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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的理性思考: 兴起、发展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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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以独立于政府、大学、资本、社会的客观视角，理性分析了 MOOC 的兴起、
发展与未来，得出结论: MOOC的兴起源于教育潮流、一流大学、网络金融、政府机构、科学技
术和新闻媒体等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MOOC 的发展受制于其在教育理论、教育功能、教学组
织、教学评价、发展模式、发展环境等方面遇到的多重藩篱，MOOC的未来藏潜于其可能实现教
育规模、质量和效益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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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ational Thinking about the MOOC: Growth，Development and the Future
ZHAO Ｒong，MA Liang，ZHANG Yu － Long

( College of Basic Education for Commanding Officers，NUDT，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ationally analyses the growth，development and the future of MOOC，

independent of the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of the government，universities，capital and society． The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MOOC arose based on the common role of education trend，first － class
university，the network finance，government agenc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the news media．
MOOC will encounter some obstacles in education theory，educational functions，teaching organization，

evaluation，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MOOC will give full play to potentiality
in the future because it has huge potential on realizing balance between education scale，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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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13 年第三期开辟了

MOOC 专题研究栏目，刊登了一组 MOOC 研究文

章。其中，老松杨等撰写的 《后 IT 时代 MOOC 对

高等教育的影响》，从教育的社会属性、科学属性

和管理属性三个维度分析了后 IT 时代 “慕课”给

教育带来的变革［1］; 唐九阳等撰写的 《MOOC: 军

事职业教育的机遇与挑战》，概述了 MOOC 的现状

和特征，研究了如何加速推进 MOOC 与军事职业

教育的深度融合的问题［2］; 黄知涛等撰写的 《我

军继续教育现状与 MOOC 应用的可行性分析》，对

我军继续教育的现状、问题和需求进行了分析，对

依托 MOOC 开展我军网络远程教育的可行性进行

了思考［3］; 徐明等撰写的 《基于 MOOC 理念的网

络信息安全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了如何设计

组织《网络信息安全》MOOC 系列课程的问题［4］。
以上研究文章，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 MOOC 进

行了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MOOC 概 念 自 2008 年 首 次 提 出，2012 年 爆

发，目前对 MOOC 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门。
作为新生事物，学术界对其争议较大，直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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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MOOC 的定义、功能、特征、发展等仍未有定

论。不可否认，MOOC 作为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

产物，其理念上的先进性、成本上的效益性、发展

上的颠覆性，使大家看到了教育变革的曙光。但同

时，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MOOC 的发展并非一蹴

而就，也经历了孕育、萌芽、挫折、发展等多个阶

段，将 来 仍 需 “摸 着 石 头 过 河”。因 此， 分 析

MOOC 兴起的原因、研判 MOOC 面临的问题，挖

掘 MOOC 蕴藏的潜力，对于我们客观理性地认识

MOOC、发展 MOOC，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MOOC 的 兴 起，源 于 教 育 潮

流、一流大学、网络金融、政府机构、
科学技术和新闻媒体等多种力量的共

同作用

MOOC 作为后 IT 时代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横

跨了教育、科技、金融、社会等多个领域，其兴起

的背后，既隐藏着历史的必然性，又印记了时代的

特色性，还凸显了技术的颠覆性。
( 一) 从教育潮流看，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十

年发展，为 MOOC 的萌牙与兴起奠定了理念、文

化和需求基础

教育潮流是 MOOC 兴起的社会条件，反映着

MOOC 的历史必然。进入 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

飞速发展，催生了邮件系统、购物网站、社交应用

等，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分析其

过程不难发现，改变都是从理念开始，逐渐扩张到

文化层面，最后引爆社会需求。MOOC 的萌牙与兴

起也是如此。起源于 2001 年麻省理工大学的开放

教育资源运动，十年来，在各国政府、大学、企业

的推动下，已发展形成政府和高校主导的项目开发

模式、专业网站的公益模式、内容共建的技术支持

模式、在线 教 育 创 业 公 司 的 推 广 模 式 等 多 种 形

态［5］，其核心理念“让知识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已逐渐成为信息文明社会的共识，在线学习、终身

