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创新中国创新中国
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18年7月10日 星期二

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
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深刻展示了世界发展的前
景。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
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
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坚持不懈推进教育信息化，努力以信息化为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面。我们将通过教育信息化，逐步缩小区域、城
乡数字差距，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亿万孩子同在
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人才决定未来，教育成就梦想。中国愿同世界
各国一道，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积
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共同探索教
育可持续发展之路，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摘自习近平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
（2015年5月22日）

伴 随 着 悠 扬 的 古 琴 声
和 徐 徐 铺 开 的 诗 书 画 卷 ，
慕课学员们开启了一场线
上“传统文化之旅”：从仁
人志士的精神到文人学者
的洞见，他们跟随先哲思
想的脚步，走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这是南京大学开设的慕
课 《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这门有着 6036 名学员
的“超级课堂”，已经是本
学年第二次开课。在课程介
绍 中 ， 写 着 这 样 几 句 话 ，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
华传统文化何以千古不绝？
其中又蕴藏了哪些瑰宝精
华？几经沉浮，几度沧桑。
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又经历
了怎样的转型？它如何与现
代社会相协调？”

这种历史自豪和现实关
照并重的情怀，感染了不少
选课的学员们。在对课程进
行 5 分制评价时，这门课获
得 了 4.8 的 高 分 。 在 评 论

区，学员们纷纷点赞：“从
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中华优
秀 文 化 作 系 统 分 析 ， 精
辟！”“要让我们的文化更自
信，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
传统文化学起，因为传统文
化是我们的根。”

武 汉 大 学 肖 圣 中 老 师
主讲的 《古文字学》 是中
国大学 MOOC 的国家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之一，古老
的文字，神秘的图形，磅
礴的音乐，画面呈现的就
像 是 一 个 真 实 的 远 古 时
代。如今，累积选课人数
已经超过 13 万。

“ 有 的 学 生 学 了 这 门
课，自此走上了研究古文字
学 的 道 路 。” 肖 圣 中 老 师
说：“我们建立了 QQ 群，
老学员们不肯退，想继续讨
论，新学员不断进来，QQ
群现在已经扩大到两千人
了。”

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硕士
魏源良一直关注民间艺术教
学在慕课中的应用。他认
为，慕课扩大了学习者的数
量，通过课程录制和视频共
享，老师和民间艺人不需要
重复讲解手工艺的流程和技
巧。慕课能保证每一个受教
者学到系统、完整的技术，
让民间艺术的传承途径更多
元。

从 诗 词 歌 赋 到 戏 曲 话
剧，中华传统文化代代传
承，文化基因根植于国人心
中。在时代浪潮与快节奏的
现代生活中，如何为传统文
化保留一席之地，慕课给出
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南开大学慕课《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的见面课。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中国慕课
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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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不出门，便上名师课”，慕课的魅力正在于此。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一根网线或

连入wifi，就能加入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名师课堂。

“慕课”，全称是“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大学校园里的老师，将自己的课堂搬到互联

网上。不只是学生，各行各业的人都可选择学习这些课程，还能获得一张由大学所签发的结

课证书。如今在中国，像这样的线上课程已有5000多门，课程总量居世界第一。

以慕课为友，与名师为伴，成为一种流行。

戴上工帽，王师傅仔细
地 检 查 每 一 个 房 间 。 干 累
了 ， 他 就 抹 一 把 脸 上 的 汗
珠，去阳台上休息。这位皮
肤略黑、话不多的中年人从
事建筑装潢工作。回到家，
一碗泡面的工夫，王师傅收
拾好自己身上的污渍，登录
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学习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于王
师傅而言，打开电脑就像打
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没事就看看慕课，有
趣又有用。因为没机会去大学
学习，就在网上看。家是一辈
子的依靠，盖出房主满意的房
子，是我的责任。”

一份责任让王师傅容不
得一丝马虎。今年 32 岁的王
师傅，家住安徽合肥，从事
建筑装潢工作五年。他说自
己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我国建
筑 的 美 ， 感 受 到 设 计 的 风
采，便是在考完 《中国古代
建筑艺术》 的那个下午，“慕

课让我多了一次提高自己审
美感的机会。”

对于慕课的喜爱，王师傅
不是个例。

目前，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超过
1000 万，覆盖面广泛，从十
几岁的小学生，到践行“终生
学习”的白发老翁；既有生活
在边远山区的学子，也有在大
城市打拼的奋斗青年。

慕课让学习没有围墙。
最初见识这股慕课风是在

高校的思政课堂，2016 年 10
月 ， 武 汉 大 学 在 中 国 大 学
MOOC 平台一次上线 4 门思
政课，短短 24 小时之内，选
课人数就突破 1.3 万，这也是
该平台首次成体系上线思政课
程。武大这一举措在全国引起
了不小的反响。清华、复旦、
浙大等高校都在探索思政慕课
授课形式，实现教学的移动终
端化。

如今，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线 19 门思政类慕课，
选课近 40 万次。思政类慕课
已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平
台，发挥着传播正确思想、弘
扬正能量的功能。

走出校园，慕课依然备受
欢迎。

浙江宁波市在 2016 年利
用“慕课”编制教学计划，形
成涵盖戏曲、舞蹈、诗歌、绘
画、摄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艺术门类的大规模在线课程体
系，鼓励和吸引学校、企业和
社会机构参与“慕课”资源建
设，为市民提供艺术普及学习
服务。

