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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提供跨区域、个性化、多元灵活的学习机会和体验，是军
事职业教育的重要支撑。本文以军事职业教育服务平台的学习数据为基础，结合 “系统工程原

理”ＭＯＯＣ课程，分析学习者视频观看数、完成测试、研讨互动等学习行为的统计规律，建立
其与学习效果、课程知识、学习者学历背景等因素间的关联关系，从课程目标、教学内容、交

互环节及评价方式等四个方面，开展军事教育 ＭＯＯＣ的设计实证研究，为军事职业教育 ＭＯＯＣ
的设计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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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军事职业教育是为提升军事人才职业特质、

专业品质与创新素质，有计划开展的全员全时全

域的终身学习活动，与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

实践有机融合，形成 “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

才培养体系［１］。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 （Ｍａｓｓ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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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简称 ＭＯＯＣ）作为信息技术
与现代教育理念深度结合的新型教育模式，凭借

其丰富的学习资源、开放多元的学习模式、灵活

快捷的交流互动等优势，摆脱了传统学习在人数、

地域和时间上的限制［２］，实现了院校之间、院校

与部队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教学交流，能够最大限

度汇聚学习资源实现集中共享，成为军事职业教

育的首选。军事职业教育 ＭＯＯＣ研究与建设由国
防科技大学率先发起。杨学军等从军事教育理念

出发，紧贴需求和信息时代发展，提出了 ＭＯＯＣ
支撑学习型军队建设的新思路［３］。唐九阳等通过

全球ＭＯＯＣ三大平台的对比分析，论述了 ＭＯＯＣ
在我军官兵终身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中的可行性，

探讨了军事教育ＭＯＯＣ实践的优势与对策建议［４］。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国防科技大学于２０１３年依托
军事综合信息网建成了全军首个 ＭＯＯＣ学习平台
——— “梦课”。截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已有２７万余官
兵注册学习［５］，全军多所院校依托这一平台开设

了４１９门ＭＯＯＣ课程。２０１７年，“梦课”升级改造
为军事职业教育平台。截至２０２１年８月，共上线
在线开放课程２２００余门，微课程８２００余门，成为
全军的军事职业教育中心。

在ＭＯＯＣ平台建设稳步推进的同时，线上学
习效率不高、课程设计难以满足官兵个性化、针

对性学习需求的问题日益凸显。而 ＭＯＯＣ平台记
录的海量学习数据中蕴藏着学习者的行为规律，

能够为实现个性化的课程设计以及 ＭＯＯＣ平台质
量提升提供支持。现有各大主流 ＭＯＯＣ平台，如
国外的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ｅｄＸ以及国内的中国大学ＭＯＯＣ、
学堂在线等，都开发了平台学习数据的收集与分

析系统，为全球研究者提供学习行为分析的开源

数据。ＭＯＯＣ学习行为的实证分析成为当前相关领
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一）ＭＯＯＣ学习行为类型及影响因素分析
这类研究主要利用统计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学

习者行为的趋势以及相关性进行分析，数据涵盖

视频观看、作业完成、线上交互等环节，并结合

聚类等数据挖掘技术对学习者类型进行划分，研

究性别、教育背景、年龄等因素对不同类型学习

者行为的影响，为后续的效果预测及课程实证分

析提供输入。李骁等基于梦课平台积累的官兵学

习数据，从选课学习、成绩考核和互动交流三方

面统计分析了军队 ＭＯＯＣ学习者的行为特征［６］。

程志君等利用ｅｄＸ提供的开放数据，分别从性别、
教育背景、年龄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学习者的学习

行为［７］。孙发勤等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建立学习行

为的相关模型，确定了影响在线学业成就的主要

因素、次要因素以及无关因素［８］。沈欣忆等对学

堂在线的数据进行逐步回归统计分析，研究了作

业完成比例、视频完成率等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研究结果可用于在线课程设计及学生线上教学

建议［９］。

（二）基于行为分析的ＭＯＯＣ学习效果预测与
评价

这类研究在学习数据统计分析基础上，利用

数据建模技术建立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之间的映

射关系，实现学习效果的预测。蒋卓轩等以北大

在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上开设的 ６门课程学习者为对象，
建立视频观看时间、测试参加次数等学习行为与

学习效果的关系模型，实现学习成果的预测［１０］。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等基于 ＮＬＰ技术建立非文本化学习数据
的机器学习预测模型，用于预测 ＭＯＯＣ学习参与
度与课程完成率［１１］。Ｄ杨提出了一个带有长短期
记忆单元的神经网络模型，实现了 ＭＯＯＣ退课率
的预测［１２］。陈辉等提出了一类基于学习行为的

