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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完备的线上教学活动

由主讲教师负责的，通过互联网开放的、支持广泛

人群参与的，以授课短视频、作业练习、答疑讨论、论

坛互动、测验考试、学习评价等教学元素交织，有一定

时长的教学过程。

有学期制度、有教学周期，教学内容和教学服务按

时间发布，主讲教师和教学团队全程参与



2008’s Connectivism and Connective Knowledge 
—— George Siemens & Stephen Downes

2011’s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Stanford：Peter Norvig & Sebastian Thrun

2013’s 电路原理 —— 清华大学：于歆杰

2014’s 中国大学MOOC 平台上线

2015’s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

2017’s 2017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 —— 490/3000

2018’s 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及 双万计划



慕课：课程教学组织形式

在校学生学习人数多；
选课学校数量多。

课程建设主体是高校；
课程是高校学分课。

M 大规模 学习人数众多

O 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学习
（而不是旁听或围观）

O 在线
教师在线讲授教学内容、组
织教学活动、进行教学评价

C 课程
教师主动开课
学生自主学习





证书：非正式学习的凭证 到 学历学习的证明

非正式学习

自主学习

学历学习

有组织学习+



认识：慕课的教学定位

对社会学习者和外校学生：

是知识体系完整的在线课程教学

对本校学生：

是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组成部分
是课堂教学的外延

+



认识

认定

实践

1

2

3

CONTENT



10

服务学习型社会
建设

提高高等教育教学
质量

推动高等学校教育
教学改革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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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教材

课堂教学+数字化课程资源

课堂教学+互联网教学

课堂+互联网 的 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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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面向高校和社会学习者开放的 全日制本科和专科层次 大规模
在线开放课程（慕课）

第一期上线开课时间不晚于2017年12月31日且截至2018年7月31
日已完成两学期及以上教学活动

全国性公开课程平台（用境外平台申报的课程，须先在国内公开
课程平台完成至少一期教学活动）

不具备慕课特征的课程（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仅对本校或少数高校学生开
放的SPOC和用于非全日制学生的网络教育课程），以及无完整教学过程和教学
活动的在线课程等，不在认定范围。



14



15

◼符合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慕课）教学特征

◼课程知识体系科学，资源配置全面合理

◼适合在线学习和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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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立德树人，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课程内容，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水平

◼无涉密、无涉敏内容，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内容

◼课程内容更新和完善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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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展 内容充分的教学活动及在线指导与评测

◼各项教学活动完整、有效，按计划实施

◼师生互动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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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课程在本校教学过程中能较好地应用，将在线课程与

课堂教学相结合

◼在其他高校和社会学习者中共享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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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课程，自认定结果公

布始面向社会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不少于5年，对不符合

要求的课程实施退出机制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被认定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

课程，要作为“十三五”期间实施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专项的一部分，由有关高校予以支持。地方高校的课程，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高校应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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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严格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

2. 加强学习过程管理。各高校要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淘

汰“水课”、打造“金课”，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增加课程难度、

拓展课程深度，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要切实加强学习过程

考核，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严格考试纪律、严

把毕业出口关，坚决取消“清考”制度。



四、 加快构建振兴本科的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

2. 加强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制度建设。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各高校要加快完善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机制，

有序有效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建设、应用及

管理。以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为着力点，制定出台有效的教学

激励和管理办法，加快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提高教学水平的进

程。要完善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制度，推动学分互认，推进优质资

源共建共享，充分发挥在线开放课程在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促

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



课堂教学

中国

大学慕课教学

VS

传统

现代



中国大学MOOC • 选课

MOOC 7月31日前结课

6034

5786
选课人次（万）



中国大学MOOC • 建设高校

MOOC 7月31日前结课 SPOC

386

368

333
学校（所）



中国大学MOOC • 课程 学期

课程 学期

2784

7164

2269

5945
5529

6436

MOOC

7月31日前结课之MOOC

SPOC



课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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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10’55”

标准偏差：4’44”

