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０卷第３期
２０１７年９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０，Ｎｏ３
Ｓｅｐ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２１

作者简介：邓　斌 （１９８１－），男，重庆云阳人。国防科技大学训练部９８５工程办公室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军事高等教

育和大学发展战略研究。

ＳＰＯＣ：ＭＯＯＣ的替代者还是新发展？

邓　斌，来　旭，谢华英
（国防科技大学　训练部，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ＭＯＯＣ的兴起为数字化在线教育打开了革新之门，但在其蓬勃发展的背后，随着
ＭＯＯＣ平台上线课程的迅速增长和学生注册数的巨幅膨胀暴露出来的质量问题日益凸显。为应
对这一危机，美国、瑞士、德国等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基于 ＭＯＯＣ的理念建设推广小规模、限
制性课程 （ＳＰＯＣ）并积极探索质量更高的远程教学方法。作为 ＭＯＯＣ的一种创新发展形式，
ＳＰＯＣ在很多方面具有ＭＯＯＣ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并不能作为ＭＯＯＣ的替代品，两者应共同构成
数字化在线教育的主体。建议高校在后 ＭＯＯＣ时期积极探索多样化、差异化的在线教育样式，
将发展的重点转向提高质量，并把优化教学平台作为提高质量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后ＭＯＯＣ时期；在线教育；ＳＰＯＣ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５３－０５

ＳＰＯＣ：Ａ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ＯＣｏｒａ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ＮＧＢｉｎ，ＬＡＩＸｕ，ＸＩＥＨｕａｙ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７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ａｔｅｉｓｏｐｅｎｅｄｂｙＭＯＯＣ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ｎｌｉ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ｔｔｈｅ

ｂａｃｋｓｉｄｅｏｆｉｔｓｂｏｏｍ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ＭＯＯＣ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ＵＳＡ，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ｘｔｅｎｄ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ＰＯＣ）
ｂａｓｅｄｕｐｏｎＭＯＯＣ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ＰＯＣｃａｎ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ＯＣ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ｉｔ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ｂｅｙｏ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
ＭＯＯＣ，ｂｕｔｉｔｉｓｉｎｎｏｓｅｎｓｅａ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ＯＣ．ＳＰＯＣａｎｄＭＯＯＣ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ｂｏｄｙ
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ｎｌｉ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ｓｔｙｌｅｓｏｆｏｎｌｉｎ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ＰｏｓｔＭＯＯＣｐｅｒｉｏｄ，ｓｈｉｆｔ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ａｋｅ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ｓａｋｅ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ＭＯＯＣ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ｌｉ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Ｃ

一、引言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的兴起为数字化在线教育打开了
一道革新大门，但随着 ＭＯＯＣ平台上线课程的迅

速增长和学生注册数的巨幅膨胀，其暴露出来的

质量问题也日益凸显，引发了人们的反思热潮。

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为应对

ＭＯＯＣ的质量危机率先推出了 “小规模、限制性

在线课程 （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ＰＯＣ）”，
并积极探索新的在线教学方法和手段，宣告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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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Ｃ时期的到来。随着在国内外迅速推行，
ＳＰＯＣ似乎正成为当前阶段提高远程教育质量的公
认的优选方案，但在实践教学中ＳＰＯＣ与ＭＯＯＣ相
比优缺点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其能否替代ＭＯＯＣ
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样式，以及未来如何发展等问

题，同样值得人们反思。

二、ＭＯＯＣ的发展与危机

２０１２年，“ＭＯＯＣ元年”开启之后，ＭＯＯＣ迅
速在全球升温，引发了数字化在线教育的革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一批世界顶尖

大学先后开创了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Ｕｄａｃｉｔｙ、ｅｄＸ等多个
ＭＯＯＣ平台，成为 ＭＯＯＣ的先行者，随后欧洲、
亚洲等国家争先恐后地创建了ＦｕｔｕｒｅＬｅａｒｎ、Ｓｃｈｏｏ、
ＷｉｚＩＱ等属于自己的 ＭＯＯＣ平台。我国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先后投身于

在这场备受世界瞩目的建设浪潮中，创建了学堂

在线、中国大学ＭＯＯＣ、好大学在线等一批在线教
育平台和 ＭＯＯＣ社区［１］。ＭＯＯＣ被各个国家、各
所大学寄予了厚望，希望为社会和普通高校提供

优质课程共享资源、能够维护自身在全球高等教

育竞争中的地位、能够在保持高质量的同时降低

教育成本等等。其大规模应用确实给人们展现出

了一个全新的、更公平的教育模式。人们传统认

知当中 “教师”与 “学生”的定义以及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学校”