在中国大学 MOOC 官网
上有这么一句话：“在这里，
每一个有意愿提升自己的人都
可以免费获得更优质的高等教
育。”从校园到社会，从个人
到群体，便捷的学习方式，带
动了人们的学习热情。慕课逐
渐融入百姓生活，我们的社会

“书香气”渐浓。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
泰来县，位于黑龙江、吉
林、内蒙古三省交界处，
这里距离北京有 1300 多公
里。但对于当地的乡村教
师马丽平来说，“到达北
京”只需要 20 秒的开机时
间。

“我是2015年9月21日
开始学习慕课的。”马丽平
对三年前的这个日子记得
很清楚。如今在中国，慕
课数量已达 5000 门，高校
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已突破
7000 万人次选课，这些数
据构成了一张丰富的线上
教育网。

“我一开始根本不知道
慕课是什么。”但短短一节
课后，马丽平就对这种新
鲜、直观的教学方法，彻
底“上了瘾”。

六年前，马丽平所在
的第四中学还只有一座简
易的平房，白灰墙的墙皮
掉得厉害。2012 年，政府
拨款将平房改成了楼房，
室内铺上了干净的瓷砖，
每间教室也都配了一块电
子白板。

2015 年 ， 清 华 大 学
《生活英语听说》 慕课进入
该县教育扶贫项目。打开
电脑，熟练地登陆清华大
学学堂在线平台，马丽平
就可以跟随清华大学的外

文系教授和毕业于剑桥大
学的外籍教师学习英语。

“它让一个不惑之年的教师
重拾学习英语的乐趣。”马
丽平说。

这位英语教师给笔者
展示了许多张她在清华园
里的照片。她之于清华，
不是游人，而是从那里走
出来的学生。

在慕课社区里，《生活
英语听说》 课的主讲老师
杨 芳 早 已 “ 名 声 在 外 ”。

“2013年的时候，我第一次
接触慕课。录课前，我给
这 门 课 定 了 一 个 小 目 标
——‘争取有 5000 人来听
课’。两年后，我很吃惊，
这门慕课竟然已经吸引了
来自120个国家和地区的53
万余名学员参与学习。”杨
芳说。而就在一个月前，

《生活英语听说》 的选修学
员在全球范围内已突破100
万人次。

在泰来第四中学崭新
的教学楼里，一楼大厅上
方悬挂的十二个大字：知
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
来。

有时候，马丽平会在
自己的课堂上登录慕课，
让 她 的 学 生 也 领 略 一 下

“大师们的英语范儿”。她
说，“我用这种方式鼓励学
生们好好学习。我想让他

们知道，有更好的发展和
未来在等着他们。”

去年 11 月，中国大学
MOOC 联合美丽中国支教
项目共同发布了“一起看
见更大的世界”公益计划，

“优秀支教老师+优质网络
课程”接力，用“互联网+”手
法推进教育普惠化。

说到“课堂”，我们总能想
到“整齐的书桌、明净的玻璃、
朗朗的读书声……”但对于许多
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来说，打开手
机就能上课，甚至修学分，已经
是稀松平常的事了。“慕课”教
学不仅使顶尖的教育资源插上翅
膀飞到天南海北、飞入千家万
户，也为校园里的学生们提供了
更自主、更高效的学习方式。

在清华，面向全校选修的艺
术类、历史类等课程，十分受同
学们欢迎。“慕课”可以让同学
们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用闲暇
时刻就能学到自己感兴趣的知
识。“慕课上的视频短的才 5 分
钟，长的有十几分钟，大家利用
零碎时间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非常方便。”《生活美学》的
学生助教施文荻说。

不光是选修课，一些专业必
修课也早已开始采用了慕课的形
式。

清华大学电机系硕士生郭欣
然2014年修了于歆杰老师的慕课

《电路原理》。他说：“上大学之
前，我没听说过‘慕课’这个
词。入学时，学院的新生典礼上
播放了慕课的宣传片，当时于老

师就出现在影片中，他说慕课可
以让我更自由地支配学习时间。
同时，这还是个开放的平台，不
只是我们，只要有网络、有意愿
的学生都可以选。这两点令我印
象很深刻。”

2016年，“雨课堂”上线，这种
形式对传统慕课中
的师生互动、课上参
与等环节都进行了
优化。于歆杰很快
便将“雨课堂”在自
己 课 上 推 广 起 来 。

“ 从 我 当 老 师 到 现
在，已经有 15 年了，
我一直特别关注的
是学生的状态。我
教的东西他明白了
吗？明白到了什么
程 度 ？ 通 过‘ 雨 课
堂’，我能更快速地
得到反馈。”于歆杰
说。

不断优化学习
体验，重构教学方
式，慕课让学习变
得随时随地，好玩
有趣。近年来，一
些慕课还加入了实

时直播，学员可以通过发送弹幕，
随时向老师反馈问题，并获得解
答。“未来，中国大学MOOC将为
用户提供更多的精品慕课；同时，
针对用户群体提供更多符合他们
个性需求的内容。”网易杭州研究
院慕课市场部方玮对本报说。

全民课堂，
慕课之处遍是书香
全民课堂，
慕课之处遍是书香

知识共享，
跨越千万里做同窗

技术变革，
上一节没有教室的课

文化基因，
在互联网血液中更流长
文化基因，
在互联网血液中更流长

上海交通大学推出的英文版中医药慕课课
程，分为线上和线下学习两个阶段。图为学员
们在植物园内亲手触摸观察各种中草药植物。

共同学习 曹 一作 （新华社发）


