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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慕课作为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是“互联网+教育”的产物，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

具有高水平、趣味性、个性化、便利性、经济性等特点和优势，对传统研究生课堂教学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章以山东建筑大学研究生教学为例，概述了慕课的起源、特点及优势，分析了山东建筑大学研究生教学模式

的现状与问题，阐述了对研究生教学模式的影响，总结了对其创新的作用，并提出了改革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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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influence on postgraduate teaching
mode and Innovative strategy: A case study

on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ZHENG Guoqiang1，* ，FAN Hui2，SUN Youmin3，et al．
( 1． School of Surveying and Geo-Informatics，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Jinan 250101，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Jinan 250101，China; 3．School of Municip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Jinan 250101，China)

Abstract: MOOCs is a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It is the product of“internet+education”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high level，interest，individuation，convenience and economy，and
has large impact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aking the graduate student education of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origin， characteristic and superiority of MOOCs are
summariz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graduate student teaching mode are analyzed． The
impact and innovation function of the MOOCs are also expatiated． Meanwhile，the innovative strategy
for the teaching mode is proposed．
Key words: MOOCs; teaching mode; innovative strategy

0 引言

研究生教学培养具有高层次性、专业性、探究性

和创新性的特点，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素质、高层

次创新型人才的重任［1－2］。慕课作为大规模开放式

在线课程，是“互联网+教育”的产物，是新近涌现出

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2018 年 2 月，教育部

相关部门提出“互联网+教育”的生活和学习方式

对原有教育构成了重大影响［3］。根据教育部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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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数据，目前我国上线慕课的数量已经达到 5 000
门，超过 7 000 万人次的选学，1 100 多万人次的大

学生获得学分［4］。2020 年，教育部计划推出 1 000
个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和 3 000 门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保证＞5 000 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和 10 000 门慕课在线运行，以促进教学与信息

技术的深度融合。慕课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

对学校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模式产生了冲击和促进

作用。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

理论的指导下，在一定环境下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

的稳定结构形式，是开展教学活动的一套方法论体

系，是基于一定教学理论而建立起来的较稳定的教

学活动的框架和程序［5］。教学模式由 5 部分组成，

即教学目标、教学理论、支持条件、实现方式和评价

改进。变革或创新教学模式，有利于指导教学实践，

优化教学目标，达到预期的目的。山东建筑大学是

一所以工科为主，土木和建筑为学科特色，工、理、
管、文、法、农、艺等多学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综

合性大学。文章以山东建筑大学为例，以慕课迅速

发展的背景下，分析慕课对研究生教学模式所产生

的冲击和促进作用，通过创新研究生教学模式，优化

研究生教学，提高研究培养质量，稳固课堂教学的主

体作用等手段进行研究生教学改革。

1 慕课应用概述

1．1 慕课的起源

慕课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是大

规模开放式在线网络课程，可为自主学习者带来一

种低成本、高效学习方式，具有大规模、高水平、开放

式、系统化、网络化和综合性的特点。慕课的概念是

由 Bryan Alexander 和 Dave Cormier 于 2008 年首次

提出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网络教育机

构，颇具影响力的有 Udacity、Coursera 和 EdX［6］。凭

借高校的优质教学资源，3 大网络教育机构建立了

高等教育网络课程，创造了新的教育普及模式。高

速无线网络技术、云计算和智能手机等科技技术进

步，让更多人群有了接触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学

习者能自由地获取学习资源和自主选择学习时间。
Coursera 由斯坦福大学的 Andrew Ng 和 Daohne

Koller 共同创立，并与斯坦福、密歇根和普林斯顿等

33 所世界顶尖大学合作，为世界各地的学生免费提

供在线网络课程。2013 年，美国教育委员会 ( ACE
CREDIT) 首次承认了 Coursera 教育机构 5 门网络课

程的慕课学分，可以转换为大学里的相应学分。同

年，Coursera 又与 Proctoru 合作，通过 Webcam，世界

各地的学生都能参加考试并获取学分。这种新模式

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感和学习热情，受到社会

的广泛关注。在 1 年多的时间内，Coursera 教育机

构吸引了全球 81 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加盟慕课，共

享了资源课程 386 门。2012 年 4 月，学生人数达到

100 万，而到 11 月时，学生人数就已突破 1 800 万，

并获得 2 200 万美元的融资［7］。
2013 年后，国内慕课也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加盟了 EdX，上海交大和复旦