与 “课堂”的概念也正在被重新界定。几千年来

国人一直梦想的 “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和普适

丰富的教学形态，看起来正借助于先进教育技术

的强大力量而得以实现。

笔者日前赴瑞士、德国世界一流理工大学

调研，深刻体会到调研院校对数字化技术在教

育中应用的高度重视，认识到 ＭＯＯＣ发展中呈
现出的与北美高校不同的特点。主要特点：一

是采用招优宣传为目的的推广模式，通过开设

慕课课程将本校的知名教授和重点学科专业推

介出去，以好的口碑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二

是前瞻、务实的课程内容与视频制作。学校开

设的慕课数量并不多，但课程内容通常站在专

业领域前沿，课程的制作水平较高，并大量利

用社交媒体、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方式，创

造令人耳目一新且方便高效的学习氛围与环境。

三是多层次、多类型的体系建设。包括关联主

义开放性课程 ｃＭＯＯＣ、基于行为主义理论以授
课教师为中心的学习课程 ｘＭＯＯＣ、混合式大规
模在线课程 ｂＭＯＯＣ、小型慕课 ｓＭＯＯＣ等多个
层次和类型。

但正如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一样，

在ＭＯＯＣ迅猛发展的同时，针对它的质疑与反思
也一直没有停止，表一列出了 ＭＯＯＣ发展过程中
暴露出来的不足［２］。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ＭＯＯＣ
平台上线课程的迅速增长和学生注册数的巨幅膨

胀所引发的质量危机，见表１。

表１　ＭＯＯＣ的优势与不足

ＭＯＯＣ的
优势

学生 大规模；受众面广泛；免费；开放；自主学习

大学 成本低；有潜在的回报；完成自身使命；提高声望；有海量的学习数据供分析

ＭＯＯＣ的
不足

学生
规模无限增长；很少提供正式的学分认证 （大多只提供课程完成证书）；师生互动极少；学习者身

份认证难；高注册率与低完成率；后续支持和保障非常有限

大学 投入大量人力；评价公正性与学术诚信无法保证；第三方平台问题

三、ＳＰＯＣ带来的机遇与思辨

作为 ＭＯＯＣ发源地之一的哈佛大学和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最早认识到质量危机，率先推出了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ＰＯＣ）”［３］，并宣布后 ＭＯＯＣ时期的到
来。瑞士和德国的高校认为，没有先修条件限制

导致选修同一门课程的学生知识基础高低不一，

按相同要求、相同进度学习不仅挫伤了部分基础

较差学生学习的自信心，也影响了教师按照既目

标开展教学的积极性，这是 ＭＯＯＣ课程注册率高
但完成率却普遍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们应对

危机的做法是依托学校定制的数字化在线教育平

台在校内采用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的混合学习模

式实施翻转课堂教学，这实际上与美国高校推广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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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ＯＣ的理念如出一辙。比如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
大学开发了小规模有限开放的高质量课程 （Ｔｉｎｙ，
Ｏｐｅｎｗｉｔｈ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简称 ＴＯＲＱＵＥ），该课程与 ＭＯＯＣ
的区别在于其只对校内学生开放，更注重互动

教学的质量。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基于虚

拟大学系统 ＶＩＲＴＵＳ二次开发了大学学习管理平
台 ＩＬＩ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ｅｒｔｅｓ Ｌ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
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在这个平台上整合各
种新的功能模块以支持不同教学理念指导下的在