学习已从现代人类的生存需求层面上升至文化自觉

层面，以中青年人为主体的一大批数字时代 “原

住民”成为开放教育资源的主要使用群体。尽管

此前的开放教育资源仅仅是传统教育的资源补充，

甚至不少人士认为 “开放课件”并不成功，但不

可否认的是，开放教育资源运动播下的理念已在人

们心中生根，衍生的文化已开始改变人们学习的习

惯，培养的社会需求也在迅速增长，正是在此背景

之下，MOOC 以一种不同于前者的方式应运而生。
( 二) 从一流大学看，其社会责任、生存需求

和发展压力使之成为 MOOC 兴起与发展的主要推

手

一流大学在 MOOC 的兴起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既是推动者，又是受益者，还是被冲击者。纵观世

界各国 MOOC，无一不是一流大学发起与推动的，

认真分析不难发现，一流大学推动 MOOC 的动因

无外乎三个层面: 社会责任层面上，MOOC 倡导实

现的免费教育、终身教育为一流大学回报社会提供

了实践平台; 生存需求层面上，MOOC 使得一流大

学所处的竞争环境从本国扩展到世界，与其被动应

对，不如主动参与; 自身发展层面上，MOOC 改变

了师生关系，形成了课程市场，将倒逼教学改革的

深入，与此同时，教育资源与需求的矛盾带来了教

育成本不断上涨，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一流大学通

过 MOOC 能够实现教育成本的下降与教育效益的

优化。正是基于这三个层面的动因，2012 年，以

麻省理工、斯坦福、哈佛为代表的一流大学在美国

掀起了一股 MOOC 热潮，2013 年，以清华、北大、
上海交大为代表的高校在中国掀起了 MOOC 热潮，

随着参与大学的增加、优质课程的增多、MOOC 平

台的新建，一流大学将继续在 MOOC 发展中发挥

核心引领作用。
( 三) 从网络金融看，互联网产业趋于成熟、

风险资本逐利教育市场等诸多因素，为 MOOC 兴

起提供了金融环境、模式借鉴和前期资本

“资本之手”是 MOOC 兴起中不可忽视的一支

重要力量。MOOC 虽然是教育行业的新名词，但身

上却隐蔽着互联网产业和风险资本的影子，从某种

意义上讲，MOOC 是用互联网思维做教育。近年来

兴起的互联网企业，如视频、社交、搜索、团购网

站等，无不高擎 “免费”大旗，按照 “吸引用户

－ 寻找投资 － 扩大规模 － 适时赢利”的模式滚动

发展。MOOC 的发展也是如此，利用名校声誉吸引

用户，不断扩大注册人数，吸引风险投资，进一步

扩大规模，在课程免费的前提下寻找赢利模式。信

息技术发展规律之一—梅特卡夫定律指出，网络的

价值与联网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正是 “嗅到”
了 MOOC 在积聚联网用户上的巨大潜力，风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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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开始大量进入 MOOC 领域，据《IT 桔子》报道，

截止 2013 年 8 月，美国 MOOC 公司 “三驾马车”

