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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OOC理念的军校网络教学资源整合及共享研究 

叶昭晖 邹 刚 柯水洲 姚煊道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训练部信息中心，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通过分析军校网络教学资源整合面临的问题 ，从整合理念角度阐释军队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应 

该把握资源，融入知识管理理念、创新课程设计，提高资源整合力度，增强课程资源应用效果；阐述了MOOC 

的理念和特征及其在整合网络教学资源中所起的作用，并以国防科技大学 MOOC项 目为例，从组织实施和技术 

支持等实践层面分析基于 MOOC理念的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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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Military School Network Teaching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Based on M00C Concept 

YE Zhao—hui．ZOU Gang。KE Shui—zhou，YAO Xuan—dao 

(Information Ce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A confronting problem of military school network teaching resources is pointed out，The emphasis points of 

military school network teaching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re resources—grasping，management philosophy combined with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in curriculum — designing． The key point of military school network teaching resources 

construction is integration dynamics and application effect．Th e idea and feature of MOOC is elaborated in the article， 

including the function of MOOC in network teaching resources integration．The building of network teaching resources based 

on MOOC concept is described from a practical level，taking the MOOC project of NUDT as an example，including 

technically supporting ways and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and implementation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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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传统意义上的教学资源是指为教学有效开展，而提供 

各种可被利用的素材条件，通常包括教材 、案例、影视、 

图片、课件等 ，也包括教师资源、教具、基础设施等。近 

些年，随着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 

教育越来越走 向数字化和网络化，基于平等、开放和共享 

理念的互联网络技术为教育的交流，尤其是数字化教育资 

源的广泛的、公开的交流提供了契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 “开放教育资源”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O．E． 

R．)定义为 “免费公开提供给教育者 、学生、自学者可反 

复使用于教学 、学习和研究领域的数字化材料”。网络课程 

和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密不可分，一般网络课程包括课堂视 

频 、教学大纲 、教学课件、课堂脚本、课程作业等一系列 

的教学资源。网络课程广泛受到大众的瞩目是从教育资源 

的开放与共享开始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2000年提议启动 

网络课程开放项 目 (MIT Open Course Ware)，2001年正式 

启动该计划 ，引发了一场国际高等教育资源开放与共享运 

动。国际开放课件联盟对开放课件 (Open Course Ware， 

OCW)的定义 ：(1)具有免费公开许可的数字化资源，任 

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 ；(2)高质量的高 

等院校课程层次的教育资源；(3)以课程为单位，主要包 

含课程计划、评估工具、主题内容等三部分。2008年，麻 

省理工学院联合全球多所一流大学创建了国际开放课件联 

盟 (Open Courseware Consortium，ocwc)，有超过250所知 

名大学加入联盟，开放共享了超过20种语言的 14000余门 

课程。 

我国也非常重视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和国外著名高 

校的视频公开课类似，我国教学资源建设的重点也是从视 

频课程和共享开始。从 200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国家级 、 

省级、校级三级 “视频精品课程建设”，力图实现优质教育 

资源开放共享。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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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020年)》指出，应 “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 

应用，建立开放灵活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优质 

教育资源普及共享”。“十二五”期间，教育部将建设 1000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其中2011年建设首批 100门，2012年 

至2015年建设 900门，高教司已将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列 

为高校教学建设的常规工作之一。 

近几年，我军尤其是军队院校也在努力赶上国家网络 

教学资源的建设步伐。国防科技大学于 2006年开始建设 网 

络教学系统，目前在内部的网络教学平台上已经建立课程 

1800多门，累计资源 5TB左右，并同步建立了 “视频公开 

课”和 “视频课程资源服务平台”两个教学资源服务 网 

站，平台中共建立二级学科 51个 ，建立课程 935个，存储 

视频资源111部 ，视频共4592讲。从 2013年开始，学校计 

划在 “十二五”的建设周期内，建设 15门左右的精品视频 

公开课，目前首期的四门本科公共基础课程已经建设完毕。 

二、军校网络教学资源整合及共享现状分析 

虽然很多高校都认识到了网络教学资源的重要性 ，通 

过开发网络课程 、建设网络教学资源素材库、建设网络教 

学平台来建设网络教学资源，但是如何对如此大量的教学 

资源进行整合、共享和有效使用，一直是教育技术的一个 

困局。尤其是在军队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环境中，网 

络教学主要通过军队院校来完成 ，其问题更为突出，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1)优质的教学资源如何惠及需求最广泛的人群。我 

国军校是军队内部进行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国内其他高校 
一 样 ，军队院校 内也有很多优秀的老师、课程等优质的教 