线学习，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移植性，可以满

足不同单位的使用需求，目前已为学校绝大多数

的课程提供了支撑。平台提供丰富强大的功能插

件，教师可方便地利用平台自主录制教学视频并

上传管理，学生则热衷于课程复习备考和在线

交流。

总的来看，欧美高校在校内推出的小规模在

线课程共同特点是都基于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的

混合教学模式，在校内课堂采用 ＭＯＯＣ视频实施
翻转课堂教学，这些 ＭＯＯＣ视频可以是自己制作
的，也可能来自其他知名高校的精品在线课程。

为了实现课堂内外教学内容的翻转，教师把精心

挑选的ＭＯＯＣ视频材料当作课外作业 （实际上是

常规的教学内容）布置给学生学习，然后在课内

教学中现场答疑，了解哪些知识点学生已经较好

掌握，哪些还有欠缺，并指导学生一起完成小测

试、分组练习、作业等其他任务。总体上，教师

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整体情况灵活设定教

学进度，调整评分规则。除此以外，欧美高校尤

其是美国一流大学也将 ＳＰＯＣ理念推广到了校外。
主要方式是根据课程特点设置特定的申请条件，

从世界各地的申请者中选取一部分 （通常是 ５００
人左右）作为ＳＰＯＣ课程的学习者。选取的条件是
学习者能够保证充足的学习时间完成课程学习、

线上交流和互动评分，能够按要求完成作业和测

试等教学环节。入选后他们可以定期得到教师的

线上实时答疑和指导，通过课程考核的可以获得

学校颁发的课程证书。未能入选的学习者则可以

按照ＭＯＯＣ教学的方式参与学习，可以享受自主
学习乐趣，但无法得到在线指导和课程证书［４］。

因此，虽然从字面上看，ＳＰＯＣ刚好是 ＭＯＯＣ

的对立面 （ｓｍａｌｌ对 ｍａｓｓｉｖｅ，ｐｒｉｖａｔｅ对 ｏｐｅｎ），但
从教学方式上看，ＳＰＯＣ可以看作 ＭＯＯＣ的超集：
ＳＰＯＣ＝ＭＯＯＣ＋补充交流。教师完全可以开着
ＭＯＯＣ，同时对一小部分学生开设 ＳＰＯＣ，即要求
学生选了 ＭＯＯＣ的同时，通过线上的在线讨论，
或者线下的混合式教学 （包括翻转课堂）实现

ＳＰＯＣ。作为ＭＯＯＣ的一种创新发展形式，ＳＰＯＣ在
很多方面具有 ＭＯＯＣ无可比拟的优势，其成本较
低且能用来创收，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

其在提高大学品牌和社会知名度的同时，也推动

了大学内部的教学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其重

新定义了教师的作用，使学生的学习动机增强，

有利于提高课程的完成率等等［５］。在欧美高校中

的成功应用也显现出了ＳＰＯＣ极好的发展前景。但
是，ＳＰＯＣ并不能作为ＭＯＯＣ的替代品，两者的能
力差异可以用一个雷达图简单直观地表现出来，

见图１：

图１　ＭＯＯＣ与ＳＰＯＣ能力差异图

笔者所在学校基于军队梦课平台、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ｓ平台，利用前期自建的 ＭＯＯＣ课程，采用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 “大学计算机基

础”、“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网络安全”等校内

本科、研究生公共基础课以及部分专业课，开展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截止到２０１７年
１月共计面向 １０余个班次、１００００余人开展了
ＳＰＯＣ试点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从教学实
践情况来看，ＳＰＯＣ和ＭＯＯＣ之间优缺点对比可梳
理如表２所示：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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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ＭＯＯＣ与ＳＰＯＣ优缺点比较

属性 ＭＯＯＣ ＳＰＯＣ

教育效率 课程学习人数较多，相同付出得到的产出更大 教师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课程学习人数较少

开设难度
课程类型偏向公共基础类，课程难度适中，开

设难度也适中

可包括部分专业课，对课程设计和学习配合提出较高

要求

全程关照 基本独立自主学习，学生间讨论居多
教师与学生之间可充分交流答疑和讨论，甚至面对面

的 “补课”

出勤率 对学生的约束较少 明确或隐含地给学生形成出勤压力

一致进度 自由度较高；但学习进度很难同步
周期或非周期的线下交流使学习进度基本一致；但牺

牲了自由度

学生同构
学生差异度较大，思想碰撞产生火花的概率也

更大
学生差异度较小，更易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因材施教 较难施行因材施教，导论课程居多 教师可掌握学生的各方面信息，更易针对性施教

责任感与

荣誉感

教师主要靠荣誉感 （以及间接的潜在名利）作

为提升教学质量的主要动力
对少数学生的学习效果负责

课程选择权 学生选课的自主权较大 学生几乎没有选择权

收费与

可行性
几乎完全免费，惠及面更广

面向公众一般会以收费的形式存在，惠及面少，但可

持续性好

身份验证 身份验证难，课程证书的含金量较低 能确保学生本人听课和线下考试

　　表面来看 ＳＰＯＣ的优点相对比较多一些，但
ＭＯＯＣ的免费普及和教育效率这两项优势是无与伦
比的，相比之下，ＳＰＯＣ对课程设计和配合学习较
高的要求和较窄的受益面影响了其教育效率，需

要进一步探索破解之道。

综上所述，尽管ＳＰＯＣ的出现掀起了新一轮的
改革热潮，但它并不能替代ＭＯＯＣ，在今后相当长
的时间里，两者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数字化在

线教育的主体。

四、启示与建议

（一）积极探索多样化、差异化的在线教育

样式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在线实验学术委员会主席

ＲｏｂｅｒｔＬｕｅ教授所说， “ＭＯＯＣ仅仅代表了在线教
育的初始形态，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后