获得风险投资总计达 1. 45 亿美元［6］。这些资本，

为 MOOC 平台搭建、资源建设、日常维护、推广

应用提供了资金保障。与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公益

性相比，MOOC 一开始走的就是教育产业化的道

路，极有可能撼动传统教育产业，形成新的教育生

态圈。
( 四) 从政府机构看，各国政府谋求教育优

势、回应社会诉求等多方动因，使得政府积极将

MOOC 纳入教育信息化体系，成为推动 MOOC 发

展的关键力量

教育 在 国 家 建 设 中 的 基 础 性 地 位，决 定 了

MOOC 的兴起缺少不了政府的支持。在美国，美国

教育委员会于 2012 年 11 月启动的高校学分推荐服

务，开始对 MOOC 课程进行学分评估［7］，奥巴马

总统在一次大学讲话中呼吁，大学要利用互联网降

低学费，MOOC 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8］; 在中

国，各地 先 后 举 办 了 “大 规 模 在 线 教 育 论 坛”、
“高等教育信息化创新论坛”、“在线教育发展国际

论坛”等，探讨 MOOC 在中国的发展，除专家学

者外，不乏政府的声音。理性分析政府行为发现，

其动因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谋求教育优势，在

与世界各国的竞争中，以教育优势赢得人才优势;

其二是回应社会诉求，解决人民关心的教育公平、
教育成本等问题。正是有了政府的支持与推动，使

MOOC 在进入传统教育领域、对接未来社会就业的

过程中，增加了权威性和可行性。
( 五) 从科学技术看，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

成熟导致终端和网络成本下降，人工智能、流媒

体、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 MOOC 的

兴起和未来编织了技术上的美妙憧憬

MOOC 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产物，是

教育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进入 21 世纪，计算机

终端和互联网成本的下降，使得计算机和互联网加

速普及，为 MOOC 倡导的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可

能。特别是进入 WEB2. 0 时代后，用户体验获得

极大提升。MOOC 针对在线学习的特点规律做了大

量改进，包括精短视频、测试考试、大量交互、数

据分析等。这些改进，依赖于人工智能、流媒体、
大数据等技术群的支撑，正如北大李晓明教授所

言，看似 MOOC 没有技术上的惊艳表现，但它把

各种现有技术很好地整合在了一起，产生了一个集

成创新产品［9］。我们必须看到，MOOC 走的是一条

信息技术常走的迭代发展路径，随着技术的发展，

MOOC2. 0、3. 0 等更高版本即将出现，MOOC 现在

面临的一些问题，有望在未来通过技术得以解决。
( 六) 从新闻媒体看，教育、科技、金融、互

联网等多个领域全方位的 MOOC 报道，在制造喧

嚣同时，传递了 MOOC 的价值、愿景和无限可能，

为 MOOC 兴起、触动传统教育营造了舆论声势

新闻媒体在 MOOC 兴起中，也扮演了一个不

可缺 少 的 角 色。 《纽 约 时 报》将 2012 年 称 为

“MOOC 元年”，国内媒体将 2013 年称为 “中国

MOOC 元年”，围绕 MOOC 的报道，占据了各个领

域新闻的显著位置。当然，这其中有资本炒作的可

能，但更多的还是媒体对新生事物、先进理念的追

逐。大量的媒体报道客观上使 MOOC 为更多人所

知，MOOC 追求的大规模目标得以尽快实现，在一

定程度上帮助了 MOOC 的兴起与发展。

二、MOOC 的发展，囿于其在教育

理论、教育功能、教学组织、教学评

价、发展模式、发展环境等方面遇到

的多重藩篱

MOOC 掀起热潮的同 时，一 直 伴 随 着 质 疑。
MOOC 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乔治·西门子近来提出，

“如果 2012 年是慕课元年，2013 年将成为反转慕

课之年”，“批判慕课，比倡导它会更加吸引眼球”
［10］。理性认识 MOOC，需要冷静分析 MOOC 发展

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是比狂热地拥抱 MOOC 更加

积极的一种态度。
( 一) 教育理论上，当前兴起的 MOOC 主要基

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运用建构主义理论仍有障碍

关于 MOOC 的教育理论，学术界已有界定，

袁莉 等 人 认 为，MOOC 分 为 基 于 联 通 主 义 的

cMOOCs 和 基 于 行 为 主 义 的 xMOOCs，2008 年

MOOC 概念提出时，是基于联通主义的 cMOOCs，

当前火 热 的 是 xMOOCs［11］。行 为 主 义 学 习 理 论，

虽然有利于知识的传递，却不利于知识的建构，有

研究表明，在知识掌握牢固程度上，有一个学习金

字塔模型，所学知识平均保持率由低到高依次为:

讲授、阅读、视听结合、示范、讨论组、实践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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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向其他人教授 /对所学内容的马上运用 ［12］，

这充分证明了建构是更加有效的学习方式。建构主

义的核心是让学习者思考，需要即时的交流和反

馈，最合适的场景是面对面的 “苏格拉底”式辩

论。MOOC 作为一种在线教育模式，学习对象数量

庞大，在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设计教学时有着天生不

足。尽管成长于 WEB2. 0 时代的 MOOC 在互动上

有一定的优势，也朝建构主义方向做出了改进，如

在 MOOC 视频中嵌入问题，布置课程作业，组织

学习社区和线下见面会等，但其大规模的特点局限

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建构效果与传统课堂相比仍有

一定差距。
( 二) 教育功能上，MOOC 在知识传递上的优

异表现掩盖不了其在实践和精神层面功能的缺失

不可否认，MOOC 在知识传递上拥有巨大优

势: 免费、随时随地、世界一流资源等。看到优势

的同时，我们应该质疑，MOOC 能够实现全部的教

育功能吗? 理论上讲，教育的功能应该体现在三个

层面上，首先是知识层面，教育能够传播和创造知

识; 其次是实践层面，教育能够教授技能，提高能

力; 最后，教育还具有精神层面的功能，传承道

德、精神、思想等。MOOC 的在线特点，决定了

MOOC 无法地实现教育在实践层面的功能，如社会

科学需要的社会实践，自然科学需要的实验研究

等，虽然已有通过虚拟仿真实现网上实验室的研

究，但离成功还有较大距离。MOOC 学习内容精

炼、学习者差异性大的特点，决定了 MOOC 只能

作为知识载体存在，承载精神层面内容的 MOOC
会失去普适性，导致用户流失，而且与 MOOC 面

向全世界的理念相悖。爱因斯坦指出，教育应实现

人的全面 发 展。缺 少 了 实 践 和 精 神 层 面 功 能 的

MOOC，发展道路依然曲折。
( 三) 教学组织上，MOOC 尚未较好地解决大

规模用户个性化学习、检验性考试和完成率低的难

题

从课程论的角度出发，教学组织是教学资源到

学习对象的桥梁，遵循教学法规律，贯穿教学全过

程。MOOC 区别于视频公开课的核心特征是首次在

线实现教学组织，如统一的开课时间，大量的课堂

练习，准确的作业批改，适时的课堂问答等。这种

方式基本能够应对大规模的学习人群，但避免不了

三个问题: 一是个性化不够，这 MOOC 面对海量

学习者的难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当收集学

习者足够多的数据时，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有可能实现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但目前离实现尚

远; 二是检验性考试难组织，这是学习效果的评价

环节，是学习与就业挂钩的关键，当前美国 MOOC
公司采取与考试公司合作在实体教室考试的方式组

织，但这种方式产生了新的教育成本、覆盖面也不

广，将来的发展仍寄希望于通过技术在线组织，但

要解决作弊的难题; 三是完成率低的问题，这使

MOOC 饱受批评，与 “米芾学字”的 道 理 类 似，

免费的 MOOC 造成的大量学习者注册是一种 “虚

假繁荣”，真正完成课程的学习者不到 10%［13］;

从学习者个体分析 MOOC 高退出率的原因，主要

是学习者难以实现学习的自我调控、淹没在海量信

息和复杂网络之中、难以适应不在正式的协作交流

和陷入浅层次的学习［14］。也许自由的学习就意味

着放任自流、学习者会没有责任感，就像 “免费”
常被当成“没价值”一样，有学者建议应借鉴互

联网网站发展的经验，在如何提高 MOOC 的粘性

上下功夫，但学习本就是一项费时费力的脑力劳

动，不管如何提高趣味性，终究不是娱乐，这个问

题的解决只能寄希望于学习型社会的形成。
( 四) 教学评价上，MOOC 课程谁来评、怎么

评、评后怎么办等问题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教学评价是衡量一门课程质量的必要手段，是

