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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ＭＯＯＣ课程讨论区开放性问题
在线讨论实证调查与思考

李建平，丁吉超，吴　强，朱健民，周　敏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　对 “爱课程网”高等数学ＭＯＯＣ课程讨论区的开放性问题在线讨论板块进行
实证调查，着力提升高等数学ＭＯＯＣ课程建设质量。重视 ＭＯＯＣ课程在线讨论区的功能性优势，
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辩论与思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活学生的学习潜能，增强师生的

互动交流，促进高等数学课程的资源性建设，推动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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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８日， “爱课程网”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平台（ｗｗｗ．ｉｃｏｕｒｓｅｓｅｄｕｃｎ／ｉｍｏｏｃ）正式开
通。全国高校可通过此平台进行 ＭＯＯＣ课程建设
和应用。５月２０日，我校 “高等数学”成为首批

上线的５门课程之一。 “高等数学”包括１００讲，
划分为五个子课程，由朱健民教授主讲。“高等数

学 （一）”包括函数、极限、数值级数与连续，共

２１讲；“高等数学 （二）”包括一元函数微分学与

一元函数积分学，共２６讲；“高等数学 （三）”包

括微分方程与空间解析几何，共１４讲； “高等数
学 （四）”包括多元函数微分学与重积分，共 ２１

讲；“高等数学 （五）”包括曲线积分、曲面积分、

幂级数、傅里叶级数与微分方程定性分析初步，共

１８讲。每个子课程都由课程概要和教学资源两个
模块组成。课程概要包括课程简介、课程导学、教

学大纲、教学日历和教学参考书等栏目；教学资源

由若干教学单元组成，每个教学单元包括教学视

频、教学课件、作业与测验、讨论区及其他辅助资

源等栏目，子课程结束后，有模拟考试和考试，学

员通过考试后可以获得证书。证书要求按百分制计

分，课堂测试与作业占３０％，讨论区占１０％，期
末考试占６０％。证书分合格和优秀两类，其中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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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至８４分为合格，８５分至１００分为优秀。目前，
“高等数学 （一）”至 “高等数学 （五）”都已在

中国大学ＭＯＯＣ平台 “爱课程网”成功上线，注

册学习人数累计已达四万余人，成为最受欢迎的

ＭＯＯＣ课程之一。
ＭＯＯＣ改变了教与学的模式，越来越多的大学

越来越重视 ＭＯＯＣ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中国
大学 ＭＯＯＣ平台上线课程将近 ５０门。然而，
ＭＯＯＣ对传统教育究竟带来怎样的深刻影响和冲
击，中国在线教育如何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在

线教育发展战略，教与学的关系将如何演变，如何

通过大规模开放课程资源建设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新

一轮的教学方式方法与教学内容的改革等，这些重

大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索。本文结合

我校在ＭＯＯＣ课程的建设以及上线后在维护与管
理方面的经验和体会，通过对学习者行为的数据分

析，从探讨在线讨论区的功能性定位入手，提出要

重视这一互动板块的培育和维护，突出其在ＭＯＯＣ
课程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以促进 ＭＯＯＣ课程建设
和应用的健康发展。

　　一、积聚人气的在线讨论：深入理

解隐藏在 “冰冷美丽”背后的数学本质

　　 ＭＯＯＣ与先前的网络视频公开课、精品资源
共享课有着明显的区别。视频公开课和资源共享课

注重的是课程资源的建设，课程提供者并不组织教

学，自然不会给学习者以评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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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讨论、做作

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拿到证书，是一个学习

的全过程。在视频公开课和资源共享课的学习中，

除了学习者自己，没有人能知道他学了什么，但是

ＭＯＯＣ不仅让别人看到学习者学了什么，还能评价
其学习情况，评价其能否准确理解和正确运用知

识。视频公开课是把课程资料搬到网上，而ＭＯＯＣ
则是把课程拓展到网上，不仅包括了现实课程的若

干教学环节，而且利用互联网的巨大优势，创建在

线交流互动的板块———讨论区，它包括综合讨论

区、课堂交流区和老师答疑区等三个子板块。在讨

论区中，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参与，学生的疑问可以

即时得到其他学生或者老师的解答，大大提高了学

生学习的效率和效果，突破了现实课程教学的时间

和空间限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教师通

过预先的设计与组织，以研讨题的形式组织研讨，

引导学生就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达到主动

探寻知识的目的。我校 “高等数学”课程上线以

后，在线讨论区就十分火爆，往往提出一个问题，

短短几天时间，后面的回复跟帖就达近百条。从这

一方面来看，ＭＯＯＣ讨论区有着开展研究性教学的
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下面摘录了讨论区中几个在