ＭＯＯＣ用户持续学习预测框架，采用门控单元对
Ｄ杨提出的模型进行改进，提升了模型的预测精
度［１３］。赵磊等在学习者类型分析基础上，运用神

经网络算法构建四类交互学习行为与学业成绩间

的预测模型，并据此提出教学干预的改进建议，

提升学生的参与度［１４］。

从上述分析来看，目前学习者行为分析主要

集中在学习数据的统计处理和预测建模方面，将

学习行为分析与具体课程设计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较少。特别是结合军事教育 ＭＯＯＣ的研究基本处
于起步阶段，多是从教育理念和模式分析出发的

课程设计［１５－１７］，对于平台数据的挖掘和利用不够。

而军事职业教育平台在投入运行４年多时间里，积
累了海量的官兵在线学习数据。本文以此为基础，

利用教育数据挖掘技术，分析了解官兵的学习特

征和行为模式，准确地把握官兵学习需求，研究

适应军事教育 ＭＯＯＣ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方法，实
现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有针对性的教

学设计，这对于促进官兵自主学习、提高实际学

习效果、推进军事职业教育改革与创新具有十分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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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军事教育 ＭＯＯＣ的特征与设
计原则

　　
（一）学习者背景与需求的差异性

传统课堂教学的学习者学历背景较为单一，

学习需求多与专业相关，相对明确固定，教员能

够获取比较完整的学习者背景、能力、兴趣等信

息。而军事职业教育平台是面向全军官兵开放的

学习平台，注册学习仅记录单位和学历信息，缺

乏学习需求和学习能力的了解。因此，在教学设

计中，为了提高 ＭＯＯＣ对官兵个性化学习需求的
满足度，必须考虑设计相关环节来获取或者区分

潜在学习人群的学习能力和需求。

（二）教学载体的局限性

教学视频是 ＭＯＯＣ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考
虑线上特点，时间大多设置在３～１５分钟。由于有
限时间内要承载的知识点多，对学习者要求高，

而学习进度又完全由学习者自主掌握，所以无法

保证学习的持续性和效果。因此，如何采用不同

形式进行知识点的组织与展示，在保证知识完整

性的同时，保持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是

ＭＯＯＣ设计中最为关键的环节。
（三）互动反馈的重要性

在传统课程教学中，教员和学员可采用研讨、

测试、提问等形式进行实时互动，教员能够及时

掌握学员对于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从而优化调整

教学计划和进度。ＭＯＯＣ学习虽然不受时间、人数
和地域的限制，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计算机

网络或者其他移动终端进行学习，具有高度的自

主性，但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和教员无法进行

实时互动交流与反馈，只能通过讨论区或其他网

络工具进行资源共享、交流讨论。由于教学互动

是教学反馈信息的唯一来源，因此教学设计中必

须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设置高效的互动反馈

环节。

（四）评价的多样性和个性化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推动了原有的以

终结性考核为主的课程评价方式向形成性考核与

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转变。对于某些实

践性强的课程，应考虑以形成性考核为主的评价

方式。考虑到 ＭＯＯＣ课程线上教学的特点，相比
传统教学，更容易获取学习过程数据作为过程性

评价的依据。同时，由于受众来源广，背景和需

求不同，ＭＯＯＣ更关注学习资源的利用和学习过程
的评价，并将其作为激发学习热情的重要手段。

因此，应确定学习者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突出

过程学习的重要性和个性化的评价方式。

　　三、基于学习行为分析的军事

ＭＯＯＣ设计

　　本节从军事职业教育平台开设的 “系统工程

原理”ＭＯＯＣ学习数据出发，通过学习者学历、
ＭＯＯＣ不同单元的学习行为、学习效果的统计分
析，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优化。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０年 “系统工程原理”ＭＯＯＣ学习数据，共计
６６９条，涵盖学历、视频观看数、作业完成情况、
互动情况、结业考试成绩等１０多项，主要分为４
类：（１）学习行为数据，包括选课时间、最后一
次学习时间、观看视频数、发帖次数、回帖次数、

参加测试时间等； （２）学习者背景数据，主要是
学历；（３）学习成绩相关数据，包括随堂测试得
分、结业测试得分等； （４）与学习行为数据关联
的课程知识点和章节等信息。

学习行为数据的分析用来确定学习者的不同

类型和学习规律，结合学习者背景、学习成绩和

与之关联的课程知识点信息，能够建立学习者学

习行为、学习效果和课程内容之间的关联，从而

支撑后续课程的优化改进，实现高效个性化的

学习。

（一）教学目标分析与设计

根据ＭＯＯＣ设计原则，学习者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军事教学 ＭＯＯＣ的目标设置，与传统教育相
比，应具有更加灵活的特点。一般来说，教学目

