人瞩目,有的课程参与者甚

至高达几十万人.这些课程集中于电子、数学、工程、
工学、经管文史法哲、外语、教育、大学先修、职业教育

等,且以通识类和基础理论类为主,既为各领域提供

了开放教育与学习资源,也为资源应用整合与共享共

建架构了研究基础.
(二)MOOC引入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１．MOOC资源与课程匹配情况

为使研究更具直观性,文中以S学校计算机应

用技术专业２０１４年度的硕士生课程设置(表２)为
例,将现有 MOOC资源与本课程设置进行匹配,然
后从匹配中发现问题.

以表１平台中的现有 MOOC资源为基础,用
表２中课程名称的模糊法搜索类似或匹配课程后,

１７门课程中“组合数学”、“人机交互”、“计算机图形

学”３门课程名称完全匹配,６门课程名称是类似匹

配,另外８门在各平台上未搜索到类似课程,其中,
除“国际交流英语”明确列明适用研究生教学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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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课程均未明显区分适用层次.每期课程参加人均

数从２０００到１６０００人不等,其中“算法设计与分析

入门”达到１６０００余人,而列明研究生教学适用的

“国际交流英语”只有２０００人左右.

２．问题分析

通过课程匹配,不难发现 MOOC引入课程体

系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会对课程引入带来阻

碍和影响,不利于在线课程体系的形成.
(１)显性问题———课程资源不足、整合度低

研究生教育具有个性化、小众性、专业性和科研

导向性等特点,导致了成本———收益原则下为数量

有限的研究生提供在线课程较少;强专业性下教师

参与在线课程的广度远远小于通识类课程;科研导

向下研究生导师在课程教学上投入精力较少;政策

导向下研究生教学和科研能力培养失衡,忽视了课

程教学环节的基础性作用.因此,经过前文的在线

模糊匹配后,有较多的课程无法对应在线课程,即使

模糊对应也未必适用研究生教学,结果造成研究生

层面的 MOOC资源不充足,无法为研究生在线课

程教学提供较多可供选择的资源.
此外,在线课程资源还存在应用整合度低的问

题.Coursera、学堂在线和中国大学 MOOC等国内

外主流平台都在力推 MOOC,但却是各自为政.高

校作为近年 MOOC建设先锋,更愿意投入人、财、
物等资源将本校课程制作成网络课程放在 MOOC
平台上,但更多体现的是单体事件,而非系统化管

理,比如教育层次分类不明显等.
目前从各类平台上除能看出大学先修课、职业

教育课程带有明显分层外,其余课程均没有明显区

分适用范围,况且类似课程名称较多,为选择者带来

诸多不便.MOOC或平台建设对课程资源如何更

有效应用和整合的关注和研究尚显不足,闭门盲目

式的建设势必造成教育资源浪费、课程建设重复、共
享度低、需求不足等问题.

(２)隐性问题———重硬建设,轻软管理

与 MOOC建设的繁荣和庞大的学习群体相

比,学习成果差强人意.近日,中国大学 MOOC平

台公布的数据显示,注册用户超过６２０万,累计选课

人次超过２０００万,但平台整体课程通过率仅为１．
５％[７],比较而言,学习动力相对课程建设力度严重

失衡.现行体制下高校以 MOOC上线数量等指标

作为业绩考核和教育教学改革的依据和立足点,而
对课程学习者的动力提升,学习参与度和结业率提

高方面不予重视或执行效果不佳.在 MOOC使用

初期,作为学习者和课程供给者之间的粘合剂———
软性管理体制至关重要,尤其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体

制建设,如学习成果认证、校际学分互认、弹性学习

方式等,当然课程供给者的教学环节配套服务和课

程质量保证也不容忽视.只有突破体制束缚和传统

的教学理念,树立“用即是建”、“建以致用”、“应用

共享”观念,才能使在线课程学习者和供给者达成有

效供需关系,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取得较好效果.
表１　主流 MOOC平台(导航)一览

慕课平台(导航) 平台提供机构 课程提供者 课程分类 课程数 成立时间

中国大学 MOOC 网易 以“９８５”院校为主

计算 机、工 学、理

学、经 管 文 史 法

哲、外 语、大 学 先

修、职业教育等

５６３门 ２０１４年５月

学堂在线 清华大学 以清华大学为主

电子 类、数 学 类、

经管文史法哲、外
语、教 育、大 学 先

修、职业课程等

９７３门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MOOC学院 果壳网

各大知名 MOOC平台

的导航,包含 Coursera、

Udacity、

edX等主流平台

种类繁多
仅 Coursera 平 台

已达几千门课程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其 中 Coursera
平台于 ２０１２年

４月成立

好大学在线 上海交通大学 西南地区部分高校联盟 多学科体现 ３７８门 ２０１４年４月

　　注:课程数是依据各平台展示的课程,统计截止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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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S学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在线课程匹配一览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匹配课程 MOOC平台 授课单位

学
位
课

公共课

专业

基础课

专业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第一外国语

(基础外语、专业

外语、外语提升)
组合数学

可计算性与计算复杂性

现代操作系统

现代数据库系统

无

学术写作与商务写作 学堂在线 清华大学

科学写作 学堂在线 斯坦福大学

国际交流英语 中国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组合数学 学堂在线 清华大学

无

操作系统 学堂在线 清华大学

高级数据库系统 学堂在线 北京工业大学

非
学
位
课

必修课

选修课

补本

科课

高级人工智能 无

模式识别(信息) 无

图像处理与分析 无

多媒体技术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中国大学 深圳大学

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 Coursera 加利福尼亚大学

虚拟现实技术 无

计算机图形学 计算机图形学 中国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嵌入式系统 无

机器智能与机器人 无

C＋＋程序设计 C＋＋语言程序设计 中国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算法设计与分析 算法设计与分析入门 中国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注:由于不影响本研究,尚有一些公共选修课未在本表中列出;课程匹配时间截止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四、在线课程引入课程体系的应对策略

