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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慕课建设在近几年飞速发展，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慕课的教学模式基本
上是传统课堂教学的在线化，制约了其作为一种革新性教育模式的发展。合作教学在教学模式

和教学法上为慕课建设提供了一个可行方向。与慕课的融合同时也充实了合作教学的内涵。要

达成两者的融合，需要在慕课环境下组成以教师、学习者、慕课技术人员为主体的多元化合作

结构，探索运用多种合作授课方式，以及从技术、制度、社会等方面创建良好的合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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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０８年加拿大学者布莱恩·亚历山大
（Ｂｒｙａ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与 戴 夫 · 科 米 尔 （Ｄａｖｅ
Ｃｏｒｍｉｅｒ）根据斯蒂芬·道恩斯 （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ｏｗｎｅｓ）
和乔治·西蒙斯 （ＧｅｏｒｇｅＳｉｅｍｅｎｓ）基于联通主义
的课程实践提出 “ＭＯＯＣ” （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简称ＭＯＯＣ，下文称 “慕课”）这一概念

以来，慕课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对慕课的讨论与

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论是国内外的教育机

构，还是商业机构，均对慕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平台和课程的建设上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尽管

学界一直存在反对或质疑的声音，慕课对当前及

未来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对待慕课

这一信息技术带来的教育革命，最理智的态度应

该是批判地接受，看到其优势的同时，也要深刻

认识到其不足之处，并尝试弥补这些不足，以期

促进慕课更好地为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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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慕课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劳拉·帕帕诺 （ＬａｕｒａＰａｐｐａｎｏ）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
日在 《纽约时报》上发文，将２０１２年称作 “慕课

年”（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ｔｈｅＭＯＯＣ）［１］。这一年，慕课进入
了飞速发展的轨道。出自不同的目的，政府、教育

机构、商业机构等纷纷涉足其中，彰显出慕课强大

的影响力。慕课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平台、课程、

模式等方面的建设和探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慕课在早期时主要通过横跨多个网络平台的

方式进行，道恩斯和西蒙斯的慕课课程 “联通主

义和连接性知识”就依据联通主义自主性、开放

性、多样性、连通性／交互性的观念，鼓励学生通
过多个平台进行课程的学习。然而这种多平台的

学习容易出现一些网络课程通常会有的问题，如

组织结构、支持和协调的缺失等［２］。这就从客观

上要求建立专门的慕课平台，将人和物等各种要

素整合到高效运作的组织结构中。三大慕课平台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ｅｄＸ，Ｕｄａｃｉｔｙ）就是这一客观要求下的
产物。尽管各个平台的风格和操作方式有所不同，

但都具备较完整的教学生态，吸引了世界各国著名

学府在平台上投放课程。三大平台之外的慕课平台

也越来越多，据统计，截止到２０１４年８月，全球建
立了超过５００个慕课平台项目［３］，国内也涌现了一

大批慕课平台，如开课吧、果壳网的 ＭＯＯＣ学院、
爱课程网的中国大学ＭＯＯＣ、好大学在线ＣｎＭＯＯＣ、
学堂在线、ｅｗａｎｔ（台湾）、华文慕课等，尝试联合
优势教育资源，提供高质量的在线课程。

慕课课程同样在快速增长。一方面表现为数

量上的增加，截止到 ２０１５年 ５月，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
上共开设了 １０３１门课程，ｅｄＸ拥有 ５１３门课程。
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平台共有３７７门课程。学堂在线
拥有４０４门课程。另一方面，课程的覆盖面也在增
加，涵盖了不同的语言、国别、学科等。

慕课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平台之间的差异

化发展越发明显。在合作方式上，出现了高校之

间合作、平台与高校合作、平台与其它公司合作、

平台直接与教师合作等方式。在目标授课对象上，

不再局限于大学生和社会人士，有些慕课提供者

开始将目标人群下探至高中生。在课程方面，大

部分慕课提供商尝试提供更全面、涉及范围更广

的课程，而有些 （如开课吧、Ｕｄａｃｉｔｙ等）则朝专
业化的方向前进。同时，开始出现从分散的单个

非学分课程向系统的学位课程转变的尝试。

慕课的出现为教育改革注入了活力。翻转课堂、

混合式教学等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同时，各种培养

模式的探索也在进行。２０１３年３月，纽约州立大学
引入一种全新培养模式，其中包含学前评估、能力

依托式教学、慕课等内容，以期帮助学生花费更短

的时间和更少的金钱就能获得学位［４］。２０１４年６月
１５日，美国星巴克公司宣布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
作，为其公司尚未获得学士学位的美国员工提供通