大学加盟了 Coursera。2018 年，中国慕课数量已成

为世界第 1 位［3］。目前，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和南京大

学等 20 多所国内知名大学合作，共同构建了中国的

慕课平台。
1．2 慕课的特点和优势

慕课作为一种资源丰富、开放性的在线课程，以

其独有的特点和优势对传统教育形成很大的冲击。
( 1) 课程丰富，选择余地大 传统的大学培养

因为教育资源有限，优质教学资源只对少数人开放，

而慕课作为在线课程，突破了对学习者数量的限制，

可以对世界各地学生开放。
( 2) 优质的教学资源 在慕课发展过程中，慕

课不只是传统教育的在线形式，同时也采取了商业

化运作的模式。为了增加课程的吸引力，开设慕课

的学校均为名校，且课程主讲多为名师，如斯坦福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国外世界一流名校和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顶尖名校。相对于普通

高校的相关课程，名校具有更优质的教学资源。
( 3) 趣味性 慕课中可融入动画特效及网络流

行词句，趣味性的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易于引起学

习者的兴趣，从而摆脱学习的枯燥感。慕课的学习

过程类似于环环相扣的游戏闯关过程，学习者需要

时刻关注着基于视频课程内容而弹出的问题，只有

正确回答问题后才能继续视频课程的学习［8］，其进

阶式学习方式可以使学习者及时检测自己的学习效

果，并根据回答问题的正确率及时反馈自己学习

情况。
( 4) 个性化 传统的教学模式一般采取班级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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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制，统一的教材、标准和内容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

的需求。通过慕课平台，学习者则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和需要，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方案，随时随地的

学习。
( 5) 便利性与经济性 传统的学校教育，都需

要学生通过入学考试，获得入学的资格，而慕课不需

要投入精力和金钱通过考试获得入学资格，就可以

选择全球范围内的课程，无门槛限制。相对于准备

入学考试和参加正规学校教育投入的金钱和精力，

慕课的成本相对较低，具有经济性。

2 慕课对研究生教学模式的影响

2．1 研究生教学模式的特点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硕士研究生的课程教学阶

段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本科时期的知识学习阶

段的延续和研究生后期课题研究阶段的基础。合理

的知识结构与扎实的专业技能是研究生开展科研训

练、从事创新性研究的基础［9］。研究生教学与本科

生相比，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更注重对科研能力和

品德素质的培养及内涵文化的继承。
2．2 山东建筑大学研究生教学模式现状与问题

目前，山东建筑大学有 1 个博士人才培养项目、
14 个一级和 5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术学位授权及8 个

学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学校研究生培养单位 17
个，博士生导师有 38 人，硕士生导师为 645 人，在校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共计 2 200 余人。2018 年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拟招收 580 人，其中学术型和专业型学

位研究生分别为 254 和 326 人，每年向省内外输送

毕业生约为 500 人，研究生培养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和质量［10］。
山东建筑大学研究生教学模式的主要问题:

( 1) 教学内容更新较慢 在数字化、信息化高度发

展的今天，要求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以满足研究生对

知识前沿性和创新性的需求［11］。由于教师个人科

研能力及其他一些因素的限制，研究生的教学内容

相对比较陈旧，课程教学内容多是经典理论与多年

前的工程实例，课程内容的更新速度与学科前沿知

识更新较慢; ( 2) 教学方式单一 教师教学主要采

用传授式的教学模式，即“教师讲，学生听”形式来

传授知识，以教材和教师为中心，授课以讲授为主，

侧重于教师的知识灌输和学生被动的听讲，课堂互

动环节很少。

2．3 慕课对研究生教学模式的影响

慕课对于研究生教学的冲击主要是知识类的学

习方面，主要集中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上。
( 1) 丰富和优质的课程资源对于传统教学内容

的冲击 同一门课程或者相近的课程可能有几十种

选择，且开设慕课的老师均为优秀的师资。相对于

传统的课程教学，慕课教学的内容丰富且更新速度

快。学生通过教学内容对比后，则对传统课堂教学

内容提出更高需求;

( 2) 趣味性和个性化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冲击

由于慕课商业化运营模式，将慕课资源作为商品，把

学习者作为顾客，所以慕课资源很快受到研究生的

关注。同时，慕课还能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个性

化特点突出。相对于慕课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课堂

教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应当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重