线开放性问题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互动的情

况。

问题一：生活中的映射。请结合实际生活，写

出一些关于集合与映射的具体实例。

网上投放该问题的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日，
截止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９日，回复和跟帖共８０条。

（１）我家里墙壁上的所有开关形成了一个集
合。这些开关都是用来控制家里的各种灯，家里的

所有灯也形成了一个集合。开关都对应着自己控制

的灯，开关到灯，就形成一个映射。 （学生：

ｙｕａｎｌｉａｎｇｄｉｎ）
老师点评：非常有趣的答案！但有一个问题，

一个开关可以控制多个灯，而通常的映射是不能一

对多的。

学生回复：嗯！谢谢老师点评 。所以，我也

在这里设一个假设：我们家的一个开关，只能控制

一个灯，不然我的答案就要崩溃。嘿！

老师点评：这个答案非常有趣，说明数学无处

不在，关键在于我们发现和感悟！

（２）学生上课的教室和课程也是一个映射，
不过有的是一一映射，比如，一周只有一次课，那

教室和课程是一一对应的；有的是一对多，一门课

程一周有两节以上，并且每次上课地点都不同，这

就是一对多的映射；也有的是多对一的映射，再如

一个教室会上不同的课。（学生：Ａ秦博）
老师点评：非常好，考虑了每一种情形，但我

们在高等数学中讲的映射是不考虑一对多的情形

的。

（３）中国现在这个时刻存在的人构成一个集
合，所有人的基因组构成一个集合，因为每个人都

有独特的基因组，也可以根据一组特定的基因组确

定一个人，所以 “中国现在这个时刻存在的人”

的集合和 “基因组”的集合存在一一映射关系。

（学生：ＩＣＥ０１）
老师点评：这个例子很有趣，还需要懂点生物

学。

（４）英文字母的大写和小写是一一对应的，
如ａ→Ａ，ｂ→Ｂ，这就是生活中的映射。 （学生：

陈尧）

老师点评：特别喜欢抽空看看同学们的讨论。

关于生活中的映射，看到很多有趣的例子，非常开

心！这说明数学不是冷冰冰的 “皇后”，它根植于

我们的生活。学习数学的思考，提升思维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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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问题二：无穷多个数求和。如何将表示成无穷

多个正数之和？

网上投放该问题的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日截
止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９日，回复和跟帖共８２条。

（１）觉得和无穷级数的概念很相似就套用了

等比级数的公式：∑
∞

ｎ＝１

１
６ ( )１２

ｎ－１

． （学生：

３９３１２５５７１）
（２）可以从等比数列求和公式逆着推回这些

正数，使他们的和是１／３．（学生：ｙｕａｎｌｉａｎｇｄｉｎ）
同学互评：首项和公比如何定？能不能明确

点？

（３）１／３＝０３３３３３… ＝０３＋００３＋０００３＋
…．（学生：ｖａｘ０００１）

老师点评：你能否用十进制的方式表达得更好

一些？

（４）可以１／３无限砍半下去，如下面的方式：

（
１
３＝

１
６＋

１
６＝

１
６＋（

１
１２＋

１
１２） ＝

１
６＋

１
１２＋

１
２４

＋１４８…＝∑
∞

ｎ＝０

１
６·２ｎ

．学生：ｉｍｏ）

老师点评：开拓思路，自由思考，很好呀，值

得鼓励。学习数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学会思考，提升

智慧。思考带来乐趣！

问题三：数学模型———人对金钱的态度。试建

立一个数学模型，反映人对金钱的态度，注意模型

要反映个体的差别，说明模型在金融风险投资中的

应用。

网上投放该问题的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７日，
截止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９日，回复和跟帖共１７条。