过慕课完成学位的机会［５］。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３日，教育
部出台了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

用与管理的意见》（教高 ［２０１５］３号），明确提出
“鼓励高校结合本校人才培养目标和需求，通过在线

学习、在线学习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应用

在线开放课程，不断创新校内、校际课程共享与应

用模式”，同时 “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鼓励

高校开展在线学习、在线学习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等

多种方式的学分认定、学分转换和学习过程认定”。

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为我国高校探索新的教育、

教学模式提供了动力。

国内的慕课热潮始于 ２０１３年，除了在平台、
课程、模式等方面取得成绩外，其发展过程有以

下几个特点。第一，行政主导，国内慕课的建设

大体上并不是由下而上，由教师主动自觉地参与，

而是在高校的行政部门的主导下，通过搭建平台、

组织竞赛、召开研讨会 （如中国 ＭＯＯＣ大会）等
形式促使慕课在中国发展。第二，企业或平台推

动。企业或平台主要从盈利的角度出发，将慕课

看作教育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积极与高校和

教师个人合作，从技术支撑、搭建和提供平台等

方面介入慕课建设。第三，在平台与课程的建设

上，引进与自建并存。果壳网的 ＭＯＯＣ学院将许
多国内外的优质平台与课程整合到一起，形成综

合优势，而中国大学ＭＯＯＣ、学堂在线、华文慕课
等平台则致力于组成国内大学联盟，推出优质的

慕课课程，增加国内大学的影响力。

喧嚣之中，慕课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被提

到台面上来，引发了许多质疑与反思。

首先，对慕课的认识上存在激烈的争论。道

恩斯和西蒙斯最初建立的慕课模式属于 ｃＭＯＯＣ，
强调创建、创造性、自主性和社会网络学习，关

注知识的创造与形成。而以三大平台为代表的模

式则属于 ｘＭＯＯＣ，基于行为主义理念，强调视频
演示、小测验、测试等，关注知识的重复［６］。这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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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较为流行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道恩

斯和西蒙斯的设想，但孰优孰劣尚未有定论。另

外，在慕课对教育的影响方面也存在截然不同的

观点。慕课支持者更多地关注其开放性，强调其

对全民教育、持续教育和教育机会均等化的有力

推动。反对者则担忧面对面交流等校园学习特色

不保、开放性造成新的文化霸权、传统校园的灭

亡与教师受到冲击等等问题。慕课的影响很可能

不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而是相当微妙与

复杂，要充分认识其影响，探索最有效的建设与

实施方式，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研究［７］。

其次，在操作上存在一些具体的困难。慕课

最为人诟病的问题之一是其低完成率，平均只有

１０％左右，如何提高课程完成率是一大挑战。此
外，学生在作业、回答问题、考试等环节的诚信

问题，如何改善自动化提问、反馈等技术，如何

改善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在线交流体验，如何

提高课程认证的权威性等等，都对慕课发展造成

了不小的困难。

再次，慕课的课程建设依然不够充分。目前

三大平台上的课程多为人文类和理工类课程，对

师生互动的强调不明显，课程质量也存在良莠不

齐的问题［８］。慕课平台上的课程在数量和覆盖面

上进展较快，但大多以单个课程的形式呈现，尚

未形成完备的课程体系。对于国内的慕课而言，

存在着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的问题。引进来的

慕课面临着如何本地化的困境，以更好地适应中

国学习者的特点；而国内大学建设的慕课课程则

需要在语言转换、推广、模式创新等方面努力，

以扩大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最后，慕课教学模式还有待深入探索。郝丹

指出，慕课的授课模式 “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

讲授式课程模式的搬家”，是传统模式的在线化。

教学法上也未有实质性的突破。虽然其大规模性

和开放性特点为其赢得了世界的关注，但 “只有

教育学层面上的创新，才是 ＭＯＯＣ作为一种课程
模式在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才有可能促进慕课的

发展［９］。这也为慕课建设的探索指明了一个方向。

从这一点来看，合作教学也许可以在教学模式和

教学法上为慕课的发展提供一点启示。

二、合作教学

合作教学 （Ｃｏ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又称作团队教学 （Ｔｅａ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虽然这两个概念有时候并不完全对等，
但大多情况下它们被用来指称同一种教学模式。