学资源，长期以来这些优质的教学资源只能为校园内部的 

学员所享用。而军队内部的网络有其封闭性的特点，如何 

让这些优质的教学资源，尤其是一些公共基础的课程，通 

过军内的网络惠及其他院校学员以及全军的官兵，一直是 

突出的问题。 

(2)如何评价网络教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提高资源使 

用效率。为了让优质的教学资源让更多的人使用，近些年 

全军也注意开始建设以网络课程为主体的统编教材 ，部分 

军校也在内部网上建立了网络课程平台，这些资源或以光 

盘的形式下发，或以网站的形式出现。其中以光盘形式下 

发的资源基本上长期被基层单位束之高阁，只有集体教育 

时才偶尔被拿出来播放 ，使用效率极低，更无法评价使用 

的效果。而以网站形式出现的网络课程，内容都是简单的 

老师上课视频和课件，老师不参与网络教学，学生对教学 

资源的使用效果极难评价，使用率也不高。在军队内部如 

何提高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3)如何避免教学资源盲目和重复建设。和普通高校 

类似，军队各个院校除了部分特有的教学资源外，还存在 

类似英语、高等数学这样相同或者类似的课程和资源，由 

于缺乏统一的网络资源建设标准和资源交流平台，因此相 

互之间很难实现数据的交流 ，达不到共建共享 的目的⋯ ， 

各军校很多相近的教学资源难免会出现重复建设的问题。 

同时由于缺少畅通的交流和反馈渠道，资源建设部门无法 

获取学员的实际需求和资源使用的效果，也存在资源盲目 

建设的问题。 

上诉问题也是国际和国 内各高校共同面临 的问题。 

201 1年，一种新型开放资源模式——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快速席卷全球网络教 

育领域，为打破以上困局提供了对策。从 2011年起 ，斯坦 

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国际领先的高等院校采用 MOOC 

理念建立新的网络课程，打造新的网络教学平台，提供 了 

全新的网络教学资源整合和共享模式 ，这些高校的行动已 

经不仅仅是网络教学资源建设的 口号和理念 ，而是实实在 

在的行动，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带有 

全局性的网络教学资源建设的长远战略。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借鉴像国外著名大学的 MOOC项 目这样在世界上影 

响深远的高校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模式和运作经验，对解 

决军队院校网络教学资源建设的问题，推进军校网络教学 

资源整合和共享很有现实意义。 

三、MOOC的理念和特征 

MOOC是以大规模互动参与 、借助互联网开放获取资 

源为目标的在线课程，既提供视频、教材 、习题集等传统 

课程材料，也提供交互性论坛，并为学习者、教师和助教 

建立学习社区，将数 以万计的学习者，在共同学习 目标 、 

学习兴趣和先备知识的驱使下组织起来。_2 J MOOC的核心关 

键词 为 大 规 模 (Massive)、在 线 (Online) 和 开 放 

(Open)。“大规模”表现在学习者人数上，传统课程一般 

限制学生注册范围，一门课程只有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学生， 

而一门MOOC课程不限制注册人数和范围，所以一门课程 

动辄上万人。“在线”是指学生的学习完全在网上完成，不 

受空间、时间的限制。“开放”是指是指学习者在世界上任 

何一个角落，只要能上网就可以免费学习，这些课程对所 

有人开放。” MOOC既借鉴了传统网络课程和课堂教学的特 

点，又有所不同，总的来说 MOOC有以下的特征： 

(一)“微课”基本教学单元和 “碎片化”学习模式 

MOOC的核心内容是 “微课”，即基于视频，在 l0—2O 

分钟内完成对某个知识点的教学。_4 传统的网络课程会直接 

把老师课堂视频直接放到网上，这种视频通常长度为45— 

60分钟左右，而 MOOC的微视频一般在 10分钟左右。从 

表面上看，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但实际蕴含了教育学和 

认知心理学的道理。调查数据显示 ，在我国使用过国家精 

品课程的人中，有规律地使用 (平均每周一次及以上)的 

学生只有 16．4％，教师只有 7．8％。[sj2013年4月发表于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短视频 

可有效减少在线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发生 “走神”的现象， 

有助于帮助学生保持注意力，提高学习效果。 对于 MOOC 

来说 ，知识点视频不单纯只是短了，更重要的是每个短视 

频讲授的教学内容相对独立和完整，这种短小精悍的教学 

单元也便于学生的 “碎片化”学习，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完 

成 “微课”的学习。 

(二)借助交互式练习即时反馈学习效果 

大量穿插于 “微课”视频中的交互式练习是 MOOC另 
一 个显著特征，在 MOOC课程中的 “交互式练习”包括测 

验、作业、考试等。其要点有两个方面：一是经过5—10 

分钟的视频灌输教学，正当学习者即将进入学习疲劳期时， 

马上出现的与视频教学内容相关联的交互式练习，能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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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及时理解并巩固所学的内容，并保持学 习者 的学习热 