为加快在线课程引入研究生课程体系进程,教
育主管部门应立足自身优势和职责,加强在线课程

研究与指导,做好宏观规划和顶层设计;高校应在充

分发挥自主性基础上,以国家规划为准绳,有计划、
分层次的开展在线课程教学,避免“一窝蜂”和“冷漠

式”建设.从文中课程匹配显现的问题来看,关键是

要解决课程供给和需求侧的问题.
(一)课程供给视角下的资源建设与应用策略

第一,现有资源协同整合.教指委或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牵头,对学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等国内知名平台中的现有在线课程适用范

围进行科学分层,明确适用于研究生教学的课程,以
便各平台整合资源,设立研究生课程专栏和学科课

程群,如本文研究的专业课程可放在研究生课程专

栏的“计算机科学与工程”课程群中,供有关高校

使用.
第二,建立新的研究生在线课程.教育部、地方

政府及相应教指委要高度重视在线课程建设,引导

研究生任课教师积极关注新形势下的在线课程建

设.可以效仿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专业学位在线课程的组织实施过程,借鉴高等

数学教指委在资源建设层面分工合作的经验,通过

组织申报、评审与顶层设计等,选出各专业质量较高

的在线课程纳入课程群中,并在课程简介中明确适

用层次,实现以学科联盟等形式共同推动课程建设

与应用.
第三,课程引入具体策略.首先尽可能搜索本

专业在线课程资源,罗列匹配课程;其次根据在线课

程简介、教学大纲、任课教师、课程来源等信息确定

在线课程是否符合本校研究生培养内涵与目标,经
过确认或认证的课程才能成为本专业的备选课程目

录;再次,依在线课程上线和讲课周期,在备选课程

目录中公布本专业第一和第二学期适合在线教学的

课程.在初探阶段,每学期确定少量在线课程,或者

只允许一门课程作为传统教学的补充,比如计算机

应用技术专业中补本科课的“C＋＋程序设计”可作

为开放学习模式,按要求完成并获得结业证明等.
(二)课程需求视角下的学习动力提升策略

第一,学分认证与互认是受益点.从学生角度

看,学习成果认可和作用范围是研究生参与在线课

程学习的受益点,因此学分认证至关重要.而在线

课程是否达到授予学分的质量,如何监督学生上课

质量是决定课程学分化的两个关键质量因素,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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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校际学分互认质量,可以着重选择优秀或者积

极性较高的研究生参与,取得合格在线课程学习证

明抵免校内传统课程教学,并获得相应学分.学习

管理可参考韩钰的理念,注重过程管理,从视频课

程、在线作业、在线测试、结课报告、结课考试以及其

他(如作业互批等)六个方面统计在线课程学习质

量.如果未获得合格学习证明,可提供平时参加

MOOC学习过程证明,最终回校内参加课堂考试,
获得相应学分.

第二,弹性学习方式是推动力.国内研究生教

学采用学分制,理论上可以实现时间个性化和自由

化,但受上课时间、地点、教学管理等因素制约,高校

并没有实施完全弹性学分制管理.高校若能从弹性

学习角度出台政策,可有效吸引学生并提升在线课

程教学水平,可从下几方面尝试:１．设立研究生专业

课程的先修课程或者从备选课程目录里边指定少量

在线先修课程,使具有入学资格的研究生提前修读

学分,如表２中“C＋＋程序设计”,这样既能充分利

用入学前的空档期,也能为入学后的研究生学习和

科学研究释放自由时间.２．为因各种原因暂不能课

堂上课的研究生创造弹性学习时间,只要能在备选

课程目录中选修在线课程,取得合格证明就可以进

行学分互认,且允许多次课程学习.３．在课程体系

中引入 MOOC,尝试推行弹性学习年限,或长或短,
达到个性化培养的目的.弹性的学习时间、学习地

点、学制势必带给研究生更大的个性发挥空间.

MOOC是信息技术下的教育产物,具有不可逆

转之势,因此尽快转变理念,探索在线课程引入课程

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转变教与学的关系,
还能促使课程体系不断贴近社会需要,培养研究生

终身学习和实践应用的能力,但在线教育不是否定

传统教育,而是创新教育,提高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度.因此,研究生教育要以课程体系为立足点,从学

分互认、弹性学习到配套服务等方面发挥高校自主

性,尝试建立研究生在线教育的运行机制,夯实基

础,做 好 在 线 教 育 的 系 统 化 工 程,迎 接 研 究 生

MOOC时代,在线教育和微学位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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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new situationoftheintegr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andeducationindustry,theexperimentof
incorporatingonlinecourseintocurriculumsystemisanewwaytoenhancethequalityofpostgraduatesandalsoanimportant
chaininthehighereducationreform．Thispaperdemonstratesthefeasibilitytoconductonlineteachingforpostgraduatesfrom
threerespects,i．e．MOOCtechnology,personalitycultivationandselfＧlearningability．Inaddition,thepaperanalyzesthe

problemsrelatedto MOOCconstructionandcurriculumintroduction．Particularly,withthemajorofcomputerapplication
technologyasanexample,theauthorusesafuzzyapproachtosearchfortheexistingsimilarandsuitableMOOCinmainstream
mediaplatforms,andexplorestheexplicitandimplicitproblemsthatinfluencetheintroductionofthecoursesaccordingtothe
matchingconditions．Withthequestionsastheguidingfactors,theauthorproposesspecificmeasurestointroduceonline
coursesintocurriculumsystemfromtheviewpointsofcoursesupplyandgeneral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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