（１）设 Ａ（ａｔｔｉｔｕｄｅ）为人对金钱的态度，Ｍ

为人拥有的金钱数量，则模型为：Ａ＝ １
Ｍα，

式中，α为大于０的常数，其取值因人而异。最普
遍的情况是α＝１．（学生：玉箫吟凤）

同学互评：赞成！考虑到差异性之后，之后就

是社会环境、个人等方面的细化因素，利用统计方

面的知识，找出影响因素相对较大的一些因素，忽

略一些影响小的，再拟合一下函数关系，确定对应

的系 数。呵 呵！打 酱 油 路 过。 （学 生：

ｓｏｎｇｙａｎｌｉｎ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老师点评：这个模型有一定合理性。呵呵，你

的科学素养不错，选择的字母还是有讲究的！

老师点评：难能可贵的是你考虑到了个体的差

别。

老师点评：欢迎大家广泛讨论，看谁的模型更

合理，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２）Ａ＝ｅ－ｗ．式中：Ａ为人对金钱的态度；ｅ
为自然常数；Ｗ为人的个人资产；金融风险投资
中，收益与风险成正比，而人对金钱的态度基本等

同于风险。因此，越是贫困的人越奢求金钱财富，

更能接受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后

（Ｗ＞０后），人对于财富的态度差异不大，资本越
雄厚者越是趋向保守的投资行为。 （学生：凡尘

客）

还有一些很好的回复和点评，限于篇幅这里不

再一一罗列。为真实性起见，上述摘录未作修改。

在开放与半开放的讨论题 “问题一”和 “问

题二”中，众所周知，映射和无穷项求和是高等

数学基础性的概念，严谨抽象，使初学者倍感枯

燥，难以理解和掌握，呈现出 “冰冷美丽”的一

面。然而对这样开放性的讨论题，我们看到许多同

学热情踊跃地发言，从身边接触到的人和物，以及

自然现象，围绕着映射的定义和等比数列无穷项求

和公式尽可能地给出具体解释和回答，虽然囿于局

限和片面，有些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却非常生动和

自然。对有些人而言，可能以前没有严格定义和准

确理解过所谓的 “映射”、“无穷项求和”，单凭经

验也可以大体理解，这正是人的思维能动性的表

征，激活这部分能量，对于学好高等数学是非常有

益的。而 “问题三”的讨论更趋多样化，它是形

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发散性思维与收敛性思维的集

中体现。教师的责任就在于把数学的学术形态转化

为教育形态，使学生既能高效率地进行火热的思

考，又能比较容易接受、理解隐藏在 “冰冷美丽”

背后的数学本质。从这一点来看，虽然目前还只是

刚刚起步的工作，但仍能看出在线讨论区所蕴藏的

激活学习潜能的功能是强大的。

　　二、对促进高等数学课程建设的功

能性思考

　　 （一）能够激发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兴趣，激
活学生的学习潜能

ＭＯＯＣ在线讨论区，在 “优质资源开放共享”

理念的引领下，利用强大的网络信息平台和先进的

技术手段，开展一系列交流互动的反馈活动。讨论

区内丰富多彩的高等数学学习内容和形式以及支持

软件，充实了学习过程，加深了对知识的形象理

解，有助于激发和保持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人生本

来就有获取知识的欲望，乐于将未知转化为已知，

纳入到自己的认知中。老师要做的，是尽可能提供

一个友好、舒适、便捷的学习环境，保证学习者能

够取得必备的学习材料与有效的学习支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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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关注学习者的学习态度与情感需求，保证学习者