标是对学习者学习该课程的一种预期结果，因此

在设定教学目标时，应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原

则，考虑结合学习者的学习背景和需求设置。图１
列出了 “系统工程原理”选课人群中不同学历的

占比情况。其中，本科人数最多，占 ３６％；硕博
士与本科基本持平，占 ３４％；其他学历占 ３０％。
高学历占到选课人群的７０％，显然与课程专业性
强、背景知识要求高的特点有关。那么在设置教

学目标时，一是依托平台获取相关学习需求信息，

提高课程目标的指向性；二是结合学历分布，对

于不同学历人群区分教学目标。高学历对于知识

深度与广度的要求更高，具体可结合内容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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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设计来完成。不同类型学习者可选择不同的

教学内容，最终的评价方式和认证等级也会不同。

图１　系统工程原理ＭＯＯＣ选课人群情况

（二）教学内容学习情况分析与设计

ＭＯＯＣ教学视频时间控制在１５分钟之内，因
此在设计时，应将原有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合理

分割，以解决问题的基本单元为单位。考虑到军

事职业教育的特点，主要以学习新理论、新装备、

新技术、新知识为主体。而系统工程属于横向交

叉学科，知识点涉及内容较多。为此，现有ＭＯＯＣ
设计应重新梳理系统工程的知识体系，按新理论、

新技术要求等选出３６个知识点，再加上９个应用，
共４４个视频单元，具体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工程原理ＭＯＯＣ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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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优化 ＭＯＯＣ教学内容设计，本文
统计了不同知识单元对应的学习者行为数据，具

体如表１、表２所示。从表１可以看出，观看人数
随单元推进逐渐减少，即第一单元观看人数最多，

最后一单元观看人数最少，有大概５０％的学习者
仅观看了第一单元的内容。从表２关联的课后测试
完成情况可以看出，答题人数远低于观看视频人

数，且后续四个单元的答题人数相接近。系统工

程原理中前三个单元属于定性分析的内容，较为

抽象，测试题多为判断与选择，而后四个单元属于

定量分析的内容，测试题以定量计算等主观题为主，

因此答题人数低于前三个单元很正常，但答题比例

和正确率高，说明学习到后四个单元的学习者，基

本上都是对课程非常感兴趣且坚持学习的学习者。

表１　各知识单元学习者观看视频情况

视频数
看完全部视频

人数

至少看过１个
视频人数

人数比例

％
只看过一个

视频人数

第一单元 ６ ２２０ ３３０ ４９３ ５１

第二单元 ６ ２００ ２５９ ３８７ ２３

第三单元 ７ １８０ ２４７ ３６９ １９

第四单元 ７ １６０ ２１６ ３２３ ２１

第五单元 ９ １５５ ２０８ ３１１ ２４

第六单元 ４ １５６ １８８ ２８１ ２３

第七单元 ５ １４７ １８８ ２８１ １３

表２　各知识单元学习者课后测试情况

测试题

数目

参加答题

人数

至少答对

１题人数
答对一半题

人数

答对一半

比例％ 全对人数
答错至少

１题人数

第一单元 ４１ １３３ １３２ ６３ ４７４ ６ １２５

第二单元 １７ ８６ ８４ ５７ ６６３ １３ ６４

第三单元 ２１ ７４ ７３ ５０ ６７６ １３ ５１

第四单元 １７ ５０ ４９ ３２ ６４ １２ ３４

第五单元 ３１ ５４ ５３ ３１ ５７４ ８ ３６

第六单元 ５ ３３ ３２ ２９ ８７９ ２０ １３

第七单元 １４ ４２ ４１ ２５ ５９５ １０ ２８

　　因此，优化设计时可以考虑根据学习者背景
和偏好，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内容的知识单元和

测试题，将原有 ＭＯＯＣ课程知识点划分为必修和
选修。可将多数学习者关注的知识点作为必修。

必修注重基础，对于前序知识要求不高，测试题

设置以基础考核的选择判断为主。例如，在系统

评价中，将评价概述、步骤、指标体系构建、指

标权重确定、指标数量化以及评价综合方法等基

础知识点作为必修内容，而将层次分析法、主成

分分析、数据包络分析等专业性较强且对前序知

识要求较高的知识点作为选修内容。必修测试题

仍以判断与选择题为主，但要体现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而选修测试题则以填空和计算题为主。

（三）互动环节设计

知识单元与学习者互动数据的映射关系如图３
所示。从图３中可以发现，大部分研讨都集中在
ＭＯＯＣ的独立讨论区。属于综合性的研讨主题，占
到总互动的到３１％。各单元单独设置的研讨主题，
则多数集中在系统预测与系统评估两个章节，占

比都超过了１５％。究其原因，可能是这两部分内
容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较多，学习者更为感兴趣