情。这种 “交互式练习”摆脱了传统的在线教育模式中单 

向提供学习材料和灌输式学习的局限，能够鼓励和引导学 

生更加 积极地 学 习与思 考，有效 提高 学 习效果；二是 

MOOC课程中交互式练习，主要依赖机器进行 自动评分或 

者 自动评级 ，只有这样才能对大规模学习者随时随地提交 

的在线 “练习”实现即时反馈。同时这也是保证在线教育 

在 “大规模”的条件下仍然得以有效进行的最主要技术手 

段之一。 

(三)如课堂般的线上课程组织方式 

MOOC课堂也借鉴了传统课堂的组织模式，为学习者 

营造一种与校 内课程类似的学习环境，如按学期开课，按 

周上课，学生须跟上教师的教学节奏与进度，在开课周期 

内按时完成作业、通过各种测验等。MOOC课程虽然是完 

全在线上课 ，但是给了学生线下课堂般 的体验和感受，这 

样的组织方式 ，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 目标更明确而主动， 

学生从 “要我学”转变为 “我要学”。 

(四)通过学习对象数据分析学习规律 

在 MOOC课程和平台的设计中，进一步强化了 “学习 

对象”的概念。这个概念早已有之，但在 MOOC中予以全 

面、自觉地运用。每一个短视频 ，每一个交互式练习，以 

及其他相关的教学材料 (如 PlaT、PDF文件等)等，都应 

被视作一个独立的可观测的 “对象”。每个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对学习对象的学习行为都被 MOOC系统 “忠实”的记录 

下来。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在线学习的相关数据汇集起来 ， 

便形成了庞大的 “学习大数据”。接下来通过数据挖掘的手 

段，分析和揭示 “学习大数据”中蕴藏的学习规律 ，使教 

师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各个教学要素，在大规模学习人群 

中实施 “因材施教”式的个性化教学服务。 

(五)更为广泛的互动交流 

作为互联网的产物，MOOC更加注重依托网络社区进 

行互动交流。MOOC课程的互动交流方式较传统的网络课 

程突出了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在老师引导下 的互动交流， 

学生可以围绕老师有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 ，这 

种交流可以是课程论坛中的问题 ，也可能是某一次社区中 

公布的作业 ，老师可以选择学生的答案作为参考答案 ，增 

强学生的参与感；二是同学之间的互动交流，尤其是对某 

些机器难以自动评分的较为复杂的交互式练习，基于网络 

社区学生群体的 “同伴互评”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相互学习， 

也能解决大规模环境下的学习评分问题，这种方法也在被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MOOC平台所采用。 

MOOC的模式和理念瞄准了传统网络教学问题的 “七 

寸”，国家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李志民主任指出，相比传统 

的网络课程及教学资源建设 ，“MOOC不仅提供免费资源， 

而且实现了教学课程 的全程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学习者 

进行学习、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拿 

到证书。是一个学习的全过程。MOOC不仅让别人看到学 

习者学了什么，还能评价其学习情况，评价其是否理解 了 

内容、准确了解了知识。”正是因为 MOOC这些优点 ，也为 

未来军队网络教学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基于MOOC理念整合和共享军校网络教学 

资源 

军队院校中，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开始信息化建设时间 

较早，开展网络教学也有较长的历史。从 2013年开始，学 

校专门立项研究并实践 MOOC，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学校 

基于 MOOC理念探索军校网络教学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模式， 

有以下优势： 

(1)经验丰富。学校开展网络教学历史悠久 ，无论从 

技术上、保障上 、理念上、制度上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培养了老师通过网络实施教学的习惯，培养了学生通过网 