关于合作教学的定义有很多种。戴维斯 （Ｄａｖｉｓ）
将其定义为 “两个或以上教师以某种程度的合作

来计划和讲授一门课程”［１０］８；该定义包含了合作教

学的大部分要素，但忽略了评价活动以及学生需

求等 方 面。墨 菲 （Ｍｕｒｐｈｙ） 和 斯 坎 特 伯 里
（Ｓｃａｎｔｌｅｂｕｒｙ）认为合作教学指 “两个或以上教师

一起授课，共同承担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之责任，

同时互相学习。教师共同计划、讲授和评估课程，

将合作渗透到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１１］。这一定义

较为全面地对合作教学进行了描述。戴维斯认为

教师之间的合作程度处于一个连续体上，连续体

的一端是 “课程由一组教师共同开发、但课程的

每个环节由各个组员单独讲授”，另一端是 “课程

的开发和讲授均由紧密合作的一组教师完成”［１０］６。

在这个连续体上，合作的四个维度对学生学习产

生直接影响：课程中的观点与视角的融合度，教

与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交互程度，学习过程中

学生的积极学习程度与参与度，教与学过程中教

师的自主程度［１２］１８１。

合作教学的方式不一，且处于持续发展中。马

丁 （Ｍａｒｔｉｎ）列举了七种： （１）一授课，一观摩；
（２）站点式授课，将学生分组，授课内容分为不同
站点，各组学生轮流到不同站点学习；（３）平行授
课，即教师将班级一分为二，每个教师对应一组进

行授课，授课内容与方式一致；（４）团队授课，每
个教师分担一部分课程的讲授与评估；（５）交替授
课，即每个教师单独讲授某一节课中的某些话题；

（６）一教师授课，另一教师监控学生并提供必要帮
助；（７）互补式授课［１３］。以上讨论均局限于校园教

学，对慕课这种网络时空中的教学活动可能会有启

发意义，但不一定都适用，因此，慕课需要在此基

础上开拓新的、适用于网络时空的合作教学方式。

艾森 （Ｅｉｓｅｎ）和提斯代尔 （Ｔｉｓｄｅｌｌ）认为戴维
斯的定义过于关注教师的作用，他们强调，“教与学

是紧密相联的，而团队教学的关键优势就是让这一

联系更加紧密”，合作教学不仅能够改善教师的教，

也可以创造环境，让学习者也完全参与进来。教师

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相互合作的学习

者。另外，他们也宣称，合作教学 “通常发生在一

些社区或工作场所，并不仅限于围墙之内或学院结

构 之 下［１４］。哈 勒 姆 （Ｈａｌｌａｍ）和 帕 特 里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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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总结出合作教学的四个特征，一是在教
与学环境中包含两个或以上教师；二是合作程度在

一个连续体上变化；三是合作教学通过对教与学双

方的影响，促进学习社区的形成；四是合作教学既

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１２］１８２。这些观点

无疑更为全面，更能反映合作教学的实质，也为合

作教学进入网络时空提供了理据。

国内有关合作教学的实践与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但是合作教学 （尤其是中外教师合作教学）