求知态度的持续并激发更多钻研的热情。在这个平

台上，学习者由求知的冲动引发的主动猎取知识的

愿望，在一系列隐性与显性的鼓励措施之下得到充

分保护，使得学习者告别异化的学习方式，在愉悦

的心情中形成持久、稳定、长期的学习行为，回归

学习的天性和本源。所以，教师团队要经常关注学

生的提问和其他学生的回答，要及时给予评判与鼓

励，让学生获得充足的信任，从教师的提示、鼓励

和示范解答中获取学习高等数学的新的动力。

（二）能够增强师生的互动交流，促进高等数

学教与学的互补

高等数学在线讨论区是实现交互式讨论学习的

重要平台，老师和学习者通过交互讨论的形式进行

学习，使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针对同一问题或

教学内容彼此讨论、互相交流，直到对问题或教学

内容有比较深刻地理解与掌握，其主要的形式有提

问、置疑、回答、辩论、布置作业、问题解决方案

公示、老师点评等。 （１）师生互动交流。老师对
学习者的提问进行集中答疑是一对多形式的异步互

动，当然教师还可以提供一定的论坛在线时间，与

学习者进行一对一形式的实时互动交流，这对积聚

人气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２）生生互动交流。对
学习心得的共享、同伴互评作业以及 Ｗｉｋｉ资源共
建等，是学习者利用 ＭＯＯＣ平台进行的主课堂互
动，此外，学习者还会自发利用博客、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ＱＱ群等社交平台开发高等数学辅助第二课堂。
（３）学习者与学习资源之间互动。ＭＯＯＣ视频中
穿插的内嵌式测试、驻点练习、课后练习与考试中

的及时反馈与详解等都是学习者与学习材料简单互

动的体现。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它能增强师

生间的互动交流，实现时间和空间上更加有效地贴

合，教学环境进一步人性化，从而不断地提高高等

数学ＭＯＯＣ课程的教学质量。
（三）能够促进高等数学课程的资源性建设，

推动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创新

从ＭＯＯＣ的结构与特征来看，高等数学在线
课程的学习内容应该是随课程的推进而动态发展

的，而依托在线讨论区所涌现出的海量信息，为教

学课程内容结构的不断完善与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和资源性的参考。 （１）老师精选学习者在论坛上
提出的问题，对于提问集中且意义较大的，以文字

素材整理或视频录制形式进行系统解答注释，从学

生的困惑、疑问、回答和活跃性思考中得到启示，

整理案例，收集素材，在原有课程基础上扩展出更

多更新的内容，实现与时俱进。 （２）学习者利用

在线教材、课件、视频及学习、注释软件，对教材

内容进行注释与阅读，提升自己对重点、难点和兴

趣点的理解与感悟，这样就使得原本固定的教材、

课件和视频内容持续向更广、更深发展，既方便学

习者复习回顾，也为后续学习者带来有益的启发。

（３）在传统的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老师提供的
资源和活动往往限定了知识探究的范围，学习者学

什么、学到什么程度和怎么学都是预先设计好的。

而在其ＭＯＯＣ课程中，老师提供的资源仅是知识
探究的出发点，抛砖引玉，学习者在讨论区内的自

由交流探索带来不同认知的碰撞，从而延伸学习者

新的知识渴求。这些动态发展与创新的学习内容也

是高等数学 ＭＯＯＣ课程在线讨论区上多维互动方
式的一个集中体现。

三、结束语

大规模在线教育以 ＭＯＯＣ为基础，是一个系
统、完整的学习过程。基于在线讨论平台，如今学

生的学习行为可以被控制、评判，结果可以反馈。

因此，高校在线教育的发展将更为科学，教学方法

与内容的改进能够将学生变为更好的学习者和参与

者。同时，社会中围绕 ＭＯＯＣ在线平台将形成越
来越多的社区学习者。高等学校必须深刻认识到这

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对高等教育产生的革

命性的影响，积极应对机遇与挑战，如袁贵仁部长

所指出的： “对 ＭＯＯＣ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挑
战，争取主动，抱着开放的态度去认识，去实践，

去创造，积极参与并融入其中。”我们选择高等数

学ＭＯＯＣ课程讨论区在线交流所做的实证观察，
已经感受到了在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下学习者的态

度、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是适应这一变化的时候

了！但是究竟会有那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究竟会带

来什么影响，需要进一步认真加以观察和研究，而

ＭＯＯＣ在线讨论区是一个重要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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