络获取教学资源的习惯，具备非常好的基础。 

(2)需求迫切。学校以前的网络教学面向校 内用户， 

受众面窄，大部分学员老师只要完成了课堂教学，网络教 

学仅仅是一种补充的手段，沦为 “鸡肋”，校外学员却想吃 

吃不到，而校外 的潜在用户群体远远超过本校用户。很多 

来学校进修的学员都感叹校内的资源非常丰富，尤其是网 

络教学方面的资源，有特色。学校在 “十二五”信息化建 

设 内容中，也明确把教学资源向全军开放作为 目标之一 ， 

这也为学校面向全军开展 MOOC课程教学奠定了良好基础。 

(3)软硬件条件具备。学校有 自己开发的资源共享平 

台，有网络教学系统，还有配套环境及设备支撑视频课程 

的拍摄。这些软硬件条件都让 MOOC的平台和课程的制作 

成为可能。 

(4)引领全军。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在全军一直起着引 

领作用，在资源建设方面，把学校优秀的老师和课程资源 

通过 MOOC平台推送给全军官兵，也能带动更多的军队院 

校投入到网络教学资源的共享运动中来。 

2013年6月开始，国防科技大学借鉴 MOOC理念建设 

首批 《网络安全保密基础知识》、 《信息技术新发展及影 

响》等六门 MOOC课程，并依托军队内部网络打造面向全 

军服务的 MOOC平台。学校 MOOC平台 8月中旬上线 ，目 

前已经面向全军官兵开放军事高科技类型的优质课程十门， 

吸引了各大军区和军兵种近 3万名基层官兵注册学习，平 

台累计浏览次数超过了四百万。该项 目从研究和实践角度 

来看取得的成果如下： 

(1)初步探索了军校优质教学资源面向全军共享及服 

务的模式 

首批的 MOOC课程全部由学校教学一线的名师讲授， 

由于全军各级官兵学历层次参差不齐 ，为了满足基层官兵 

的不同需求，授课内容和教学资源都重新做了设计和安排。 

同时教学平台吸取了互联网 Udacity、Coursera、EDX三大 

MOOC平台的特点，除以 “微课”和 “交互式练习”为内 

容核心外，还融入了比武排名、单位评 比、互助交流等军 

队特色功能。这样 的课程内容设计和平台功能设计，让广 

大官兵易于理解和接受，也方便了基层单位组织学习，受 

到了热烈的欢迎。平台和课程上线 2个月共计近 3万用户 

自由注册 ，其中超过 90％来 自基层部队的战士，也证明了 

基于 MOOC理念向全军推广和共享优质的网络教学资源是 

成功的。平台成功的服务模式，在未来也将吸引和整合更 

多的不同军校的优质课程资源。 

(2)首次对网络教学资源的使用效果进行了有效的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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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和分析 

传统的网络教学网站对教学资源的使用率往往只有点 

击量一种数据，而学校的 MOOC平台可以更为详细的记录 

各种对教学资源使用的数据。例如在军网里某军校建立的 

“视频公开课”网站中，最热门的视频是来源于某高校的 

《计算机网络安全》课程，其点击量为6026人次。而在学 

校 MOOC平台中类似内容的 《网络安全保密基础知识》课 

程，我们有以下一组数据：课程注册人数6039；课程点击 

量 93万人次；课程提问数 2．2万人次，回复数 1．8万人 

次，老师平均回复时间4小时；课件下载 8254次；第一段 

“微课”视频 “网络安全知识概论”学员平均停留时间 2 

分53秒，针对该视频的提问 59个 ，该视频后的 “交互式 

练习”共有 5871人次参与答题，平均答题次数3次，答题 

正确率 83％⋯⋯等等，这些数据可以让老师和教学组织单 

位及时掌握和了解教学资源的使用情况，为将来调整教学 

内容提供了依据，这也是在军网上首次针对网络教学资源 

的使用效果进行跟踪和分析。 

(3)获取并初步分析了军队官兵的学习行为数据 

通过平台的支撑，平台还获取 了大量官兵的学习行为 

数据。除了平台的注册人数，点击量，同时在线人数，每 

门课程的注册人数，每个用户在线时长，用户学习时间段 

等之外，老师还可以精确跟踪每一名学生 的学习进度，以 

《信息技术新发展及影响》课程为例，开课两个月，课程注 

册人数 8760人，其中完成 90％以上视频学习的共计 4730 

人，占54％；有视频学习记录的 7145人，占81．5％；完 

成视频后交互练习90％以上的共计5207人 ，占59％；有练 

习记录的7813人，占89％。目前在平台中记录的各种官兵 

学习行为的数据量已经超过 800万 ，这为进一步全面分析 

学习规律提供了基础。 

通过 MOOC项目在全军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发现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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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创新成果 ，为下一步的科研攻关和任职打好 良好的 

基础。从一定程度上讲，基于 MOOC的创新性教学扩大了 

军校教员 的团队，在弱化 “教” 的同时强化 “学”和 

“研”。军校教员从组织者和指导者的角度，鼓励、引导学 

习者认真对待课程，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四、结束语 

MOOC浪潮在全球发展迅速 ，给新时期面向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军队院校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军 

校教师应尽快转变角色，抓住 MOOC机遇，以翻转课堂和 

混合式课程等多种形式融入传统教学 ，培养和发展学员的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从MOOC到MOORE，利用好优质的 

网络课程资源，大力开展创新型教学研究，加快创新型人 

才队伍建设 ，更好地履行使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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