视 ［12－13］。
2．4 慕课对研究生教学模式创新的促进

慕课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研究生教学模式的创

新。( 1) 大量优质的资源，为丰富教学内容提供了

资料库 优质和丰富的慕课资源即能为学习者服

务，又能为教师的教学服务。教师可以吸收优质的

慕课资源，更新和丰富教学内容; ( 2) 活泼个性的教

学方式，促进了教学方式改革 教育属于公共经济

的一部分，课堂教学是教学和管理者提供的产品，产

品必须满足顾客的需求，并且随着顾客的需求，不断

提供更加符合顾客需要的产品。活泼个性的教学方

式使教师和管理者的教学方式不断创新，利用慕课

的趣味性和个性化优势，增强课堂的吸引力; ( 3) 促

进优秀教师和优质课程的推广 面对慕课的冲击，

拥有优势师资和资源的学校可以建设和推广自己的

慕课平台，增强学校的影响力。

3 研究生教学模式的改革对策

3．1 积极使用慕课资源，服务于研究生教学和科研

慕课作为不断更新和丰富的教学资源，对传统

的 课 堂 教 学 资 源 起 到 代 替、丰 富 和 促 进 作 用。
( 1) 弥补师资上的不足 对于师资力量比较薄弱的

学科，在基础知识类学习上，甄选优质慕课资源暂时

代替课堂教学，发挥其替代作用; ( 2) 丰富课堂教学

内容，促进教学改革 教师可以利用慕课资源上不

断丰富教学内容和改革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的

吸引力; ( 3) 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慕课资源 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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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慕课资源快速增长，学生在选择

慕课时，由于对于专业领域不熟悉，选择出适合的资

源比较困难，而作为教师及管理者可以帮助和引导

学生选择最优质的资源，对网络资源进行充分发掘

和利用。
3．2 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

慕课的发展为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和可借鉴的方式。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要求创新

性参与式教学。在校学习期间，大学生除了获取和

积累知识外，还要增值和创新知识。对于研究生教

学来说，更应该突出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的培养，培

养创新意识，锻炼和提高创新能力。参与式教学的

特点可归纳为提问式授课、开放式教学内容、论文形

式的考察和无标准答案的习题练习等 4 个方面［14］;

翻转课堂可以作为研究生创新教学模式的一种选

择。翻转课堂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时间，教师不占

用课堂时间来教授知识，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

移到学生，在课前让学生利用书本、慕课和网络等完

成自主学习，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交流，通过实践使

学生获得的学习更加真实。翻转课堂是对传统的老

师“教”与学生“学”的教学模式的翻转，且随着科技

技 术 的 进 步，也 将 成 为 课 程 改 革 的 主 流 方 向

之一［15］。
3．3 实施精品课程资源改革，打造自己的慕课

立足于互联网技术的高校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

设已酝酿成熟，山东建筑大学应把握机遇，整合资

源，打造自己的慕课。山东建筑大学具有优势如下:

( 1) 教师团队实力雄厚 山东建筑大学现有博

士生导师 38 人、硕士生导师 645 人。拥有俄罗斯自

然科学院院士、双聘院士、千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优秀高层次科

研人才。拥有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全

国优秀教师、省级教学名师、省优秀教师等顶尖教师

队伍;

( 2) 精品课程和优质课程多门 有国家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程、双语示范课程、教育部工程重点教

材“精彩一课”5 门，获批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

( 3) 硬件与技术支持 学校拥有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省级及以上的平台有 23 个; 拥有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工程实践教育

中心( 基地) 6 个［10］。
无论是师资力量和精品课程资源，还是技术储

备，山东建筑大学都具备了发展慕课的深厚理论基

础和实施条件。学校优质课程资源应投入更多资金

和技术的支持，用以推进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发展

和改革，发展学校的慕课资源，进一步拓展学校在国

内外的影响力。
3．4 构建“慕课为用、课堂为体”的新型教学模式

借助于信息化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慕课以独有

的优势给传统课堂教育模式带来极大的冲击，但慕

课不能替代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鉴于慕课自身特

点，研究生教学应更加注重学生科研能力和素养的

提升，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也就是“慕课为用”。
教学模式的主体为课堂教学，课堂教学的基本结构

就是教与学，是“一切教与学赖以为基础的条件和

前提”［16］。课堂教学无论在层次教学环节，及培养

目标的适用性上都发挥着慕课难以替代的作用，其

主体作用是很难动摇的，尤其是研究生的培养，其主

体作用更加突出，也就是“课堂为体”。课堂教学必

须汲取慕课的养分，通过自身的改革和创新，稳固自

身的主体作用，构建“慕课为用、课堂为体”的新型

教学模式。

4 结语

慕课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商业化运作，给

传统的教学模式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同时也促进传

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在慕课的影响下，研究生教育

在内容和形式上要积极汲取慕课的优势，课堂教学

模式不断创新，最终形成全新的“慕课为用、课堂为

体”的新型教育模式。在慕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山东建筑大学应利用资源优势，抓住机遇，借助互联

网平台，推广优秀师资，发展慕课资源，拓展学校在

国内外的影响力，为山东建筑大学的名校工程增添

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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