的效果得到了验证。鯢桦、牟宜武、Ｌｙｄｉａｎｎｅ
Ｌｏｒｅｄｏ的研究证明，中外教师合作教学对提高学生
的英语 “听说能力、动机和自信心作用显著”［１５］。

殷小娟、林庆英的研究表明，中外教师合作教学

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且交替教学比平

行教学的效果更佳［１６］。

王坦将合作教学看作是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

习的模式，并探讨了其理论基础［１７］。这种合作教

学的观点与上述合作教学在关注对象上截然不同，

后者主要关注教师的合作，而前者则关注学生之

间的合作。冯锐、李同祥基于这种观点，探讨了

将合作教学运用于计算机网络教学［１８］。

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形成互补关系，两者

合力可以使合作教学的内涵更为丰富。合作教学

是一个复杂的学习生态，不应该仅限于教师之间

或学生之间的合作。事实上，教师与教师的合作、

教师与学习者的合作、学习者之间的合作，都可

以是合作教学的内容与形式，教师与学习者均发

挥 “教”与 “学”的功能， “教”与 “学”活动

可以在任意两方之间发生，从而形成复杂的教与

学网络。对合作教学的这一理解与联通主义有一

定的共通之处，正如联通主义的连接／交互性特
征，合作教学也强调教学过程中所有要素的连接

与交互。这一认识有助于深化对教学过程的理解，

也有助于将合作教学与慕课进行深度融合。

三、合作教学与慕课的融合

国家开放大学校长杨志坚等倡导的 “教育与

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理论”，提出四个要点，为合作

教学与慕课的融合提供了理论指导：一是信息技

术与教育思想和观念、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深度融

合；二是注重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过程及

其与目标的适配；三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四是在整体环境上深度融合［１９］。

将合作教学的理念与模式与慕课进行深度融合

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综合考虑教师、学习者、线

上学习环境、线下学习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其中，

教师之间、学习者之间、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交互

与合作构成教与学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知识生成和

散播的主要方式。线上与线下学习环境包括慕课平

台、课程资源、信息技术支持、传统课堂、线下学

习社区等要素，为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互提供必

要的时空环境、以及资源和技术支撑。

（一）组成多样化的合作结构

从合作教学的参与者来看，主要包括教师、

学习者、慕课技术人员等互相之间的合作。

教师之间的合作是合作教学的主要特点之一。

合作程度可随慕课课程种类、内容等进行调整。

一种是节点式合作，即教师在个别环节内的某些

节点上 （如某一知识点的讲授或演示等）进行合

作；一种是阶段性合作，即教师在某个或某些环

节进行合作；一种是全程合作，即慕课的设计、

制作、讲授、答疑、评价等等环节均由教师共同

完成。相对于单一教师模式，多教师合作模式具

有较明显的优势，有助于打造更具活力、交互性

与吸引力的课程视频与学习环境，为学生在合作、

思辨等方面提供学习榜样，为课程提供多样化的

视角和观点，在设计、制作、答疑、评价等环节

减轻工作负荷，在教师中激发新思想、培养新伙

伴关系，等等。

教师与学习者、以及学习者之间也可以组成

多种双向或三向合作结构。知识的生成与传播，

不仅仅依靠教师，也需要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

教师之间在合作的语境下进行互动、讨论、甚至

辩论。尤其是在慕课这一时空中，学习者背景的

复杂性使其成为繁杂知识的巨大宝库，不同背景

的学习者进行合作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布莱斯洛、布理查德、德波尔等针对 ｅｄＸ平台上
第一门慕课的跟踪研究表明，其它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如果学生与他人 （同一门课程的学习者或

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发生了线下合作，其分数

会比单独学习的学生平均要高三分［２０］。恰当、高

效的线上线下合作会对学习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学习者背景的复杂性也使传统的师生关系

在慕课中发生了变化，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 “教

———学”关系被淡化，两者互为师生、共同合作

建构课程体系、生产知识成为新的关系样态。

教师与慕课技术人员的合作形成慕课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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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结构。双方的合作本质上是知识与技术的融

合，在课程制作、讲授、维护、评价等环节均有

合作空间。这种合作结构虽不能直接生成与课程

内容相关的知识，但它有助于提高慕课的操作质

量和传达效果，改善学习者的学习体验以及各方

的合作体验，营造具有高粘度的学习社区，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慕课完成率。

（二）探索运用多种合作授课方式

合作授课方式的探索与运用是合作教学与慕

课融合的关键。网络时空与信息技术的机遇功能

也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慕课环境下的合作

授课包括 （但不仅限于）以下几种方式：

１．讲解／演示式。参与合作的一方负责知识点
的讲解，另一方则根据所讲授的内容进行相应的

演示。负责演示的可以是教师，可以是具有一定

基础的学习者，在某些情况下，慕课技术人员也

可以担当演示者的角色。讲解人与演示者的角色

有时需要相互转换，或者双方同时担当两个角色。

这一方式对于复杂概念的直观式理解或者操作性

较强的知识理解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２．对话式。参与合作的教师或教师与学习者
展开 （日常的或戏剧性的）对话，将所要讲解的