2269门课程

143000个视频



课程教学安排



课均教学活动（任务）



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

以慕课为代表的在

线开放课程已逐步被学

校和教师认知据

慕课广泛的学习者

为教师教学提供了丰富

的教研素材据

慕课对在校生的课堂

外（课前、课后）学习而

言，负担基本可接受



数据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慕课时代
课堂发生了什么变化



课堂中的学生

传统



课堂上的教师

传统

学生在课前做了什么

学生在课上听了什么

学生学懂了多少

1

2

3



课堂上的教师

传统

现代

vs









慕课是课堂的外延

课前、课中、课后

慕课 + 课堂

是一个整体



慕课也是完整的知识体系

对于非本校学生

慕课是一本规划教材

一本新形态教材



一体化的课程教学设计

课前/中/后教学一站式解决

课堂教育与在线课程打通，用一个工作后台解决老师

课前教学、课中互动、课后测验的主要问题

线上线下教学数据全景查看

一览线上线下所有教学数据，可视化查看每个学生学习

情况，助力教师针对性教学

课程教学评价的助手

在线课程 + 课堂教学 的教学过程记录，提供了课程评价所

需的一应痕迹和数据，支撑课程教学的迭代

教学视频 课堂教学 测验讨论

教师工作后台

在线课程设计 +  课堂教学设计

线上学习数据+线下课堂数据



阶段 教师 学生

课前
（线上）

整体设计教学的各个环节，完成学生课前预
习、课堂学习与课后复习相关资源的整备，
并通过工作后台上传。

• 学生在线完成：预习阅读视频、
文档；完成视频中的课间提问和
视频后随堂练习；

• 还可在论坛中提问和互动交流。

课中
（线下）

• 上课开启签到；
• 了解学生课前预复习情况；
• 开展针对性课堂讲授；
• 穿插或伴随随堂测验与分组讨论，评估听

讲效果；
• 总结评价、布置作业。

• 上课签到，认真听讲，完成教师
的提问和测试；

• 提出学习过程问题，积极参与讨
论、发表意见，深入思考老师讲
授内涵。

课后
（线上）

• 查看学生线上线下学习数据，对学生进行
针对性分析；

• 在线进行课程讨论、答疑互动；
• 作业批改。

• 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
• 在线进行课后复习和新课预习；
• 在线参与答疑、讨论。

课程各阶的教学活动分配



课中：定位明确的互动课堂



定位明确的互动课堂

手机控制

GPS签到

随堂练习

讨论互动

数据化课堂教学

GPS有效定位老师学生位置完成签到、基于大数据题库的随堂练习助力老师智能考核、主题讨论促进学生老师随时互

动。通过手机控制课堂的每一步，便捷有效地让整个教学过程数据化可视化. 



灵活便捷

每一门SPOC/MOOC可

以创建与之关联的ｎ个线下

课堂，学生在线上课程与线

下课堂完成完整体课程学习，

老师统一管理。

在线课程+互动课堂

慕课堂可以独立使用，创

建不与线上课程关联的独立线

下课堂，单纯用于提升课堂效

率，本身完整功能没有变化。

互动课堂独立使用

互动课堂的应用模式



“双万计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课程建设，以及推

动课程建设与应用的配套政策与一系列实践活动。

课程分两类：一类是采取 方式的3000门精品慕课；

另一类是线上、 、纯线下立项建设课程，包

括7000门国家级和10000门省级精品课程。

46



◼基于慕课应用（特别是基于慕课的课堂教学应用）

•大力推动现代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不局限于形式，鼓励多模式创新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要将课程思政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要突出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课制宜建设课程，鼓励优

质资源本土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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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堂是用于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的移动教学工具，通过

与 中国大学MOOC 学校云平台的无缝结合，打通线上与线下

教学数据，构建课堂教学的整体解决方案。

学校云 + 慕课堂

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之

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解决方案



整体体化的教学设计

触手可及的交互体验

定位明确的课堂互动

慕课堂三大特点

慕课堂



只关注课中教学

依赖教师主观评价

课堂管理费时费力

教师学生交流少

课前/中/后全流程学习01

教学效果数据化管理02

学校云+慕课堂式的教学传统课堂教学

SV

课堂控制能力强03

教师学生互动高频04

迈向教育信息化2.0，打造新时代教学范式



课程建设重点

• 专业导论课

• 专业通识课

• 专业系列课（课程群）





在线专业课（学校颁发专业认证证书）

山东大学（尼山学堂）

• 古典文学在线专业 10门国学经典课程

西南交通大学

• 土木过程在线专业 12门专业课程

•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在线专业 9门专业课程

• 会计学在线专业 12门专业课程



中国大学MO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