ＭＯＯＣ时期已经到来”［６］。ＳＰＯＣ仅仅是多种教学
形式的其中一种，除此之外还有超级公播课

（Ｍｅｔａ－ＭＯＯＣ）、移动公播课 （ＭｏｂｉＭＯＯＣ）、分
布式 开 放 协 作 课 （ＤＯＣＣ）、个 性 化 公 播 课

（ＰＭＯＯＣ）、大众开放在线研究课 （ＭＯＯＲ）等［７］，

虽然每一类样式都可以看作数字化在线教育的一

种探索与实践，但它们都秉承了 ＭＯＯＣ的 “在

线”、 “公开”等基因，所以本质上仍然是基于

ＭＯＯＣ的延续性创新。事实上，每一类样式的提出
都代表了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教育理念。有鉴于

此，人们应鼓励多样化的在线教育样式，创建新

的开放教育生态。同时，也应积极探索适合自身

特点的个性化的教学方式。高校应根据自身办学

理念和发展特色，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在线教育

发展策略，提供多样化的在线教育平台供广大师

生使用；教师应根据自身教学理念和课程特点，

综合考虑课程设计能力和投入时间等因素，选择

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

（二）数字化在线教育的发展重点应转向提高

质量

随着ＭＯＯＣ的快速发展，国内很多高校近期
都将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提上了日程。尤其是部

分起步较晚的大学不停加大资金投入，组织庞大

的研发队伍和教学团队，试图赶一趟 “末班车”。

这种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规模的做法对于 ＭＯ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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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只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背离了在线教

育的初衷。回顾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就会发

现，教育信息资源建设非常容易陷入重复建设的

怪圈。ＭＯＯＣ作为一种新型的数字教育资源也将面
临类似挑战。很多 ＭＯＯＣ课程建设的必要性不充
分，很多ＭＯＯＣ课程几乎就是将课堂课程复制到
网上，有明显的 “为了建设而建设”的倾向。从

ＭＯＯＣ到 ＳＰＯＣ的关注重心转移，反映出人们对
ＭＯＯＣ的认识和期望正在由狂热逐渐趋于理性，也
喻示着这场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教育变革，最终

仍应回归到应用先进技术提升教与学的质量上来。

对于高校而言，下一阶段的 ＭＯＯＣ建设应根据受
众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稳步推进。面向校外可

建立分层次、分类型的精品慕课课程，针对各类

授课对象给予分级的学习认证；面向校内则可以

尝试按照ＳＰＯＣ的理念开展试点实践，限定课程的
准入条件和学生规模，充分利用现有的精品ＭＯＯＣ
资源进行翻转课堂教学，确保达到理想的教学

效果。

（三）提高在线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优化教学

平台

数字化在线教育是以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

手段为重要特征的，无论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

学方法，最终都要依托网络教学平台施行。但目

前我国教学平台的发展水平与欧美相比仍有一定

差距，主要表现为学生评价系统不完善、互动学

习支撑性不强，客户端应用单一等问题。随着平

台用户的急剧增长，这些问题正逐渐成为制约教

学水平进一步提高的瓶颈，必须尽快对现有的教

学平台进行优化升级，一是构建个性化学习模式。

按照内容和难度对课程进行分类 （比如 “学堂在

线”平台），使学生根据自身背景和学习需求快速

定位目标课程，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对学习行为

进行分析和预测，从而开展针对性教学；二是建

立完备的交流渠道。提供机器人助手、ＦＡＱ等人
机交互工具，解答学习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开辟

更加快捷的师生交流渠道对重难点问题进行及时

解答，充分利用Ｗｅｂ２０等技术为学生间作业互评
和互动交流提供更加实时、方便的交流环境，使

学生愿意在线上开展互动；三是完善学习评价功

能。在学习过程中识别学习者身份并采用智能化

评价手段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在课程结

束时提供机器评估和人工评估多种方式，并根据

课程性质分配评估比重，确保评估的真实有效性

以提供可信的资质认证。四是配套翻转课堂教学。

提供ＭＯＯＣ和ＳＰＯＣ、课上和课下、学分系统间友
好衔接，完善即时练习测试、移动客户端等教学

辅助工具，预留丰富的可扩展功能接口，并根据

师生的需求进行灵活设计和改进，将教师真正从

事务性工作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提高课

程设计水平和教学质量上。

五、结语

不论 ＭＯＯＣ、ＳＰＯＣ还是其他 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
都是在线教育的一种实现形式，不能简单地评价

孰优孰劣，也不能将其中某一种形式作为解决所

有在线教育问题的终极方案。正如传统教育受限

于时空、在线教育受限于互动，两者各有特点、

需要相互融合一样，不同的教学形式之间没必要

作刻意地区分，而需要充分的包容互补。数字化在

线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侧重和精力都应聚焦到

“如何使用技术让学习变得更有效”、“如何提高教

育质量”上来，而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教学形式。未

来采用的混合式教学方法和手段肯定将会越来越多

样化，对于在线教育工作者而言，重要的是如何更

加有效地实施教学改革，以更先进的教学形式促进

信息技术与在线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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