教学的指挥棒，一般由政府教育部门或学校统一组

织，专家实施，评价标准综合考虑学术性、教学法

和学习效果等多方因素，评价结果主要用于改进教

学质量、衡量教学水平。MOOC 是由一门门课程组

成的，目前通过名校、名师来吸引学习者，但名

校、名师的课程质量一定高吗? 约翰·丹尼尔认

为，名校是以其科研成果而出名，而并非是教学质

量，其毕业者优秀也与其生源优质有关系［15］。究

竟如何评价 MOOC 课程? 目前，对 MOOC 课程的

评价虽已有美国教育委员会对个别课程的学分推

荐，但主要还是民间行为，由诸如 CourseraTalk、
果壳网等网站组织、看过课程的网友自发进行，这

种借鉴购物网站、学习者用脚投票的模式是否科

学? 很明显，课程作为知识载体需要权威性和规范

性，民间自发的评价并不能作为 MOOC 的主要评

价方式，就像有些电影叫座但不叫好一样; MOOC
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课程的在线学习，沿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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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教学评价模式自然也行不通，需要重新设计针

对 MOOC 的评价系统，以改变当前 MOOC 课程良

莠不齐的局面。
( 五) 发展模式上，MOOC 商业模式与价值理

念的冲突成为横亘在发展道路上的潜在障碍

教育是有成本的，必须有人买单; 教育也是公

益的，是人的基本权利; 既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又

做好教育的产业化，才能保持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发展证明，靠国家、社会公益

组织投资的教育走不远。MOOC 的发展也面临着这

个问题。一方面要秉持教育公平、学习免费的价值

理念，并以此吸引用户、形成规模; 另一方面，持

续投入的成本需要赢利填补，这就带来了一个问

题，谁来为免费的学习买单? 《高等教育年鉴》获

得了 一 份 Coursera 与 合 作 伙 伴 间 的 协 议，列 出

MOOC 可能的 8 种盈利策略和商业模式，鉴于向学

习者收费会造成用户大量流失，相对可行的是认证

( 学生为证书或证章付费) 和员工招聘 ( 企业为学

生的课程学习付费) 两种模式［16］，目前，已有谷

歌、甲骨文等互联网企业与部分 MOOC 公司签约，

以期挖掘 IT 人才。这种将学习成本转嫁给企业的

模式是一种全新尝试，焦建利认为，这才是 MOOC

的革命性所在［17］。不过，愿意签约付费的都是少

数国际一流企业，他们争夺的是世界顶尖人才，普

通企业因成本问题在 MOOC 上寻找人力资源的动

机并不强烈，这种赢利模式的可行性还有待观察。
当前的 MOOC 公司都处于 “烧钱”状态，能否找

到合适的赢利的模式将决定 MOOC 的生存。
( 六) 发展环境上，信息化教育的大环境、教

育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变革阻力等都将成为 MOOC
需要面对的问题

MOOC 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根植于信息时代，

结果于教育领域，其发展必然受到信息化教育大环

境的影响。乔布斯去世前曾提出一个深刻的质疑:

“为什么 IT 改变了几乎所有的领域，却唯独对教育

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桑新民等认为，严重异

化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之强大惯性，不仅阻碍了

IT 在教育领域创新发展的步伐，而且会拖住整个

人类文明步入信息时代的后腿［18］。信息化教育的

大环境并不能像 MOOC 一样迅速火热起来，人们

对信息化教育的认知、在线学习习惯的培养等问题

都需要时间，这是 MOOC 发展面临的真正难题。

同时，MOOC 倒逼教育资源重新配置，将给实体大

学、教师带来革命性影响，可能带来部分大学倒

闭、教师 无 课 可 上 等 问 题，从 而 形 成 一 股 阻 碍

MOOC 发展的强大力量。

三、MOOC 的未来，蕴于其借力信

息技术实现教育规模、质量和效益均

衡的巨大潜力

对 MOOC 未来的理性认识，需要综合考虑各

方面因素，居于占支配地位的是 MOOC 的潜力。

因此，看清 MOOC 的潜力，并找出这种潜力能在

多大程度上实现教育规模、质量、效益的均衡［19］，

对于我们把握 MOOC 发展规律、预测 MOOC 的未

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一) MOOC 成功实现了规模在目的性和手段

性上的统一

规模能降低成本、扩大赢利，是包括教育在内

的大部分行业的发展目标。在传统领域，规模对资

源的需要导致扩大规模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撑，如果

脱节，将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中国教育领域近年来

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教育资源建设跟不上教育规

模的发展，带来了教育质量有所下降的问题。在解

决规模带来的难题上，MOOC 成功利用互动实现了

规模的手段性。就一门 MOOC 课程而言，一个教

学团队面对上万名学生授课，用传统教育思维看，

上万名学生产生的作业批改和提问回答将是教师的

灾难; 用 MOOC 的思维看，一旦学习者形成了规

模，由教师主导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就会帮助解

决作业和提问的问题，如 Coursera 设计的生生互评

的作业批改方式、学习社区等。从系统科学的角度

看，师生之间通过网络、计算机形成了一个复杂巨

系统，互动帮助复杂巨系统形成了系统的自循环、
自发展，系统越大，发展得越好，维基百科、百度

百科都是这样的典范。就整个 MOOC 平台而言，

如果课程形成了规模，各类学习者都能在平台上找

到自己需要的课程，将有助于实现 “长尾效应”，

亚马逊、天猫等购物网站便是如此。由此看来，

MOOC 在形成规模、利用规模上的潜力不可小视。
( 二) MOOC 构建的自由课程市场将形成倒逼

教育质量提升的竞争机制

李明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边界理论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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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经济学，预测 MOOC 将导致课程市场的出现［20］。
事实上，目前各大 MOOC 平台上提供的部分学历

教育课程，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市场，大学和教师

是企业，课程是产品，学习者是顾客，学习者获得

了选择课程的权利，大学和教师面临了被学习者选

择的压力。随着课程市场的形成，市场竞争的加

剧，教育资源将被优化重组，教育质量将会获得极

大提高。虽然当前 MOOC 课程还没有与学分挂钩，

没能进入主流的学历教育市场，但社会的接受度是

最好的教育评价，如果 MOOC 课程足够好，MOOC
是否会越过学分、学历，形成自己的认证信誉，直

接与企业对接? MOOC 形成的自由课程市场有可能

如同市场经济一样，创造教育发展的奇迹。
( 三) MOOC 的技术特征使得教育效益更加优

化

当今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高效释放资

源潜力的成熟度［21］。MOOC 在教育效益上的潜力

在于其对最新技术的使用，使得教师授课资源得到

高效利用，学生学习效果得到极大提升，同时增加

学习者造成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随着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MOOC 可能破

解人的天赋与学习方向不对称、人的潜能与工作岗

位不对称等问题，其在教育效益上的优势将进一步

扩大和显现。
( 四) MOOC 可能实现教育规模、质量、效益

三者的均衡

规模、质量、效益三者均衡是传统教育领域的

难题，扩大教育规模会导致教育质量下降，提高教

育质量会导致教育成本上涨，教育效益下降，其中

任何一者增长，都可能给另外两者带来不利影响，

从一定程度上讲，三者很难均衡增长。MOOC 改变

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在 MOOC 的教育体系中，扩

大规模可形成规模效益，促进质量竞争; 质量的提

高可以进一步带动规模、优化效益; 效益的提升并

不以损害规模和质量为前提，在此情况下，三者中

的任何一者增长，不会给另外两者带来消极影响，

从而有可能实现教育规模、质量、效益的均衡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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