所致。其他占比较多的是第一单元、第二单元和

第三单元，都属于定性部分的知识单元，占比都

达到８％以上。第六单元、第七单元属于与定量方
法相关的知识单元，对于前序知识要求高，且处

于ＭＯＯＣ的最后，部分学习者在之前都放弃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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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因此研讨数量有限。那么，在后续优化互动

研讨环节，为了提高趣味性和效果，可考虑增加

更为丰富的互动交流模式。例如，在 ＭＯＯＣ教学
视频中内嵌 “问题”，当视频播放到一定位置，系

统会自动跳出问题，学习者只有回答或答对才可

继续观看视频；当然，也可选择跳过问题。视频

中的小问题以难度较低的客观题为主，辅助一些

研讨的主观题。客观题用机器自动评分，主要帮

助学习者集中注意力，提升学习兴趣，回顾章节

核心内容，检测他们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程

度。主观题主要是交流感受与反馈。

图３　各单元研讨分布情况

（四）评价模式设计

考虑到 ＭＯＯＣ高度自主和自由的特点，有效
的评价模式不仅是考察学员知识和能力目标的工

具，同时也是激发学员兴趣、激励学员努力学习

的重要手段。当前，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改革强

调过程性考核的作用，利用雨课堂等信息化手段

获取学习数据来支撑过程性考核。对于 ＭＯＯＣ这
类本身就带数据属性的教学模式，过程性评价显

得尤为重要。通过学习数据统计可以发现，部分

学习者的过程性学习工作完成不错，但没有参加

结业考试，因此最终没有拿到证书。而有些学习

者的过程性学习表现一般，但结业考试分数高，

最终成绩优秀。这源于原有的 ＭＯＯＣ评价设计中，
结业考试所占权重为６０％，与传统课堂一致。实
际上，ＭＯＯＣ评价一般应以过程性评价为主，视频
观看、课后测试、互动等过程性评价比重应超过

终结性评价。因此，在后续优化设计中，可考虑

大幅度增加过程性评价的权重，甚至可以将过程

性考核权重提高到７０％。
此外，考虑到军事 ＭＯＯＣ课程学习者大部分

时间有限、学历背景和需求各异，在教学内容上

设计了必修与选修部分，那么评价模式及证书设

置也应作相应调整。例如，对于选择选修内容较

多的高学历学习者，测试题和交互部分难度会较

大，那么最终通过考核后，其证书等级应为专业

型。而选择基础必修部分较多的学习者，若通过

考试，则证书等级应为通用型。这样可保证大部

分有学习意愿的学员都能获得自己较为满意的结

果，避免一刀切，挫伤学习者的积极性。

四、结语

ＭＯＯＣ的高度自主与开放特性为军事教育提供
了一类新的教学模式和载体。本文结合军事职业

教育平台上的 “系统工程原理”课程，通过收集

在线学习数据，开展军事教育 ＭＯＯＣ的学习者行
为分析，研究学习者的类型和学习特征，以及这

些学习特征与 ＭＯＯＣ知识体系、学习者学历背景
之间的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学习行

为分析的军事教育 ＭＯＯＣ设计优化方法。从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互动环节以及评价模式设计等

不同方面对现有的 ＭＯＯＣ课程进行优化，提出了
改进方案，并将其应用在 “系统工程原理”ＭＯＯＣ
后续的维护升级中。下一步，将获取改进后的学

习数据，开展进一步的比较分析研究，为军事教

育ＭＯＯＣ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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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３０）［２０２１－０９－１５］．ｈｔｔｐｓ：／／ｓｓｌ．ａｒｍｙｗａ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ｄｕ／ｄｍｓｐｏ／ｉｎｄｅｘ．ｃｆｍ．

［２４］　Ｕ．Ｓ．ＡｒｍｙＷａ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Ｃｏｕｒｓ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１０－１９）［２０２１－１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ｓｓｌ．ａｒｍｙｗａ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ｅｄ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Ｙ１７＿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ｐｄｆ．

［２５］　ＢＥＲＢＥＲＩＣＫＷ，ＭＡＲＲＩ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ＴｉｔｌｅＸＳｅｒｉｅｓ’１４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２－１５）［２０２１－１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ｓ．ｕｓｎｗｃ．ｅｄｕ／ｇａｍ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５．

［２６］　Ｕ．Ｓ．Ａｒｍｙ Ｗａ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Ｂ／ＯＬ］．（２００７－
０６－３０）［２０２１－０９－１５］．ｈｔｔｐｓ：／／ｓｓｌ．ａｒｍｙｗａ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ｄｕ／ｄｍｓｐｏ／ｉｎｄｅｘ．ｃｆｍ．

（责任编辑：赵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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