知识点融于对话中，以轻松活泼、相对隐性的方

式传授知识。对话式的另一种形式是具有不同学

科背景的教师针对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对话，

为学习者展示不同的学科视角，拓展其视野，助

其形成批判性思维。

３．讨论／辩论式。这一方式与对话式有相似之
处，但侧重点在双方就某些观点、理论、方法、

结论等方面的争论上。争论的过程可能就是新知

识的生产过程，也是教师希望学习者模仿的过程。

对于观看讨论／辩论的学习者来讲，益处是多方面
的，既可以习得新知识，也可以学习辩论技巧、

培养讨论的习惯，还可以促进思考、锻炼思辨能

力。除了将讨论／辩论应用于慕课视频中，也可以
运用实时在线讨论／辩论的方法，即在一个约定的
时间范围内，教师与学习者在网络空间展开争论，

这样能够让不同背景的学习者参与进来，更加有

助于思想激荡和知识创造。

４．问答／访谈式。问答式可以在教师与教师之
间、或者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精心设计的问答

流能够吸引观看慕课视频的学习者对所学知识进

行思考，解谜似地逐步走向知识的完整揭露，增

加学习的趣味性。访谈式授课方式则适合在教师、

学习者与相关领域专家或行业人士之间展开，网

络通讯使得这一方式得以方便进行。访谈式有助

于学习者了解课程涉及领域的前沿问题及其在行

业内的应用情况。

５．留白式。教师有意在课程的某些节点设计
一些 “空白”，即保留一些知识点的讲解或问题的

思考，邀请学习者自己将这些空白补充完整。补

充的内容完全公开，学习者可以查看别人的内容

并给予评分。这种邀请式的留白可以一定程度上

提升学习者的参与度，而部分知识的不确定性不

仅可以加强学习者对已知知识的巩固，更重要的

是可以激发学习者之间、以及学习者与教师之间

的讨论，营造一种相互合作、创造知识的氛围。

针对不同的合作结构和课程类型，可以单独

使用一种授课方式，或者混合、交替使用多种方

式，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为准。

（三）创建良好的合作环境

首先要创建适合的技术环境。合作教学与慕

课融合需要技术的支撑，在教师、学习者之间搭

建起更多桥梁，让合作变得更加容易。慕课平台

是体现技术支撑的最明显方式，需要在互动性、

集约化／扁平化等方向做出努力，促使合作的发
生。慕课平台的互动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视

频、论坛、百科、作业、辅导等。目前的视频在

互动性上依旧不足，需要更多的互动性技术来增

强合作。在视频制作阶段，就可以利用网络通讯

技术将不同物理空间的教师和学生连接起来，共

同合作完成课程讲授视频的制作。视频中也需要

嵌入更多邀请学习者参与完成的内容，使观看过

程由被动接受向更多互动倾斜。论坛也是学习者

喜欢使用的工具，但９０％多的学习者只是查看原
有的论坛内容，并不发布任何问题、答案或评

论［２１］。鉴于此，有必要增设学习小组功能，利用

大数据将学习者按照年龄、教育背景、学习兴趣

等等条件组成学习小组，或者基于位置向学习者

推荐附近的学习伙伴，让其通过自组织方式形成

线上或线下学习小组。教师则针对小组中讨论频

率高的问题给予答复或评论。慕课平台的集约化／
扁平化是指将一些常用功能，如视频、学习小组、

学习伙伴推荐、高频问题交流等，集中到一个界

面，让学习者在同一界面上可以进行多任务操作，

省去不必要的界面切换，增强合作的便利性。

其次是创建良好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环境。慕

课的无限连接性为合作教学打开了一片新的广阔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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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也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操作上的可能性，

但如果缺乏制度的保障和社会的认可与鼓励，这

种融合势必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制度方面，应

当充分考虑慕课带来的机遇，跳出传统校园的飗

篱，建立跨校跨境合作制度、学科内外团队合作

制度、慕课合作教学考评制度、合作教师业绩激

励制度等，消除疑虑，指明方向，充分调动教师

参与合作教学和慕课建设的积极性。同时，通过

合作教学示范、组建合作教学团队、成立合作学

习社区、邀请学习者参与慕课建设等方式在校园、

社区、网络空间等环境中营造合作氛围，将合作

的理念逐渐融入慕课建设和教学。

慕课与合作教学的融合是一个双向、互赢的

过程。慕课的发展需要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法上进

行革新，而合作教学则为其提供了一个可行方向。

合作教学模式的内涵也因与慕课的融合而得以更

加充实。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慕课还有很多有待

解决的问题，将合作教学与慕课融合仅仅是解决

某个问题的一种尝试，其效果如何还需要大量实

践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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